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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利用黄陵县
#,.#

'

!"#(

年逐年逐月最高)最低气温资料和腰坪乡)店头镇)隆坊镇)

田庄乡
!"##

'

!"#(

年自动站气温资料#将黄陵县各乡镇依据海拔高度)地貌和温度分布划分为

五个气候区域#通过对比分析乡镇代表点与县站气温资料#发现各乡镇与县站的气温差值随地

形)海拔)季节不同差异明显(气候差异订正法和变温订正法相比#气候差异订正法预报正确

率较变温订正法预报准确率高(可供县气象站制作乡镇温度预报时参考(

关键词!乡镇*气温*预报*方法

中图分类号!

2(+.%*

!!!!!!

文献标识码!

9

!!

温度预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重点$

#

%

#随着黄

陵县经济的不断发展#黄陵各级政府对气象工作

越来越重视#不仅要求提供准确的天气信息#同

时对预报精细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黄陵境内由

于地形)地貌变化大#东西)南北温度差异明显#

因此乡镇温度预报备受关注(黄陵是著名的旅游

景区#较为准确的乡镇温度预报是做好旅游气象

服务的重要基础(目前#黄陵县气象局的气温预

报仅代表县城范围内的温度状态#还缺少准确可

用的乡镇温度预报(现在大多数乡镇预报产品是

由粗网格数值预报产品或县气象站所在地预报产

品插值生成#与乡镇实际温度偏差较大#而大量

的乡镇区域站资料却没有得到有效应用(要做出

准确的乡镇温度预报#需探索一套应用区域站资

料#结合县站温度预报指标的温度预报方法#以

达到准确预报乡镇温度的目的(

!

!

资料的选取

资料选用黄陵县气象局
#,.#

'

#,-,

年 !站

址为侯庄塬区")

#,,"

'

!"#*

年 !站址为黄陵县

城"地面观测资料和腰坪乡)店头镇)隆坊镇)

田庄乡
!"##

'

!"#(

年区域自动站的逐日气温资

料(

"

!

气温变化特点

从表
#

可以看出#

!

'

.

月为黄陵县气温稳

定上升时段#

-

月至来年
#

月为气温稳定下降时

段(一年中最高和最低气温变化幅度最大的是

(

)

#"

和
##

月#变化最小的是
.

)

-

月#其次是

#

月(其原因是春)秋两季大陆气团和海洋气团

相互更替控制本地#且以干燥的大陆气团为主#

空气湿度小)保温性差#随着太阳高度角的变

化#气团变性快#气温升降均比较剧烈(而夏季

.

'

-

月#受海洋气团影响#空气湿度大)气温

变化幅度小(冬季
#

月则以大陆干冷气团控制为

主#气团性质变化不大#除更冷的气团过境造成

剧烈降温外#最高)最低气温变幅不大(

#

!

地域气温差异及变化

黄陵地处陕西中部#属鄂尔多斯台地#地貌多

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有

高大的子午岭山脉#东部为平坦的塬区#海拔高度

最高为
#.$!<

#最低为
.("<

#高差大于
#"""<

(

由于地形差异#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高原)川道)山

地气侯(因此#要做好乡镇气温预报#必须分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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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黄陵县各月平均最高气温及变化表
=

月份
# ! * ( + $

气温
*%, ,%" #(%# !#%* !+%, !,%+

最高 月变幅
'!%! +%# +%# .%! (%$ *%$

日变幅
'"%". "%#- "%#$ "%!( "%#+ "%#!

气温
',%. '+%( '#%" +%. #"%* #(%*

最低 月变幅
'*%# (%* (%( $%. *%$ (%"

日变幅
'"%# "%#+ "%#( "%!! "%#! "%#*

月份
. - , #" ## #!

气温
*"%! !-%( !*%- #-%! ##%- $%#

最高 月变幅
"%. '#%- '(%$ '+%$ '$%( '+%.

日变幅
"%"! '"%"$ '"%#+ '"%#- '"%!# '"%#-

气温
#-%# #.%# #!%! +%* '#%+ '$%$

最低 月变幅
*%- '#%" '(%, '$%, '$%- '+%#

日变幅
"%#! "%" '"%#$ '"%!! "%!* "%#$

!!

注&月变幅是指当月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与上月的差值*日变量是指月变幅平均到每日#即月变幅除以每月天数(

计黄陵不同气候区域内的气温资料#分析各区域气

温变化规律(近年来#乡镇自动站的建立为开展此

项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统计分析黄陵
!"##

'

!"#(

年乡镇自动气象站的气温资料#结合
#,-(

年黄陵

县气候区划成果#从气温变化特点上将黄陵划分为

五个区域#涵盖每一个乡镇(这五个区域分别为&

腰坪 !包括腰坪乡)双龙镇"代表西部山区*店头

!包括店头镇)仓村乡"代表西部川道*隆坊 !包

括隆坊镇)太贤乡)阿党镇"代表北原区*田庄

!包括侯庄乡)田庄镇"代表南塬区*县站 !包括

县城桥山镇)街道办"代表县城附近(

从黄陵各代表乡镇与县站月平均最高)最低

气温差 !表
!

