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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冬季冷暖的历史演变对采暖的影响
庞文保

（陕西省专业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根据国家采暖规范结合西安采暖的实际，对西安多年的逐日气象资料进行相关统计，分
析了冷暖冬季的历史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冬季最低气温负积温的历年变化可较好地表示冬季冷
暖的演变。并有冬季越来越暖，采暖期越来越短的趋势。说明气候变得对冬季采暖有利，在暖冬
采暖可节约燃料，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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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采暖与气象要素关系中最主要的：一是
冬季开始变冷的迟早和次年寒冷结束的迟早。当
前西安冬季供暖时间每年沿用固定时间（１１月１５
日）开始供暖。实际上有的年份冷得早，有的年
份冷得晚。我国采暖通风规范［１］设计冬季室外温
度为“累年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５ｏＣ”作为
采暖期。根据５０多年的资料统计，西安最早可提
前到１１月７日，最晚可推迟到１２月２日，相差
２６ｄ。如果尊重科学的话，就应该冷得早就早供
暖，冷得晚就晚供暖。同样，当前西安冬季供暖
时间每年沿用固定时间（次年３月１５日）结束。
根据５０多年的资料统计，按采暖通风规范，西安
供暖结束时间最早为２月４日，最晚为３月２８
日，相差５２ｄ。同理，应该暖得早就早结束供暖，
暖得晚应该晚结束供暖。二是在采暖期内每天的
气温高低与供暖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气温高，供
较少的热量就可使人在室内感到舒适，气温低应
供较多的热量。据了解，暖冬对采暖的影响，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的气科院曾做过一些
工作。本文结合西安的实际和气候变暖的热点，研
究西安市冬季冷暖的历史演变对采暖的影响。目
的是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暖冬不仅使冬季采暖节
约燃料，更重要的是减少由于燃烧而造成的空气

污染，清洁空气，减少疾病。西安冬季的污染与
众多的供暖所产生的烟尘无疑是有关的。所用的
资料为西安１９５１—２００３年冬半年的逐日气候资
料。
相关分析

冬季的冷暖用哪一种气象要素能更好的表示
出来，尤其对于采暖这样的特殊的服务行业，它
牵扯到每天的冷暖和每年寒冷持续的时间来决定
提供多少热量。表示冷暖程度气象要素之间的相
关如何呢？计算了７００多个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
选出了相关显著的相关系数（见表１）。建立２８个
回归方程（方程略）。

表中：牠ｄ：年极端最低气温；牠ｊ：平均气温负
积温；牠ｄｊ：最低气温负积温；牠ｄ１２：１２月极端最低
气温；牠ｄ１：１月极端最低气温；牠ｄ２：２月极端最低
气温；牠１１：１１月平均气温；牠１２：１２月平均气温；牠１：
１月平均气温；牠２：２月平均气温；牠３：３月平均气
温；爼ｃ５：采暖初日；爼ｚ５：采暖终日；爼ｊ５：采暖期
天数；爼ｃ０：日最低气温≤０ｏＣ的初日；爼ｚ０：日最低
气温≤０ｏＣ的终日；爼ｊ０：日最低气温≤０ｏＣ的初终
间日数。自由度为５０，犜＝０００１，相关系数牜的
临界值为０４４３３，以上因子都有较好的相关关
系。它们之间的物理意义非常清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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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西安市冬季采暖期相关因子的相关系数
相关因子 牠ｄ牠ｊ 牠ｄ牠ｄｊ 牠ｊ牠ｄｊ 牠ｄ牠ｄ１２ 牠ｄ牠ｄ１ 牠ｄ牠ｄ２ 牠ｄ牠ｊ
相关系数 ０７８３３ ０７１３０ ０７９４４ ０５１３５ ０８９３４ ０４７１０ ０７


