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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近55年气候特征及变化分析

吴胜勇
(神木县气象局,陕西神木 719300)

摘 要:利用神木县1957—2011年气温、降水、相对湿度、日照时数等气象观测资料,分析神木县气

候特征及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四季中冬季气温升高趋势最显著;年降

水量呈缓慢下降趋势,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5—9月,降水量主要分布在

200~600mm;日照充足,年日照时数呈下降趋势;降水偏少,空气湿度低,气候以干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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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显著的国家之一[1]。

秦大河[2]等研究指出,我国平均气温自50年代初

到90年代初增温0.3oC。丁一汇[3]等指出,我

国西北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基本一致,

目前属于暖期。白爱娟[4]等指出,近50年,陕西

的气温和降水表现出较大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地域

差异。蔡新玲[5]等指出,近42a陕北黄土高原地

区降水量的变化是在波动中呈减少趋势;气温呈

上升趋势,各季中以冬季增温最显著;该地区90
年代以后向暖干发展。神木县位于黄河中游,长

城沿线,陕西省的北端,属干旱半干旱季风气候,

寒暑剧烈,气候干燥,降水偏少且年际变化大。

近年来神木县气候也发生显著变化,对工农业生

产产生较大影响。分析神木县近55a来气象因子

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对充分认识和利用当地气候

资源,指导农业生产和预防灾害有重要意义。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选取神木县近55a(1957—2011年)气温、

降水量、相对湿度、日照时数等气象观测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采用线性倾向估计计算趋势系数来

分析各要素的变化特征[6]。

对春、夏、秋、冬进行气象学划分,即3—5
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
月—次年2月为冬季[7]。采用1957—2011年气候

平均值作为多年气候平均值。

2 气象因子变化特征

2.1 气温

神木县年平均气温8.9oC,年平均最高气温

10.6oC (1999年),年 平 均 最 低 气 温7.3oC
(1984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1.2oC (2005年6
月22日),极端最低气温-29.0oC (1998年1
月19日)。

2.1.1 年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神木县年平均气温

变化具有波动性,整体呈上升趋势 (见图1),气

候倾向率为0.332oC/10a。1957—1969年,年

平均气温相对较高,为相对温暖阶段,1970—

1986年,年平均气温相对较低,为相对冷期,80
年代后期平均气温开始缓慢回升,90年代后期开

图1 1957—2011年神木县年平均气温距

平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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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回升明显。四季中冬季平均气温升高趋势最为

显著 (见图2),其次是秋季,夏季最小,冬季气

温升高趋势明显的原因与取暖燃煤量增加有关。

图2 1957—2011年神木县四季平均气温距

平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2.1.2 月平均气温分布特征 各月平均气温呈单

峰型分布,7月平均气温最高,为25.0oC,1月

最低,为-8.1oC。气温年较差大,平均气温年

较差为33.1oC。一年中夏季平均气温最高,冬

季最低,春季平均气温 (10.7oC)高 于 秋 季

(8.8oC)。

2.2 降水

神木县降水偏少,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

为422.7mm。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

为818.1mm (1967年),最小年降水量为108.4
mm (1965年),相差709.7mm。

2.2.1 年降水变化特征 由图3可见,近55a
来,神木县年降水量呈缓慢下降趋势,气候倾向

率为14.73mm/10a。1957—1968年,降水年际

变化相对较大,年降水量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出现

在这个阶段,1968年以后年际变化相对较小。

图3 1957—2011年神木县年降水量距

平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2.2.2 月降水分布特征 月降水分配不均 (见表

1),主要集中在汛期 (5—9月),占全年降水量

的83.3%;8月降水最多,占27.1%;12月降水

最少,仅为0.5%。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夏 季 降 水 最 多,占 62.9%;秋 季 次 之,占

20.8%;春季占14.3%;冬季最少,仅占2.0%。

2.2.3 降水频率和保证率 由表2可知,神木县

年降水总量在100~900mm之间,主要在200~
600mm之间,占90.9%;400~500mm出现频

率最 大,为 38.2%;300~400 mm 次 之,为

25.5%;700~800mm、800~900mm、100~200
mm出现频率最少,均为1.8%。年降水量高于

600mm的保证率仅为7.2%,降水量低于400
mm的保证率为41.8%,说明神木县降水偏少,
气候干旱。

2.3 相对湿度

神木县年平均相对湿度为55%,空气湿度

低。年平均相对湿度最大为67% (1964年),最

小为46% (1965年)。相对湿度年际变化特征与

表1 1957—2011年神木县各月平均降水量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降水量/mm 2.7 3.8 11.4 19.4 29.6 43.3 107.9114.5 56.7 22.8 8.6 2.0
占全年降水率/% 0.6 0.9 2.7 4.6 7.0 10.3 25.5 27.1 13.4 5.4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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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相似,呈下降趋势 (见图4)。相对湿度月分