)表
*

"可以看出#黄陵各代表乡

镇平均最高)最低气温随地理位置)季节不同差

异明显(全年平均最高气温高值区出现在店头#

比县城偏高
"%$=

#低值区出现在隆坊#较县城

偏低
#%(=

#腰坪与县城接近(全年平均最低气

温从东部 !田庄"到西部 !腰坪"呈降低趋势#

最低值出现在腰坪#比县城低
!%#=

#最高值出

现在田庄#比县城低
"%$=

(

表
"

!

黄陵各代表乡镇与县站月平均最高气温差
=

月份
# ! * ( + $ . - , #" ## #!

平均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表
#

!

黄陵各代表乡镇与县站月平均最低气温差
=

月份
# ! * ( + $ . - , #" ## #!

平均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

注&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差值为乡镇自动站最高)最低气温与县站最高)最低气温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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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变化上#各地气温变化各不相同( !

#

"

腰坪&最高气温
#!

月'

(

月)

#"

月较县城明显

偏高#

+

'

,

月)

##

月明显低于县城*最低气温

全年均低于县城#其中
(

'

$

月最低(!

!

"店头&

最高气温全年高于县城#月平均高
"%$=

#其中

(

月偏高最多为
#%#=

*最低气温全年均低于县

城#月平均偏低
#%(=

#

(

'

.

月较为突出#月

平均偏低
#%-

%

!%!=

( !

*

"隆坊)田庄&隆

坊)田庄两塬区由于海拔较高#全年最高 !低"

气温除
(

月外#其余月份均低于县城#隆坊最高

气温平均低于县城
#%(=

#田庄偏低
"%.=

*最

低气温隆坊平均低于县城
#%"=

#田庄偏低

"%$=

#同样是塬区#北塬隆坊气温又明显低于

南塬田庄#南北塬区气温与县城的差值随月份不

同变化明显#进一步说明了气候订正值的有

效性$

#

%

(

为了准确预报乡镇温度#把不同天气状况下

县城与乡镇气温差值分别进行统计#用
#

)

(

)

.

)

#"

四个月分别代表冬)春)夏)秋四个季

节#得出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状况下的订正指标

!表
(

)表
+

"(

表
$

!

不同天气状况乡镇与县站平均

最高气温差值 %

&

#

J!

& '

=

天气

状况

#

月
(

月

晴 阴+多云 雪 晴 阴+多云 雨

腰坪
!%( #%+ '!%$ #%. #%! '#%"

店头
"%, "%+ '#%# #%+ "%, '"%$

隆坊
'#%" '#%! '!%$ '"%$ '"%- '!%"

田庄
'"%( '"%, '#%- "%+ '#%" '#%.

天气

状况

.

月
#"

月

晴 阴+多云 雨 晴 阴+多云 雨

腰坪
'"%# '"%, '#%$ #%$ "%$ '#%.

店头
#%$ "%. '"%* #%, "%- '"%+

隆坊
'#%! '"%, '#%- '"%$ '#%# '!%!

田庄
"%* "%" '# "%! '"%( '#%$

从表
(

)表
+

可以看出#日照)云量)降水

对气温的影响较大#分季节)分天空状况进行乡

镇温度预报更客观(

表
%

!

不同天气状况乡镇与县站平均

最高气温差值 %

&

#

K!

& '

=

天气

状况

#

月
(

月

晴 阴+多云 雪 晴 阴+多云 雨

腰坪
'!%. '!%$ '!%! '*%( '!%$ '!%"

店头
'#%! '#%* '!%# '!%! '!%" '#%$

隆坊
#%( "%- '*%- "%+ '"%, '#%+

田庄
"%! "%" "%" "%+ '"%, '#%!

天气

状况

.

月
#"

月

晴 阴+多云 雪 晴 阴+多云 雨

腰坪
'!%- '!%$ '#%, '!%$ '!%* '#%(

店头
'#%, '#%. '#%* '#%+ '#%* '#%*

隆坊
'#%( '#%" '#%, '#%# '#%( '!%(

田庄
'"%+ '"%$ '"%, '"%! '"%$ '#%+

!!

注&表
(

)表
+

中最高)最低气温差值为乡镇最高)

最低气温与县城最高)最低气温差值(天气现象统计&

日照时数
"

(7

#晴天*日照时数 $

#

%

(

%

7

#多云*日

照时数
#

#7

#且无降水为阴天*日照时数
#

#7

#且有

降水时#按雨 !雪"日统计(

$

!

乡镇气温预报方法

!