４０３

相关因子 牠ｊ牠１２ 牠ｊ牠１ 牠ｊ牠２ 牠ｊ牠ｄ１２ 牠ｊ牠１ 牠ｄｊ牠ｄ１１
相关系数


０５６８９ ０８２７４ ０４７８３ ０６８３４ ０７２７７ ０５０７５

相关因子 牠ｄｊ牠ｄ１２ 牠ｄｊ牠ｄ１ 牠ｄｊ牠ｄ３ 牠ｄｊ牠１１ 牠ｄｊ牠１２ 牠ｄｊ牠１ 牠ｄｊ牠２
相关系数 ０６２０３ ０７１６４ ０４７７０ ０４７８９ ０５６２６ ０７０３４ ０５


０９０

相关因子 爼ｃ５爼ｊ５ 爼ｚ５爼ｊ５ 爼ｚ５爼ｚ０ 爼ｚ５爼ｊ０ 爼ｊ５爼ｊ０ 爼ｃ５牠１１ 爼ｚ５牠３ 爼ｊ５牠３
相关系数 －０４７７１０８７０ ０４５１５０５７５５ ０６２９４ ０６２５３－０６５２０－０５２７２

冬季是否寒冷，用年度极端最低气温、年度平均
气温负积温、年度最低气温负积温可表示出来，所
以相关是显著的。负积温与冬季各月的平均气温、
最低气温也相关很好。采暖期的初终日与最低气
温≤０ｏＣ的初终日相关密切。特别说明的是采暖
期的初终日与冬季的负积温、１２月、１月、２月各
月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相关不明显。也说明了
采暖期来得早不一定冬季就特别害冷，同样采暖
期来得晚，不一定是暖冬。
冬季冷暖的历史演变
２１最低气温负积温年际变化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冬季最低气温负积温的
历年变化可较好地表示冬季冷暖的演变。负积温
绝对值越大说明冬季越冷，供热部门就需要提供
较多的取暖热量。数值越小说明冬季越暖，供热
部门只需要提供相对较少的取暖热量。从表２可
以看出，１９５１年到２００３年趋势是负积温的绝对
值越来减少。从－４００ｏＣ·ｄ减少到－２００ｏＣ·ｄ。
从每年的负积温来看，逐年都在变化，同时有振
荡。最低气温的负积温１９６０年冬季最多为－５６１
ｏＣ·ｄ，２００１年冬季最少为－１０３ｏＣ·ｄ。２００２年
冬季略有增加，为－２０８ｏＣ·ｄ，但与多年平均的
－３１２ｏＣ·ｄ相比，仍属于偏少。最低气温负积温
牠ｄｊ与年份牨的关系可用回归方程表示：牠ｄｊ＝４６牨
－９４５７，可见冬季随着年代的增长变暖是明显的。

据有关专家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温室气体的增加，产生温室效应，使气
候在变暖。已造成空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量可维
持１５ａ。据此，初步预测，近期气候趋势将还会
变暖的可能性较大。冬季变暖对供暖是有利的，可
以节约燃料，减少污染。

表西安市最低气温负积温采暖期变化

年代 １９５１—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３

牠ｄｊ燉ｏＣ燈ｄ－４０８９－３５６４－３０３２－２８６２－２２３２
爼ｃ５（１１月）１８ １９ ２１ １９ １９
爼ｚ５（３月）１１ １０ ９ １５ ５
爼ｊ５燉ｄ１１４１１１１６１０９４１１７７１０７２

２２采暖期年际变化
如果按采暖规范规定：日平均气温稳定到５

ｏＣ以下为采暖期。从采暖初日变化来看（表２），总
趋势是越来越迟，但没有最低气温负积温的变化
明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是逐步推迟的，
但到８０年开始又略有提早。采暖期终日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是逐步提前，到８０年代反而明
显推迟，到９０年代又明显提前。总趋势是采暖期
越来越短，但８０年代明显增长，９０年代开始又在
缩短。看来冬季越来越暖，采暖期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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