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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干旱分析与春旱预报
李建军，李建芳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用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宝鸡市各县的降水和气温资料，计算了各县历年各月的牔指数，分析表
明：干旱发生频繁，个别年较严重。干旱空间分布不均匀，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持续性特点，年
代际变化大体上有２０ａ振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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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指标
干旱是宝鸡的主要气候灾害，严重影响农业

生产。它是一种长期干燥少雨的气候现象，造成
干旱的因素很多，它受大气、土壤的水热状况、作
物结构制约，涉及水源、地貌、土壤性质、温度、
湿度、作物种类以及前期土壤的含水量等因素。

采用吕从中提出的湿润指数［１］：
牔＝爲燉（爴＋（爴＋１０）２）为干旱的判据。

式中：爲为月降水量，爴为月平均气温，并确定牔
≤２时，该月为干旱月。湿润指数牔能较好地反
映一个月内大气的水热状况。
干旱的气候特征

用全区１０个县的逐月降水和气温资料，计算
了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的４１ａ中３－１１月共３６９个月
的湿润指数牔值，得到以下结果。
２１空间分布极不均匀

由图１可知，扶风、眉县是干旱多发区，３６９
个月中有１２６个干旱月，干旱发生率为３４％，其
次是陇县。太白干旱次数最少，干旱发生率不到
６％。表明地势低、温度高的地区干旱发生较多，
地势高、温度低的地区发生干旱较少。
２２年变化具有周期性

由图２可见宝鸡干旱发生有２～３ａ的短周
期，１９７９年干旱次数最多，１９８３年干旱最少，仅
２次。从干旱分布情况看，除太白外，各地均以７０

图１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宝鸡市各县干旱总次数分布图
（单位：月）

和９０年代为干旱的多发期，在３０次以上，８０年
代为最少。干旱频次的呈准２０ａ的振荡周期。这
与华北地区干旱发生的周期一致，而振荡位相相
反。
２３干旱有明显的季节性

宝鸡６月干旱发生频率最高，其次是１１月，
９月干旱发生的频率最低。各月干旱呈波动形势，
３月多，４月少，５月上升，６月达到最多，７月下
降后，８月又回升，９月降到最少，由于冬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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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宝鸡市各县干旱总次数曲线图

冷空气活动频繁，１０月以后逐月增加。
２４干旱持续时间不等

在４１ａ中各地（除太白、麟游外）出现１个
月的干旱均在６０次以上，眉县最多达７６次；持
续２个月干旱都在１０次以上，陇县最多１７次；持
续３个月的干旱扶风最多１０次，其余在６次以
下；持续４个月的干旱各地仅１～２次。只有陇县
出现过持续５个月的干旱。
区域性干旱的分析
３１干旱的影响范围

为便于分析干旱的影响情况，规定：一个县
牔≤２时，为干旱月，当１０个县均为干旱月，则
为全区性干旱，当≥５个县为干旱月时为区域性
干旱，＜５个县为局部干旱，据此统计出全区４１
ａ各月各类干旱发生频次见表１。全区性干旱占各

表宝鸡各干旱影响逐月频次
范围３月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合计
全区２１３４０１０１２１４
区域１０８１３１７９１０５８１４９４
局部１６１０８８１０１０６９１５９２
合计２８１９２４２９１９２１１１１８３１２００

类干旱的７％，６月发生频率最高达４次；区域性
干旱占４７％，也是６月最多，１１月次之；局部干
旱占４６％，主要发生在３月和１１月，全区性和区
域性干旱合计１０８次，统称为区域性干旱，占
５４％。
３２干旱的影响程度

根据对农业影响程度不同将干旱分成大、中、
小旱３类，其标准为：区域性（包括全区性）干
旱持续≥３个月为大旱，２个月为中旱，１个月为
小旱。４１ａ中出现大旱５次，发生率为１２％，占

各类干旱的６％；中旱１１次，发生率为２７％，占
各类干旱的１３％；除１９８３和１９８７年外，每年都
有小旱发生，共计７０次，小旱发生率为１９５％，占
各类干旱的８１％。大旱分别发生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４、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大旱和中旱以春夏连旱发
生频率最高，占７５％。干旱最严重的是１９７９年，
有春夏连旱、还有伏旱以及秋旱发生。其次是
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９７年，一年中有５个月干旱。历史上
春旱最严重的是２０００年，１９７４和１９９７年有明显
的夏旱，秋旱最严重的是１９７９年。
春旱（春夏连旱）发生前的环流形势特征

