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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０３年气候影响评价
雷向杰１，田武文２，黄祖英２

（１南京气象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４４；２陕西省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５）
摘要：２００３年度（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陕西天气气候的主要特点是降水偏多，气温陕
北偏高，其余大部地区正常或略偏低。初冬严寒，隆冬偏暖，春季透雨偏早，夏秋季降水偏多，关
中东部、陕南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沙尘暴天气异常偏少。本年度气候条件对夏粮
生产有利，对秋粮生产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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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概况
１１气温

年平均气温：陕北８５～１０５ｏＣ，关中１０５
～１６０ｏＣ，陕南１２５～１６５ｏＣ。与常年（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平均值）同期比较，陕北偏高０５ｏＣ左右，
其余大部地区正常或略偏低。月平均气温１２、７、
８、１０、１１月偏低，２、５、６、９月偏高，其余月
份接近常年。年极端最低气温－２９１ｏＣ，１２月２６
日出现在定边。年极端最高气温４１２ｏＣ，８月１
日出现在旬阳。

冬季（１２—２月）平均气温：陕北－６５～－
２０ｏＣ，关中－１５～２５ｏＣ，陕南２０～６５ｏＣ。
与常年比较，全省大部偏高０５～１５ｏＣ，为暖冬
年份。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下旬到２００３年１月上旬出现

一段严寒天气。
春季（３—５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０～１２ｏＣ，

关中１２～１５ｏＣ，陕南１３～１６ｏＣ。与常年比较，陕
南部分地区略偏低，其余大部分地区偏高０５ｏＣ
左右。春季３、５月气温正常略偏高，４月正常略
偏低。

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陕北２０～２３ｏＣ，
关中２１～２６ｏＣ，陕南２２～２７ｏＣ。全省大部地区
偏低０５ｏＣ左右。多数地区６月气温偏高，７、８
月偏低，８月关中大部偏低２～３ｏＣ，是一个凉爽
的夏季。

秋季（９—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９～１０ｏＣ；
关中１０～１４ｏＣ；陕南１２～１６ｏＣ。与常年比较，陕
北北部偏高０５ｏＣ左右，其余大部地区略偏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２－１２
作者简介：雷向杰（１９６５－），男，陕西西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高工，从事气候分析和短期气候预测工作。

式和解调－调制方式。
直接变频方式：将接收到的标准广播频道和

增补频道的信号经一次或两次变频后直接变频为
某一标准的广播频道输出。这种方式的变换器很
多，其技术要求较低，成本低。但不能通过变换
器对音量、对比度、亮度、彩色等进行调节。

解调－调制方式：将输入的高频电视信号先
解调为视频、音频信号，再调制到某一标准广播
频道输出。优点是可直接通过变换对音量、对比

度、亮度、彩色等调节，还有视频、音频输出等，
使用方便，价格较贵。

普通电视机收视频道数量少的原故是它与有
线电视传输系统所覆盖的频率范围不一致造成，
还可以更换电子调谐器（高频头），换为带增补频
道的高频头，此法虽彻底，但须由专业技术人员
改装，这样可接收到全部有线电视节目。

（张宝运，陈百川，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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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气温偏高，１０、１１月大部地区偏低。
１２降水

年降水量：陕北３５０～８５０ｍｍ，关中７５０～
９６０ｍｍ，陕南９００～１５００ｍｍ，与常年相比，陕
北、陕南偏多一到五成，关中偏多三到八成。

冬季降水量：陕北北部１０～３０ｍｍ，陕北南
部、关中大部２０～５５ｍｍ，陕南大部３０～６５ｍｍ。
与常年比较，全省偏多，陕北、关中部分地区偏
多１～１５倍。

春季降水量：陕北５０～１００ｍｍ，关中７０～
１６０ｍｍ，陕南１００～２６０ｍｍ。陕北北部偏多二到
五成，其余大部地区偏少一到二成。

夏季降水量：陕北１８０～５００ｍｍ，关中３００～
５７０ｍｍ，陕南３６０～７５０ｍｍ。全省大部偏多，关
中大部偏多五成以上，武功、彬县等偏多１倍以
上。夏季关中地区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的最
大值，超过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８年；陕南地区平均降
水量为第４个多雨年份，次于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９８年。有１０个气象站夏季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的最大值。

