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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０５年天气气候影响评价
肖科丽，雷向杰，王越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０５年度陕西气候的主要特点是：年平均气温、降水量及日照均接近常年。年内温湿变
化较大，冬季冷湿，春季干暖，夏季正常，秋季暖湿。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北少南多；时间相对
集中，春旱秋涝。暴雨日数及强度多于常年。春季第一场透雨异常偏晚，大部地区发生了较为严
重的春旱；秋季出现明显的秋淋，渭河下游和汉江干流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夏季陕北、渭北出现
冰雹天气，对秋作物造成严重损失。本年度降水量虽正常，但农作物生长关键时刻，光、热、水
三者资源配置不很理想，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利弊相当，２００５年属一般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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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概况
１１气温

年平均气温：陕北９～１１ｏＣ，关中大部１１～
１５ｏＣ，陕南１３～１７ｏＣ。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大
部偏高０５～１ｏＣ，关中、陕南基本正常。月平均
气温２、８、１２月偏低，４、６、９、１１月偏高，其
余月份接近常年。年极端最低气温－２２７ｏＣ，２月
１９日出现在旬邑；年极端最高气温４２８ｏＣ，６月
２２日出现在吴堡。

冬季（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２月）季平均
气温：陕北－７～－３ｏＣ，关中－３～１ｏＣ，陕南１
～５ｏＣ，与常年比较，榆林、延安、西安、汉中市
正常略偏高，其余地（市）正常略偏低。不是暖
冬年份，使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冬季的１８个暖冬年份
暂告结束。

春季（３—５月）季平均气温：陕北１１～１３ｏＣ，
关中１３～１７ｏＣ，陕南１４～１８ｏＣ。与常年比较，全
省显著偏高，陕北大部、关中大部偏高２ｏＣ左右，
陕南偏高１～２ｏＣ。４月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地区偏
高２～４ｏＣ，西安市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４３ｏＣ，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值。是一个干暖的春
季。

夏季（６—８月）季平均气温：陕北２１～２４ｏＣ，
关中、陕南２２～２６ｏＣ，与常年比较：陕北偏高１
ｏＣ左右，关中、陕南正常略偏高。季内３５ｏＣ以上
高温天气较常年偏少。６月平均气温陕北、关中大
部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的最高值。

秋季（９—１１月）季平均气温：陕北９～１１ｏＣ，
关中大部１１～１４ｏＣ，陕南１３～１６ｏＣ，与常年相
比，陕北偏高１～１５ｏＣ，关中偏高１ｏＣ左右，陕
南偏高０５ｏＣ左右。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关中部
分地区偏高２～３ｏＣ，西安、渭南出现历史同期最
高值。
１２降水

年降水量陕北北部２５０～４００ｍｍ，陕北南
部、关中大部４５０～７００ｍｍ，陕南７００～１２００
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北部偏少一到五成，
陕北南部、关中大部及陕南西部接近常年，宝鸡
西部、陕南中东部偏多一到三成，局部地区偏多
三到五成。今年全省降水分布不均，北少南多；时
间相对集中，春旱秋涝，前半年少，后半年多；暴
雨日数及强度多于常年。省内大部分地区年降水
量接近常年，对陕西这样一个贫水的内陆省份，
２００５年年降水量属于略偏丰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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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降水量陕北西部及中部局地小于１０
ｍｍ，陕北大部１０～２０ｍｍ，关中、陕南大部２０
～５０ｍｍ，关中的长安、蓝田，陕南的宁强、南郑
大于５０ｍｍ。与常年比较，陕北北部偏多五成以
上，陕北南部，关中东部、陕南中东部偏少零到
三成，省内其余地区偏多三到六成。对省内大部
地区而言，本年度是一个冷湿的冬季。

春季：陕北北部在５０ｍｍ以下，陕北南部、关
中大部、陕南东部５０～１００ｍｍ，渭北部分地区、
陕南中西部１００～１５０ｍｍ，陕南南部局地在１５０
ｍｍ以上。与常年比较，除陕北部分地区偏多一到
五成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偏少零到五成。

夏季：陕北北部小于２００ｍｍ，陕北南部、关
中、陕南西部２００～４００ｍｍ，陕南东部４００～５００
ｍｍ，其中安康南部６００～８００ｍｍ。与常年比较，
陕北和渭北大部偏少零到五成，省内其余地市偏
多。其中，陕南东部部分地区偏多五成以上。

秋季：陕北北部６０～１００ｍｍ，陕北南部、渭
北１２０～２００ｍｍ，关中大部及陕南东部２００～３００
ｍｍ，陕南中西部３００～４００ｍｍ；与常年比较，除
陕北北部、渭北西部偏少一到二成外，全省其余
大部分地区普遍偏多三到四成。９月２４日—１０月
３日，延安以南地区出现入秋以来最为明显的连
阴雨天气。
１３日照

年日照时数全省大部基本正常：陕北、渭北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ｈ，关中大部、陕南１６００～２３００ｈ；
与常年相比，陕北大部、渭北偏多２００～３００ｈ，陕
北北部、关中西部偏少７０～１７０ｈ，关中东部偏多
５０～２５０ｈ，陕南大部分地区偏少２０～５０ｈ。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暴雨

２００５年共有３４个暴雨日，出现暴雨１２９站
次，属偏多年份，其中大暴雨９站次，大暴雨局
地性明显。今年夏季，仅镇巴一站就出现暴雨８
次，大暴雨４次。

７月１—９日陕西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
过程，先后有延安、镇坪、镇巴等１９个县市累计
出现暴雨３０站次。其中，７月２－３日延安市出现
区域性暴雨，延川县出现大暴雨，本站过程降水

