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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每年因受冰雹袭击#造成几百万甚至上千

万元的经济损失(本文对宝塔区
!""*

'

!"#+

年

冰雹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与历史统

计资料 !延安国家基本气象站资料为
#.,#

'

!""+

年"对比分析#为进一步做好宝塔区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服务现代林果业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来源

历史资料来源于延安国家基本站
#.,#

'

!""+

年基本气象资料以及 0延安市农业综合考

察报告集1

$

#

%

) 0陕西省延安地区农业区划1

$

!

%

)

0延安地区志1

$

+

%

) 0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

卷1

$

*

%

)0陕西省农业气候区划1

$

,

%等刊物或出版

物(近年冰雹资料取自延安国家基本站
!""*

'

!"#+

年基本气象资料#

!""*

'

!"#+

年各乡镇气

象信息员)气象协理员收集上报的冰雹资料#

!""*

'

!"#+

年宝塔区人工影响天气指挥作业资

料(冰雹灾情来源于
!""*

'

!"#+

年宝塔区各乡

镇政府上报的灾情资料(定义&一天 !北京时间

!"

'

!"

时"中出现
"

#

次冰雹为一个冰雹日$

$

%

(

"

!

冰雹的时间分布特征

!%#

!

年际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宝塔区
#"=

中共出现冰

雹日
-*7

#平均每年
-%*7

#每年都有冰雹出现#

最多出现在
!""$

年达
#(7

#最少年份也有
,7

(

造成灾情的共有
!(7

#占总冰雹日的
+!%#L

(

图
#

!

延安市宝塔区
!""*

'

!"#+

年冰雹日分布



#*

!!!

陕
!

西
!

气
!

象
!"#$

!

#

"

#"=

中以单个冰雹日居多#连续降雹
!7

的有
+

次#连续降雹
+

)

*

)

,7

的各有
#

次(

#.,#

'

!""+

年
$+=

间共有冰雹日
##,7

#平均每年

#%-7

#最多出现在
#.,.

年和
#.((

年#均为

$7

#

#.,,

)

#.$"

)

#.$#

)

#.(*

)

#..$

)

#...

年

未出现冰雹日(

!%!

!

月$旬际变化

从表
#

可以看出#宝塔区降雹
*

'

#"

月均

有发生#出现最早的为
*

月
#"

日 !

!"".

年"#

最晚为
#"

月
#!

日 !

!""$

年"(冰雹日主要集

中出现在
,

月下旬'

-

月上旬#达
$!7

#占
#"=

总冰雹日的
(+%-L

(其中
$

月冰雹日最多为

+!7

#占
+-%#L

*

(

月出现
#(7

#占
!"%!L

(

各旬中出现冰雹日最多的是
$

月下旬#达
!"7

#

其它旬不足
#"7

(

,

'

#"

月均有灾情发生#

$

月居多(

表
!

!

延安市宝塔区
"&&$

"

"&!#

年月#旬冰雹日及灾害日统计
7

月份
* , $ ( - . #"

旬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冰雹日
# ! ! $ ( , !" ! - ( ( + * ! + + !

月合计
# #" +! #( #* , ,

月灾害日
* #" , + ! +

!!

灾情统计显示#近
#"=

冰雹造成的灾害损

失远大于
!"

世纪
-"

'

."

年代的损失(历史资料

统计显示#冰雹最早出现在
*

月
#

日 !

#..-

年"#最晚为
##

月
#

日 !

#.-#

年"(有受灾记录

的
#-7

#但受灾面积及损失不详(

!%+

!

日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宝塔区
#"=

间冰雹主要

出现在
#+

'

!"

时#占总冰雹日的
.#%(L

#尤其

是
#,

'

#(

时为密集降雹时间#占总冰雹日的

,(%#L

(

""

'

"(

时)

#"

'

#!

时)

!+

时未出现降

雹现象(而历史资料显示冰雹在一日之内发生在

#!

'

!!

时之间#其它时间均未出现降雹现象(

冰雹集中发生在
#!

'

#(

时#尤其
#*

'

#,

时降雹

占总冰雹日的一半(

图
!

!

宝塔区
!""*

'

!"#+

年冰雹出现时间

!%*

!

冰雹直径变化

宝塔区
#"=

出现的
-*7

冰雹日中#冰雹最

大直径为
#

!

,::

的有
,"7

#约占总冰雹日的

$"L

#

,

!

#"::#-7

#

#"

!

!"::#"7

#

!"

!

*"::$7

#最大冰雹直径为
*"::

!

!""$

年
.

月
!"

日"(据历史资料统计#

##,

个冰雹日中有

最大冰雹直径记录的仅有
,*7

#其中
#

!

,::

出现
!"7

#

,

!

#"::

出现
#$7

#

#"

!

#,

)

#,

!

!"::

各
+7

#记录显示最大冰雹直径
,"::

!

#.(#

年
(

月
#

日
#,

时"(从最大冰雹直径出现

频率对比情况 !图
+

"可见#近
#"=

最大冰雹直

径以小冰雹居多#这与近年开展人工影响天气防

雹减灾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
+

!

!""*

'

!"#+

年冰雹直径出现频率与历史对比

!%,

!

冰雹空间分布

由冰雹落区图 !图
*

"可看出#宝塔区所辖

!"

个乡镇均出现过冰雹(据统计每次降雹范围一

般以
#

!

+

个乡镇居多#其次是
*

!

,

个乡镇#一

次强冰雹过程可覆盖整个宝塔区
!"

个乡镇(冰雹



!"#$

!

#

" 曹雪梅等&延安宝塔区近
#"

年冰雹时空分布与历史状况对比
#,

!!!

出现最多的地区为柳林镇一带#共
!$7

#年平均

!%$7

#次多区为蟠龙)姚店)枣园)官庄#年平

均发生
#%$7

(最少的区域为南泥湾)松树林以及

甘谷驿)元龙寺#年平均发生
"%#

!

"%*7

(由图
*

可看出#

#"=

来冰雹高发区发生较大变化#由一

个多雹区 !万花区"变化为
*

个多雹区(

图
*

!

宝塔区
!""*

'

!"#+

年冰雹空间

分布 !

=

"与历史 !

C

"对比

!%$

!

冰雹活动路径分析

由于冰雹天气是中小尺度天气系统与地形特

点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局部性)地方性较强的灾害

性天气#冰雹的发生和移动路径往往有一定规

律(,雹打一条线#不走新路走老路-就是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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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地表平均气

温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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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也在升高#尤其是近
,"

年

更为显著#其中以冬季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最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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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新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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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关中平原年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