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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陕西气候影响评价

魏　娜，田武文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１４）

摘　要：２０１３年陕西省气温异常偏高，降水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总体呈现降水北多南少的特征，

其中延安７月平均降水量是常年同期的５倍左右，为１９６１年以来７月降水量最多的一年。２０１３

年，陕西省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频发，灾多面广，延安地区灾情尤为严重，历史罕见。全省各

类自然灾害及衍生灾害共造成１４３３万人次受灾，７５人死亡；农作物受灾１５１．６１２万ｋｍ２，绝收

１７．５２７万ｋｍ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３２．８２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９８．７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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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３年陕西年平均气温１３．４℃，较常年偏

高１．３℃，属异常偏高年份，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气

温最高的一年。

１．１．１　年平均气温　陕北北部及西南部９～１１

℃，陕北东部１１～１３℃，关中大部、陕南大部

１３～１５℃，陕南南部局地１６～１７℃。与常年同

期比较，陕北大部、陕南南部局地偏高０．１～

０．９℃，关中与陕南大部偏高１．１～１．５℃。

１．１．２　冬季 （１２～２月）平均气温　全省平均

气温０．４ ℃，较常年偏高０．４ ℃。陕北北部

－５～－３℃，陕北南部－３～－１℃，关中大部

－１～２℃，陕南北部２～３℃，陕南南部３～５

℃。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北部偏高１～１．５℃，

陕北南部、关中大部和陕南大部偏高０～１℃，

陕南西部偏高１～１．５℃。其中１２月全省大部偏

低０～１℃，１月全省大部偏高０～１℃，２月全

省大部偏高１～１．５℃。

１．１．３　春季 （３～５月）平均气温　全省平均气

温１４．８℃，较常年偏高１．７℃。陕北大部１２～

１４℃，关中大部、陕南大部１４～１７℃。与常年

同期相比，全省大部偏高１～２．５℃。春季各月

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３月全省气温偏高

１～２℃；４月陕北大部偏低０～１℃，关中、陕

南大部偏高０～１℃；５月全省大部气温偏高０～

１℃，陕北北部和渭北偏高１～２℃，陕南南部

偏低０～１℃。

１．１．４　夏季 （６～８月）平均气温　全省平均气

温２４．６ ℃，较常年偏高１．１ ℃。陕北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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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关中２３～２７℃，陕南２４～２７℃。与常

年同期相比，除陕北东北部局地偏低０．１～

０．５℃外，全省其余地区夏季气温均偏高，其中

陕北西部、关中西部偏高０．１～０．５℃，关中大

部、陕南偏高１～２℃。夏季各月平均气温与常

年同期相比：６月陕北偏高０～１℃，关中、陕

南偏高１～２℃；７月陕北偏低０～１℃，其中陕

北东北部偏低１～２℃，关中大部偏高０～１℃，

陕南东南部偏高１～２℃；８月陕北大部、陕南

偏高１～２℃，关中偏高２～３℃。

１．１．５　秋季 （９～１１月）平均气温　全省平均

气温１２．１ ℃，较常年偏高１．０ ℃。陕北９～

１１℃，关中１１～１５℃，陕南１２～１７℃。与常

年同期相比，陕北大部、陕南南部偏高１～２℃，

关中大部、陕南东部偏高２～３℃。秋季各月平

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９月陕北大部偏低０～

１℃，关中大部、陕南北部偏高１～２℃，陕南

南部和关中西部偏高０～１℃；１０月全省气温偏

高１～２℃，其中关中局部偏高２～３℃；１１月

全省大部气温偏高０～１℃。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３年全省平均降水量６２９．１ｍｍ，较常年