布特征为1—4月逐渐降低,4月达到全年最低值

40%,5月以后逐渐升高,8月达到全年最高值

68%,9—12月逐渐减小,但高于1—4月。四季

中相对湿度最高出现在秋季,最低出现在春季。

表2 1957—2011年神木县降水频率和保证率

降水量/mm 频数/a 频率/% 保证率/%
100~200 1 1.8 100.0
200~300 8 14.5 98.2
300~400 14 25.5 83.6
400~500 21 38.2 58.2
500~600 7 12.7 20.0
600~700 2 3.6 7.3
700~800 1 1.8 3.6
800~900 1 1.8 1.8

图4 1957—2011年神木县年平均相对湿度距

平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2.4 日照时数

神木县日照充足,能够满足小杂粮作物生长

对光照的需求。年日照时数为2782.5h,日照时

数最多出现在1965年,达3219.4h,最少出现

在1994年,为2235.9h。

2.4.1 年际变化特征 日照时数年际变化较大,
整体呈下降趋势 (见图5),气候倾向率为36.019
h/10a,1984年后日照时数明显减少。

图5 1957—2011年神木县年日照时数距

平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2.4.2 月分布特征 日照时数月分布呈单峰型

(见图6),5月最多,12月最少。四季中夏季日

照时数最多,冬季最少;秋季日照时数少于春季,
这与秋季阴雨天气较春季偏多有关。

图6 1957—2011年神木县各月平均日照时数分布

3 结论与讨论

3.1 神木县夏季炎热短促,冬季寒冷漫长。年平

均气温为8.9oC,极端最高气温为41.2oC,极

端最低气温为-29.0oC。平均气温年际变化呈上

升趋势,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最为显著。7月气温

最高,1月气温最低,春季气温高于秋季。

3.2 年平均降水量为422.7mm,降水偏少,以

干旱为主。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整体呈缓慢下降

趋势。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主要集中在

夏季和秋季。降水量主要分布在200~600mm。

3.3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55%,气候干燥,相对

湿度年际变化呈减小趋势。相对湿度8月最大,4
月最小;秋季相对湿度最大,春季最小。

3.4 日照资源丰富,能够满足小杂粮作物生长对

光照的需求,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782.5h,日照

年际变化呈减少趋势。5月日照时数最多,2月日

照时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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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岭以北地区飞机积冰状况研究

顾效斌1,倪洪波1,罗俊颉2,宋继萍1

(1.中航工业试飞中心,西安 710089;2.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西安 710014)

摘 要:利用东胜、延安、平凉、西安4站1990年1月—2009年12月每天08时和20时1000~

100hPa标准等压面探空资料,选用国际民航组织建议的 WAFS积冰指数Ic 作为诊断依据,计算、

分析陕西秦岭以北地区逐月飞机积冰率的垂直和水平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具有丰富的积

冰试飞气象资源;在垂直高度上,700hPa及以下高度,飞机积冰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冬季,700hPa
高度以上,飞机积冰主要发生在夏半年;飞机积冰多发期间,850hPa及以下高度积冰率水平分布

表现为南北少、中部多的特点;850hPa高度以上,飞机积冰率呈现出南部多、北部少的特点。

关键词:飞机积冰;积冰资源;积冰指数;积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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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积冰是指飞行中飞机表面某些部位及发

动机进气部件聚集出现冰层的现象,它会严重危

及飞行安全,尤其对低速飞行 (V≤600km/h)
的中、小型飞机危害更大。以往的研究[1-5]中,均

将飞机积冰作为航空危险现象予以讨论。目前,

我国以ARJ21-700飞机为开端的大量民用飞机适

航审定试飞,必须按照文献 [6]的附录C (简称

CCAR-25部附录C)的要求,实施并完成 “自然

结冰”(即飞机积冰)科目试飞,研究和掌握阎良

机场主要试飞区域所在的陕西秦岭以北地区飞机

积冰气象资源状况显得尤为必要。另外飞机积冰

会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据文献 [2]统计显示,

即使在航空产业发达的美国,由于飞机积冰导致

的等级飞行事故,仍然占因气象原因导致的飞行

等级事故的13.7%,比例较高,国内这一比例为

10.4%。

陕西是我国气候高度敏感区[7],特殊的地理

区位和地形特征,使陕西秦岭以北地区飞机积冰

具有明显特殊性[8-9],文献 [3-5,10]引述了采

用非线性映像降维法对我国飞机积冰气候区划的

结论,陕西秦岭以北地区大部区域处于全国4个

飞机积冰区的Ⅱ区,为较易发生积冰区。王新

炜[11]等采用K均值聚类统计分析方法,将我国飞

机积冰气候区划分为5个区,陕西秦岭以北地区

处在以华北地区为主的Ⅲ区,即积冰少发区 (全
年的积冰发生概率皆小于10%,且夏季无积冰)。

赵颂华[12]指出:西北地区飞机积冰主要发生在冬

半年 (11—4月),积冰发生累积频率达85.4%。

黄丽娟[13]指出:西北地区 (主要指陕西中北部)

冬季 (11—2月)发生飞机积冰的概率达66%。

针对阎良机场主要试飞区域有关飞机积冰气象条

件的研究,文献虽有涉及,但未形成较统一的观

点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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