通过对春旱（３—５月或５—６月）发生年冬季
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分析发现，干旱发生年１月份
环流形势对其后发生干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４１春旱发生年的１月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特征

在春旱发生年１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高
度图的共同特征是：极涡中心位置在７５°Ｎ以北，
中亚的黑海－咸海地区为长波槽区，在３０～５０°
Ｎ，咸海以东－青藏高原地区为高压脊区（长波
脊）。形势较为稳定，宝鸡处在脊前西北气流影响
下，有干旱少雨天气发生。
４２极涡中心位置与强度

１月份极涡中心在西半球或在８０°Ｅ以西、
１４０°Ｅ以东的机率为２４燉２８，位置偏北，在７５°Ｎ以
北占１６燉２８，或者在７０°Ｎ以南，但中心位于西半
球的机率为２５燉２８。强度偏强，爣≤５００ｄｇｐｍ的
占２０燉２８。即１月份极地冷空气活动偏西、偏东、
偏北，总之不在影响我国的范围（８０～１３０°Ｅ）以
内，宝鸡易发生春旱。
４３５００ｈＰａ副热带高压特征量

１月份副高西伸脊点偏东，在１３０°Ｅ以东或
无副高单体的机率为２０燉２８。强度偏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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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ＷＩＮ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Ｒ是比较流行的服
务器操作系统之一，而微软的产品是以Ｂｕｇ
＆Ｐａｔｃｈ而著称的，中文版的Ｂｕｇ远远多于英文
版，它的安全漏洞比较多，本文试图对ＷＩＮ２０００
ＳＥＲＶＥＲ的安全配置和安全漏洞进行较详细的
分析探讨，并结合互联网上最新的黑客攻击手段
以及多个网管员的经验，提出一些有效的防范措
施。
正确安装ＷＩＮＳＥＲＶＥＲ
１１安装准备工作

ＩＩＳ、ＦＴＰ或数据库是对外服务的，会有泄漏

源码燉溢出的漏洞，如果把系统和它们放在同一个
驱动器上，会导致系统文件的泄漏，甚至入侵者
远程获取ＡＤＭＩＮ＄。推荐的安全配置是建立５
个逻辑分区，第１个分区用来装系统和重要的日
志文件，大小为２～３ＧＢ，第２个放ＩＩＳ，第３个
放ＦＴＰ，第４个安装数据库，第５个做备份，这
样无论ＩＩＳ、ＦＴＰ或数据库出了安全漏洞都不会
直接影响到系统目录和系统文件。

硬盘分区均为ＮＴＦＳ分区，ＮＴＦＳ比ＦＡＴ
分区多了安全控制功能，可以对不同的文件夹设
置不同的访问权限，安全性增强。最好一次全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９２３
作者简介：赵世发（１９６６），男，陕西商南人，工程师，从事预报、通信工作。

１２０ｄｇｐｍ的机率为２１燉２８；如较强应≥１９０
ｄｇｐｍ，则易发生春夏连旱，机率为４燉５。副高面
积指数≤８ｄｇｐｍ的机率为２０燉２８。若面积指数偏
大≥１４０ｄｇｐｍ，易发生春夏连旱，其机率为３燉４。
４４冬季降水量

冬季（１２－２月）的降水量为正常或偏多，即
爲≥１８０ｍｍ，发生春旱的机率为１７燉２８。而前１
ａ１２月降水量偏少，爲≤３１ｍｍ时的机率为１８燉
２８。当年１月份降水量偏多，爲≥６０ｍｍ时的机
率为１５燉２８。
小结
５１干旱空间分布不均匀，川塬多于山区，海拔
高度低的地方发生干旱的频率较高，扶风和眉县
的干旱发生率最高，太白最少。
５２时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持续性，年
变化具有周期性。月变化呈现波动形式。发生春

旱和春夏连旱的频率较高，局部干旱持续时间最
长可达５个月，区域性干旱持续时间最长可达４
个月。６０、８０年代干旱较少，７０、９０年代干旱较
多，年代际变化有准２０ａ的振荡周期。
５３几乎每年都有小旱发生，大旱发生率为
１２％，中旱发生率为２７％。历史上干旱最严重的
年份是１９７９年，春旱最严重的是２０００年。
５４春旱发生与１月份的环流特征量有较好的
对应关系，１月极涡偏西、偏东、偏北，副高西伸
脊点偏东、强度偏弱，宝鸡易发生春旱。
５５前期冬季降水量偏多；前１ａ１２月降水量
偏少；１月份降水量偏多，宝鸡易发生春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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