偏少０．４％，属正常年份。

１．２．１　年降水量　陕北北部３８０～４９０ｍｍ，陕

北南部７５０～９５０ｍｍ，关中大部３８０～４９０ｍｍ，

陕南大部８００～１５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

北偏多５成～１倍，其中延安地区偏多７成～１

倍，关中大部及陕南大部偏少２～４成。

１．２．２　冬季　全省平均降水量１４．１ｍｍ，较常

年偏少３０％。冬季降水总量陕北大部２～１３

ｍｍ，关中８～１５ｍｍ，陕南１０～３８ｍｍ。与常

年同期相比，除陕南东部偏多０～２成外，全省

大部偏少２～５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冬季各月降

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１２月除陕北东北部和陕

北南部降水偏多２成～１倍，全省其余地区均偏

少２～５成；１月除陕北东北部降水偏多２～４成

外，全省其余地区均偏少２～５成；２月陕北西

部、关中大部和陕南东部降水偏多２～５成，其

余地区偏少２～４成。

１．２．３　春季　全省平均降水量１５０．１ｍｍ，较

常年偏多２０％。透墒雨出现在５月１５—１８日，

较常年出现时间偏晚，属于异常偏晚年。春季降

水总量陕北３０～５０ｍｍ，关中大部９０～１４０

ｍｍ，陕南大部２００～３４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

比，除陕北大部偏少２～５成外，其余地区偏多

２成～１倍，其中陕南地区偏多５成～１倍。春

季各月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３月除陕南南部降

水偏多２～４成外，全省其余大部降水偏少５成

～１倍；４月除陕北东北部和陕南大部降水偏多

１～３成外，全省其余地区偏少２～５成；５月陕

北北部偏少２～５成，关中大部、陕南降水偏多

４成～１倍。

１．２．４　夏季　全省平均降水量３４５．７ｍｍ，较

常年同期偏多１０％。夏季降水总量陕北北部２００

～４００ｍｍ、陕北南部４００～７５０ｍｍ，关中大部

２２０～４００ｍｍ，陕南２００～７８０ｍｍ。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关中西部降水偏多５成～２倍，其

中延安地区降水量偏多１～２倍，关中大部和陕

南地区偏少２～４成。夏季各月降水与常年同期

相比：６月陕北北部和陕南南部降水偏多２～７

成，其余大部偏少２～８成；７月全省降水偏多，

其中陕北地区偏多１～２倍；８月全省降水偏少２

～５成。

１．２．５　秋季　全省平均降水量１２２．５ｍｍ，较

常年偏少３０％。秋季陕北、关中西部降水量８０

～１９０ｍｍ，关中中东部６０～１８０ｍｍ，陕南南部

９０～２２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降水偏多

３成～１倍，关中、陕南地区降水偏少３～８成。

秋季各月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９月陕北大部降

水偏多５成～１倍，关中、陕南降水偏少２～５

成；１０月全省偏少４成～１倍；１１月陕北偏少

２～３成，陕南东部偏多５成～１倍。

１．３　日照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全省平均日照时数２１３４ｈ，

较常年偏多８８ｈ，偏多４．３％，属正常略偏多

年份。

１．３．１　年日照时数　陕北北部２７００～３１００ｈ，

陕北南部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ｈ，关中大部１６００～

２１００ｈ，关中东部局地２０００～２３００ｈ，陕南

１０００～１９０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除陕北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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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多１０～３００ｈ外，其余大部偏少４０～７００ｈ，

局地偏少９００～１４００ｈ。

１．３．２　冬季日照时数　陕北４３０～５８０ｈ，关中

３００～５００ｈ，陕南大部１５０～３００ｈ。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大部偏多５０～１００ｈ，关中大部偏多