秋季降水量：长城沿线（定边除外）１２０～１６０
ｍｍ，陕北其余地方２００～３００ｍｍ，关中、陕南大
部３００～４００ｍｍ。全省大部偏多五成以上，陕北
部分地方、关中大部偏多１倍以上。地区平均降
水量陕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的第二位，关中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第三位。秋霖明显。
１３日照

年日照时数：陕北２３００～２６００ｈ，关中
１２００～２４００ｈ，陕南１３００～１８００ｈ。与常年相
比，大部地区偏少１００～３００ｈ，部分偏少３００～
５００ｈ。冬季日照偏少；春季关中东部略偏多，其
余大部地区偏少；夏季、秋季全省大部日照偏少。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夏秋季降水多，秋霖明显，暴雨洪涝严重

８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陕西降水异常偏多，
出现罕见的持续强降水天气。

７月１１—１６日降水量：陕北北部３～２８
ｍｍ，陕北南部２０～１３８ｍｍ，关中５０～１４６ｍｍ，
陕南安康、商洛地区５０～１００ｍｍ，汉中地区４０～
２１５ｍｍ。１５日（１５日０８时—１６日０８时）１０县

暴雨，宁强１８４６ｍｍ，日最大降水量为建站４６ａ
来最大值。

８月２４—９月６日降水量：陕北北部３５～１００
ｍｍ，陕北南部１５０～２３８ｍｍ，关中１３０～３１０
ｍｍ，陕南安康地区１５０～５００ｍｍ，出现暴雨日多
个。８月２４日４县暴雨。２５日９县暴雨，富县
１１００ｍｍ为大暴雨。２８日２５县暴雨，关中１７
县，陕南８县，其中３县大暴雨。２９日２７县暴雨，
关中１８县，陕南９县，其中２县大暴雨，宁陕
２８—２９日连续２ｄ遭大暴雨袭击。３０日紫阳县暴
雨，３１日１２县暴雨，关中２县、陕南１０县，镇
巴大暴雨。９月５日６县暴雨。６日９县暴雨，镇
巴、紫阳大暴雨。

９月１７—２０日降水量：陕北北部２～３３ｍｍ
（吴堡除外），陕北南部２０～３５ｍｍ；关中３６～１１７
ｍｍ，陕南３７～１１６ｍｍ。１８日关中、陕南１８县
暴雨。

９月２７—１０月４日降水量：陕北北部２０～５０
ｍｍ，陕北南部５０～１２０ｍｍ，关中６０～１４７ｍｍ，
陕南５０～１６５ｍｍ。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３０日，
２４ｈ降水量咸阳北部、铜川和渭南２５～５０ｍｍ，
澄城５３６ｍｍ。

８月２１—１０月１０日降水量，陕北１４０～４６０
ｍｍ，关中大部３８０～４８０ｍｍ，陕南大部３３０～５００
ｍｍ，镇巴、宁陕、石泉、紫阳等６５０～７７０ｍｍ。
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大部、关中大部、陕南东
部多数地区偏多１～２倍，合阳、澄城等１０县偏
多２～３倍，陕南西部偏多五成到１倍。延安地区、
关中地区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大值，
陕南仅次于１９６４年。从８月２３—９月２０日，全
省共出现１４个暴雨日，出现暴雨１１８县次（２０—
２０时雨量统计），暴雨出现频次之高，密度之大，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所没有的。

２００３年８月下旬以后发生的洪涝灾害，造成
了严重的影响。据统计，全省有８５个县（市、
区）和３个国营农场的８４２万人受灾，死亡６４人，
失踪５９人，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多达９５万人，
受灾农作物７２万ｈｍ２，倒塌、损坏各类房屋９６万
间，交通、电力、通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
和农田水利设施水毁严重。全省江河干支流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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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处７４６ｋｍ损坏，３万余处水利设施损毁，
水毁农田２７万ｈｍ２。尤其是渭河下游干支流堤
防有９８０多处发生渗漏、管涌、滑塌险情，５８处
堤防控导工程、８９６座坝垛发生根石走失和坍塌，
南山支流发生８处决口。灾情最重的华县、华阴
两县（市）有３０万人撤离家园，２万ｈｍ２秋田绝
收，１９万间房屋被洪水淹没、浸倒。全省因灾直
接经济损失逾１００亿元。
２２暖冬

冬季平均气温普遍偏高，为暖冬年份。一九、
二九严寒，三九、四九偏暖。１月中旬和２月上旬，
全省大部气温偏高２～４ｏＣ。月平均气温，１２月陕
北、陕南大部正常，关中、陕南商洛地区偏低０５
～２ｏＣ；１月全省大部地区正常略偏高；２月陕北
偏高３～５ｏＣ，关中、陕南偏高２～３ｏＣ。
２３低温冻害、寒潮