#

"气候差异订正法

不考虑各乡镇之间的天气状况差异#直接用

县城测站最高)最低气温预报值!

#

#

"与乡镇与县

站最高)最低气温差值!

&

#

J#

#

&

#

K#

"进行算术运

算!通过表
(

)表
+

查得"#

即
#

J

$

#

#

%&

#

J#

#

#

K

$

#

!

%&

#

K#

(

其中#

#

J

)

#

K

分别为乡镇
!(

小时最高)最低气温

预报值*

#

#

)

#

!

分别为县站
!(

小时最高)最低气

温预报值*

&

#

J#

)

&

#

K#

为乡镇与测站
!(

小时最

高)最低气温差值(

!

!

"变温订正法

同样不考虑各乡镇之间的天气状况差异#

直接用乡镇当日
!(

小时最高)最低气温实况

值和
!(

小时气温变量 !使用县站未来
!(

小时

气温变量"相加#进行第二天最高)最低气温

的预报(

%

!

试用检验

用
!"#(

年
-

月'

!"#+

年
.

月气象资料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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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差异订正法和变温订正法预报结果分别进行了

检验#检验时#假设乡镇天气与县城天气状况一

致(天气判定标准&当预报天气为晴间 !转"多

云)多云间 !转"晴时按晴天对待*多云)阴天

或局部阵雨按多云对待*阴天有雨雪按雨雪对

待(检验标准为预报值与实况差值在
b!=

以内

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通过表
$

)表
.

可以看出& !

#

"气候差异订

正法预报最高)最低气温平均预报准确率为

."L

%

.*L

#最高为
-(L

#最低为
+-L

*变温订

正法预报最高)最低气温平均准确率为
$(L

%

$$L

#最高为
.(L

#最低为
+!L

#气候差异订正

法明显优于变温订正法( !

!

"最高气温预报正确

率一般低于最低气温预报正确率( !

*

"

(

)

.

)

#"

月预报正确率明显低于其他月份#可能是因为
(

)

#"

月冷暖空气活跃#气温变化较快#预报误差较

大#

.

月局部对流较多#不同天气状况造成的气

温差异不稳定#致使预报误差较大( !

(

"塬区预

报质量一般高于山地#由于塬区距离县城较近#

与县城天气状况接近#两地气温差值比较稳定*

而腰坪一带远离县城#属于山地气候#局地对流

较多#预报难度较大#因而预报质量较差(

表
&

!

气候差异订正法预报乡镇最高 %最低&气温预报正确率
L

月份
# ! * ( + $ . - , #" ## #!

平均

最高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最低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表
'

!

变温订正法预报乡镇最高 %最低&气温预报正确率
L

月份
# ! * ( + $ . - , #" ## #!

平均

最高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最低

腰坪
.# +- $# +- $# $# +- $+ $+ +- $+ $+ $!

店头
$- $+ $- $# $- $+ $# $- $- $# $, $+ $$

隆坊
$+ .# $+ $- .# .( $- -# $+ $# .# .# $,

田庄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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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结

!

#

"通过对比分析乡镇代表点与县站气温资

料#发现各乡镇与县站的气温差值随地形)海

拔)季节不同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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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分析黄陵各乡镇代表点自动站

与县站气温差异#建立气候差异订正预报法和变

温订正预报法#为县局预报员制作乡镇预报提供

了依据#使乡镇气温预报更为客观(检验结果表

明#气候差异订正法预报正确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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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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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分析资料#统计分析宝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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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旱涝变化特征及同期环流变化特

征(结果表明&宝鸡市夏季降水量整体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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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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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多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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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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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宝鸡夏季降水有所增加(全市空间分布呈南多东少特征#太白最多#眉县扶风

一带最少(宝鸡夏季涝年和旱年的环流形势存在明显差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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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南亚高压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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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距平场上欧亚中高纬度地区自西向东呈 -正负正.距平波列#副热带高压脊线偏

南#陕西地区西南水汽输送加强#对应同期春季
#""728

南亚高压增强)我国整体为东北向负距

平)西南向正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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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山'贝加尔湖以北为负距平#东北到日本为正距平#这种环

流形势配合有利于宝鸡地区夏季洪涝发生#旱年的环流形势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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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灾害频繁

发生#陕西洪涝和干旱异常气候事件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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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对陕西省或渭河流域旱涝时空分布及成因

进行了诸多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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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地处陕西省西

部#属暧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

环境敏感区和气候脆弱带上(宝鸡的降水量主要集

中在夏季#由于不同年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大

气环流系统的活动有较大差异#宝鸡一些年份异常

多雨#而另一些年份异常高温干旱#旱涝灾害频繁

发生(李建芳对宝鸡市区
#,*(

'

!"#"

年的旱涝变

化特征做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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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灾害成因未做深入分

析(研究宝鸡地区夏季旱涝环流形势特征#对提高

夏季旱涝预测水平#进而预防旱涝灾害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