５０～１５０ｈ，陕南大部偏多２０～１００ｈ。

１．３．３　春季日照时数　陕北５００～６３０ｈ，关中

２４０～５３０ｈ，陕南２１０～４００ｈ。与常年同期相

比，陕北大部偏多２０～５０ｈ，关中偏多１０～１５０

ｈ，陕南大部偏多２０～６０ｈ。

１．３．４　夏季日照时数　陕北大部６００～８００ｈ，

关中５６０～７００ｈ、陕南１５０～２００ｈ。与常年同

期相比，陕北北部偏少１０～１５０ｈ，陕北南部偏

少２０～１００ｈ，关中大部偏多２０～５０ｈ，陕南大

部偏多３０～１００ｈ。

１．３．５　秋季日照时数　陕北５３０～７９０ｈ，关中

３７０～６００ｈ，陕南３３０～５００ｈ。与常年同期相

比，陕北偏少２０～４０ｈ，关中西部局地偏多

２０～７０ｈ，陕南大部偏多４０～１２０ｈ。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　低温

１月上旬强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大部持续

偏低。３—６日，９—１０日，全省出现大范围中等

强度降温过程。１月上旬平均气温－４．７℃，较

常年同期偏低３．３℃，是２００４年以来，仅次于

２０１１年 （－５．４℃）的第２偏低年份。

２．２　大风、沙尘

３月９—１３日全省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陕

北榆林、靖边、吴起、志丹，关中泾阳、泾河等

出现沙尘暴，关中、陕南大部出现扬沙、浮尘天

气。靖边３月９日上午出现了能见度小于５０ｍ

的特强沙尘暴，渭南最大阵风风速达２２．８ｍ／ｓ，

大风沙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５９３０万元。持续

５ｄ的沙尘天气使得空气质量恶劣，西安１２个监

测点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超过５００，属严重污染，

２４ｈＰＭ１０浓度均值为７００～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２．３　干旱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４日，全省平

均降水量６８．４ｍｍ，与常年同期 （１３３．４ｍｍ）

相比偏少５成，排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一低位。

全省普遍出现轻到重度干旱，其中，陕北中西

部、关中中东部、渭北东部重旱。９月至１２月

底，全省麦播区有５０县 （区、市）降水偏少３～

７成，无降雨日超过５０ｄ，关中北部、渭北地区

及陕北南部土壤出现中到重度干旱，关中东部苗

情明显偏弱，渭北东部旱情缺墒严重。

２．４　暴雨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共出现１４７站次暴雨，较常

年同期偏多４２站次，其中大暴雨１３站次。７月

全省有１６ｄ暴雨日，８７站次暴雨，其中有１１站

次大暴雨。全省暴雨站次为１９６１以来仅次于

１９９８年 （９９站次，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的

第二多暴雨年份。月内先后出现６次区域性暴雨

过程，暴雨主要集中在延安市，其中宝塔区

（６ｄ）、延长 （５ｄ）、清涧 （４ｄ）、富县 （３ｄ）

等地暴雨日为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２．５　高温

陕西省共出现１０５１站次３５℃以上的高温

天气，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０９站次，其中６月３６５

站次，７月３０９站次，８月３７７站次。大范围高

温天气有９次过程，主要出现在６月１７—１８日、

２７—２８日，７ 月 １—３ 日、１２—１６ 日、２５—２７

日，８月３—７日，９—１８日。

２．６　强寒潮

４月５—７日，全省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过

程，日平均气温陕北下降８～１１℃，关中、陕南

下降６～８℃，４月６日全省４６站日最低气温低

于０℃，吴起站最低气温－８．１℃。４月１７—２２

日再次出现强降温过程，全省平均气温由２０℃

下降至６℃，降幅达１４℃，陕北、渭北大部日

最低气温降至５℃以下，达到寒潮标准。强降温

天气造成部分设施大棚损毁，蔬菜遭受低温冻

害；大风、降温、雨夹雪造成杏树花被打落，核

桃叶芽遭受霜冻。

２．７　雾霾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１月出现３次雾霾天气过程，

２月６次，１１月６次，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１２

月１６—２５日全省持续出现雾霾天气，西安市连

续１０ｄ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据全国城市空气质

量实时发布平台数据，１２月１８—２３日，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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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监测点连续６ｄ空气质量指数全部达到严重污