初冬异常寒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下旬—１月上
旬，出现强降温和雨雪天气过程，气温骤降。１２
月２５—２７日极端最低气温陕北－２９～－２２ｏＣ，
关中旬邑－２８２ｏＣ，关中其余地方和陕南商洛地
区－２１～－１０ｏＣ，陕南其余地方在－３ｏＣ以下，
部分山区达到－９ｏＣ以下。１月上旬平均气温，陕
北、关中偏低３～７ｏＣ，陕南偏低１～３ｏＣ，部分
地区为１９７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

４月上旬和中旬各出现一次降温过程，８—９
日陕北下降６～８ｏＣ、关中下降３～６ｏＣ；１７—１８
日陕北下降８～１２ｏＣ、关中下降７～１１ｏＣ、陕南
下降５～８ｏＣ。降温对小麦生长和果树开花造成不
良影响。周至猕猴桃遭遇１９８４年以来最严重的灾
害，果树大面积被冻伤、冻死，开花期普遍由４月
中旬推迟到５月中旬，有的甚至推迟到５月下旬。
２４春季透雨偏早

受较强西南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
响，３月３１日—４月３日，陕西出现明显的降水
天气，过程降水量大部地区在２０ｍｍ以上，为
２００３年第一场透雨，较常年偏早约１０ｄ。
２５干旱、森林火灾

５月下旬—６月中旬全省降水显著偏少，气温
大部偏高。５月２１日到６月１７日降水量全省绝
大多数县（市）不足５０ｍｍ，不少县（市）在１０

ｍｍ以下。６月上旬末，陕北、关中大部分地区１０
～５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小于６０％，出现旱象。全
省累计春灌面积４６７万ｈｍ２，一些地方出现灌溉
水源不足，人畜饮水困难现象。

陕南汉中地区１—３月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
少，蒸发量大，给林区造成了高危的火险隐患。３
月２８日，佛坪县农妇张某燃香驱“鬼”，引发山
林火灾，约１０ｈｍ２林地化为灰烬，１０位干部群众
救火牺牲。
２６沙尘暴

２００３年春季陕西沙尘天气异常偏少。５９个资
料完整的气象站今年春季共出现沙尘暴１站次，
低于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７年的３站次，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最少的一年；出现扬沙天气８７站次，浮尘６１站
次，较常年平均值分别偏少１５０１和２５７０站次，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的第三个少扬沙、第二个少浮尘年
份。沙尘天气集中发生在４月中旬，１０—１２日，陕
北榆林地区出现扬沙天气，定边县出现沙尘暴。这
次过程主要影响陕北北部，影响时间较短。１７—
１８日受蒙古南下较强冷空气影响，陕北、关中出
现大范围扬沙天气，陕南出现浮尘。这是２００３年
影响陕西范围最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过程，但
这次过程全省未出现沙尘暴天气。春季３、５月，
陕西未出现区域性的沙尘天气过程。２００３年是陕
西沙尘天气影响最轻的年份之一。

冬季１—２月仅陕北有局地性沙尘天气发生，
定边２月１９日出现沙尘暴，是２００３年唯一出现
沙尘暴的气象站。
２７冰雹、大风、大雾

２００３年冰雹大风天气多出现在６、７月。据不
完全统计：４月１７日合阳、富平等县降冰雹，富
平薛镇灾情较重。５月３１—６月２日，榆林、延安、
渭南、商洛等地区共１３个县遭受冰雹袭击，其中
６月２日合阳县甘井等１３个乡镇相继遭受冰雹
袭击，持续时间最长为４３ｍｉｎ，冰雹最大直径达
４ｍｍ。６月５日，洛川、黄龙、志丹、白水等县
遭受冰雹袭击，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８日，潼
关，商州受冰雹袭击。２０日下午，志丹、靖边、神
木出现短时雷雨冰雹天气。７月５—７日陕西自北
向南先后出现大范围对流性降水及大风、冰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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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涉及富平、蒲城等地。２１日，吴旗、延长、黄
陵、甘泉等地遭受雷阵雨、冰雹袭击。９月上旬陕
北和渭北东部遭受冰雹袭击，造成花椒、苹果及
秋作物受损，直接经济损失１千多万元。