染，属于严重污染，成为７４个公布ＰＭ２．５数据

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

２．８　极端连续降水

陕北榆林地区９月降水量为常年同期的１～

３倍，降水日为１２ｄ左右，其中１５—２３日出现

持续降水天气，过程降水量５０～１７０ｍｍ。佳

县、横山、子长、米脂、子洲、绥德等６站出现

了８～９ｄ连续降水，突破极端连续降水阈值；

陕北有６站９月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神木最

多达１９０．８ｍｍ，突破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极值。

２．９　雷电

２０１３年全省共发生闪电２２３４５８次，比多年

平均值明显偏高。雷电次数最多为８月，首次雷

电发生在３月１２日，较历年偏早。区域性雷电

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８月１１

日共发生闪电３６５８５次，为历史最强雷电天气

过程；局地性雷电天气过程发生时间集中、频度

大、伴随的冰雹、大风、暴雨天气剧烈，如８月

４日榆林地区的一次局地性雷电天气过程，在短

短数小时集中发生在３县区，闪电次数达３１７０

次，并伴有强冰雹和大风天气发生。

３　专题气候影响评价

３．１　气候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冬季陕西冬小麦主产区气候

适宜，冬小麦越冬顺利，纵观冬小麦整个生育

期，气象条件属适宜年份。１月上旬温度持续偏

低，大部冬小麦以弱苗越冬，抗旱抗冻能力较

差；１月中旬至下旬，气温偏高 ，降水偏少，

渭北大部、关中大部及陕南中部区域轻到中度缺

墒，其中咸阳北部及渭南北部旱塬重度缺墒。３

月陕北大部、渭北大部及关中东部出现中～重度

干旱，干旱缺水影响穗粒的形成，对小麦丰产威

胁严重。４月末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使得陕北、关

中旱情有所缓解，陕南大部旱情解除，有利于春

播和春播作物的生长。６月全省小麦由南向北，

自东向西进入成熟收获期。气象条件有利于冬小

麦碾打晾晒及颗粒归仓，但对于正值生长关键期

的秋粮作物弊大于利。

３．２　气候对夏玉米的影响

６月降水多、气温高，有利于夏播作物的播

种。７月渭北部分地区有轻旱，春播玉米处于抽

雄期，夏玉米拔节，全省大部土壤处于过湿状

态，温湿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８月上旬全

省大部土壤墒情适宜，仅咸阳东南部局部和渭南

西南部局地有轻旱，气象条件适宜于春玉米的灌

浆、夏玉米的拔节—抽雄。中旬全省大部出现旱

情，对于秋收作物的灌浆和籽粒产量的形成有一

定的影响。９月初到１０月中旬，全省玉米处于

灌浆成熟期的关键时段。期间降雨量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北部偏多，其它大部偏少，气温全省大

部偏高，多晴少雨及适宜的气温对夏播玉米的后

期生长和成熟收获有利。关中东部夏玉米虽然受

播种期干旱的影响，播期有所延迟，但生育期内

气温普遍偏高，生育进程有所加快，大部区域正

常成熟，但部分区域由于播期较晚尚未成熟已作

青贮玉米收获。夏玉米全生育期，降水较为及

时，未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干旱，气温适宜，总

体农业气象条件利于玉米的生长发育。

３．３　气候对果业的影响

４月出现两次强降温过程，对全省主要经济

林果区产生了严重影响。灾害调查显示：渭北西

部苹 果 区 花 絮 受 冻 率 ６５．７％、花 朵 受 冻 率

４４．７％。延安南部果区花絮受冻率８７．８％，花

朵受冻率５７．８％。延安北部花蕾受冻率达８０％。

宜君、黄龙及商洛等地核桃花大面积受冻致死。

周至、眉县猕猴桃幼苗受冻严重。６月上旬至中

旬前期，全省大部分果区均迎来降水天气，降水

对苹果、梨、猕猴桃、柑橘等经济林果的果实膨

大非常有利，同时降低了高温日灼的伤害。８月

果区气温偏高，大部果区降水偏少，日照偏多。

上中旬部分果区果树根系主要分布层旱象露头，

下旬大部普降小到中雨，有利于苹果、猕猴桃、

柑橘等经济林果的果实膨大。９月主要果区湿度

偏小、日照偏少，尤其以渭北东部和关中果区较

为显著，气候条件不利于苹果成熟前的着色。

２３ 陕　西　气　象　　　　　　　　　　　　　　　　　２０１４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