１１、１２月出现几次大雾天气，其中，１２月
１３—１６日西安、汉中、安康地区出现的大雾天气
对交通运输产生较大影响。
气候影响评价
３１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０２年９月中旬、１０月中旬末下旬初２次降
水有利于冬小麦播种和苗期生长。１２月雨雪多，
积雪覆盖，冬小麦得以安全越冬，一度出现的严
寒天气对冬小麦越冬病虫害有抑制作用。冬季降
水多，１月中旬—２月气温高，利于小麦返青生长。
春季透雨早，过程降水明显，３月上、中旬气温低，
春寒长，利于小麦幼穗分化，４月上旬、下旬降水
充足，气温低，利于小麦孕穗，形成大穗。２００２
年１０月降水少，大田墒情差，不利于冬小麦分蘖。
４月２次降温对部分地方小麦生长产生影响。陕
南东部小麦条锈病发病面积较大。冬小麦生育期
气候条件利大于弊，为丰产年份。
３２对油菜的影响

２００２年９月中旬降水对油菜播种、出苗有
利。初冬降雪多，积雪覆盖、隆冬不寒，利于油
菜安全越冬。２、３月气温利于油菜返青生长，对
弱苗转化及开花授粉有利，４月降水充足，利于油
菜结荚成果。２００２年９—１１月降水偏少，移栽时
田间底墒不足，栽种困难，栽后死苗多，补苗任
务大。３月降水少，不利于油菜抽苔。４月大风及
中旬降温，对油菜开花结果有一定影响。冬暖，部
分地方油菜生长过旺。气候条件对油菜生长利大
于弊。
３３对夏玉米的影响

６月上中旬，降水稀少，墒情差，夏玉米播种、
出苗受阻，部分地方在６月２０日以后才下种。６
月下旬—７月底，关中、陕南降水及时，气温适宜，
生长顺利。８月上旬—９月上旬，平均气温关中偏
低１～３ｏＣ，陕南偏低１～２ｏＣ，日照时数偏少７０
～１８０ｈ。特别是８月２４—９月６日的长时间、大

范围、高强度连阴雨过程，造成玉米授粉不良，空
杆和果穗秃尖增加，发育期推迟，成熟偏晚。夏
玉米普遍减产，洪涝重灾区绝收。
３４对水稻的影响

４月下旬，气温偏低３ｏＣ左右，水稻幼苗受
冻，出现烂秧。水稻主产区汉中地区６月上旬气
温高，雨日多，水稻夏插后成活率高，长势好；抽
穗后积温满足水稻生长要求，利于水稻后期生长。
８月中旬气温异常偏低，日平均气温持续低于２０
ｏＣ日数２～７ｄ，伴随７～１５ｄ的连阴雨夹暴雨，使
正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水稻空秕率增大，黑穗病
增多，产量大幅度下降，大米成色极差。
３５对棉花的影响

棉花主产区３月降水少，下旬气温偏高４～５
ｏＣ，对棉田备耕不利。４月上旬降水改善了墒情，
利于棉花播种。４月中、下旬气温适宜、光照充足，
利于棉花出苗及苗期生长。８月下旬以后持续阴
雨，不利于棉花裂铃和吐絮，棉花品质下降，产
量降低。
３６对果业的影响

入春后，气温回升，透雨早，利于果树生长。
４月上旬末陕北、关中出现降温、大风沙尘天气，
延安、渭北果区日平均气温下降６～８ｏＣ；１７—１８
日出现更严重、更大范围降温、大风沙尘天气，部
分果区气温下降到０ｏＣ以下，苹果（梨）花和幼
果遭受冻害。加上２次冷空气间隔时间短，相对
低温持续时间长，果树开花授粉受到影响，对苹
果（梨）坐果、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利影响。春季
低温阴雨利于病虫害滋生和蔓延，部分地区出现
黑根、烂根病。秋季阴雨时间长，光照不足，苹
果后期着色差，商品果率下降。红枣裂果严重，收
成大减。
３７对其它行业的影响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下旬—２００３年１月上旬出现严
寒天气，伴有雨雪，冻土层较往年深厚，黄河小
北干流出现流冰，部分河面封冻。３月上旬的雨
雪、吹风降温天气使大棚蔬菜等经济作物遭受不
同程度的冻害；隆冬偏暖对粮油蔬菜及经济林木
的安全过冬，交通畅通，春节假日旅游有利。

３３２００４（３） 雷向杰等：陕西省２００３年气候影响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