量为１６７４ｍｍ，此次大范围暴雨降水过程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约４３６０万元。７月２—７日汉中市
出现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其中镇巴县２—７日
降雨总量达４６３ｍｍ，５—７日连续出现３ｄ大暴
雨，是近５０ａ来连续降雨量最大的一次过程。这
次降水过程导致汉江、嘉陵江及其支流洪水上涨，
局地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汉
中市有农业受灾严重，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直接
经济损失达２１２亿元。７月５－７日安康西部产
生区域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过程总降水量最
大出现在石泉，达２６３２ｍｍ。据不完全统计，因
暴雨引发的山洪等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１３００万元。７月１７—１８日陕南汉中、商洛部分地
区出现暴雨。８月１５—２１日陕南东南部持续出现
强降水，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造成了
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３日延安
以南地区出现明显的秋淋，期间出现暴雨２７站
次。
２２冰雹

２００５年强对流造成的冰雹天气过程主要有３
次，５月３０—３１日，陕北、关中出现大范围的大
风、冰雹天气，６月１８—２１日陕北南部、关中西
部和陕南出现冰雹。８月２—４日铜川、柞水、泾
阳等１９个县市遭受冰雹灾害，损失严重。

５月４日、３０—３１日，陕西分别出现强对流
天气，延安、咸阳等地受灾严重。因冰雹、大风
造成３７万ｈｍ２农田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３８９亿
元。６月全省共出现１３站（次）冰雹天气，多数
在１８—２１日和月末，主要分布在陕北南部、关中
西部和陕南地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５００万元
以上。８月２—４日，延安、耀州、永寿、合阳、千
阳、商州等２０个县区遭受了冰雹袭击，据不完全
统计，全省共有５１万ｈｍ２农田受灾，直接经济
损失达１７８亿元。
２３干旱

１—５月上旬，全省降水持续偏少，加之气温
高、蒸发大、土壤失墒快，省内各地发生了较为
严重的春旱，陕北、渭北塬区和陕南浅山丘陵区
大部出现轻旱，局部中旱，据５月８日测墒，商
洛市土壤表墒已达大旱标准。５月中旬的透墒雨

２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６（３）



使２月以来持续的旱情得以有效缓解。由于透雨
出现较晚，错过小麦生长关键期，使小麦产量受
到一定影响。进入６月份，降水持续偏少，气温
异常偏高，旱情加重，２２日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
约３２０万ｈｍ２，其中重旱２２７万ｈｍ２。
２４大风、扬沙

２００５年陕西春季沙尘暴异常偏少，全省９７
个气象站共出现沙尘暴４次，其中，５８个指标站
共出现沙尘暴３次，仅多于２００３年，与１９９１和
１９９７年相等，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春季沙尘暴最少的４
个年份之一。３月３—４日、１６—１７日、２３日陕北
等地出现大风天气，主要分布在陕北北部长城沿
线。４月共出现大风天气１２ｄ，其中范围较大的有
３次。５月共出现大风４１站（次）。
２５冻害

由于受强冷空气影响，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省
内大部地区气温出现了２００４年冬季的最低值，极
端最低气温：陕北－２５～－１８ｏＣ，关中大部、陕
南东部－１５～－９ｏＣ，陕南中西部－８～－５ｏＣ。冬
季偏冷的气候，对果树安全越冬带来严重影响，咸
阳地区部分幼树被冻死，果树新枝被冻坏。春季
“倒春寒”：３月１０－１２日，各地出现明显的降温
过程，渭南市临渭区，１０—１１日２４ｈ降温１６６
ｏＣ，降温幅度较大；宝鸡市２４ｈ降温达８～１０ｏＣ。
４月７—１０日，受新疆强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全
省出现降水和降温天气过程，降温幅度普遍在１０
ｏＣ以上，使渭北地区果树的花芽、果芽受到不同程
度损伤。
２６高温

６月中旬后期到下旬初期，高温天气频繁出
现，１８—２３日，西安站日极端最高气温连续６天
在３９ｏＣ以上，创１９５１年以来连续３９ｏＣ以上天数
之最，２３日高达４１７ｏＣ，为历史次高年份。同日
高陵、临潼也突破１９５１年以来的年极端最高值。
２２日榆林、佳县和延安等６县（市）突破１９６１年
以来的年极端最高气温。２０日富平为４１０ｏＣ，突
破４０９ｏＣ的历史极值。
２７连阴雨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３日，陕西出现连阴雨天

气，强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１０月１—２日，暴

雨落区集中在关中南部、秦岭北麓区域和陕南
中东部地区。造成渭河南山支流暴涨，渭河下
游和汉江干流出现严重洪涝灾害。从出现的时
间、范围、强度等方面看，今年的秋淋与１９７５
年相似，为１９８３年以来所罕见。渭河洪水及连
阴雨造成渭南市１１个县（市、区）１６７万人受
灾，灾害还造成渭河大堤和生产围堤普遍临
水，南山支流严重倒灌２２～４５ｋｍ。陕南持续
阴雨致使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河水全面暴涨，
暴雨洪水造成安康市市区、８个县区受灾，受灾
人口１１４万人。这次重大降水过程，除榆林市
外，其它９市共６１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
灾。据陕西省民政厅统计，全省受灾人口４６１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５９５万ｈｍ２，绝收面积
７９８万ｈｍ２，因灾倒房６２万间，损坏房屋
１７２９万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３５９２万
人，因灾死亡１９人、失踪４人，铁路、公路、
输电通讯线路、水利设施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４亿元。２００５年
秋季出现的持续阴雨及其引发的洪涝灾害在
历史同期较为少见。
气候影响专题评价
３１气候条件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陕西冬小麦生育期气象条件总的特
征是：播时墒好，适时播种，出苗齐全；秋季大
部降水和积温达到冬前壮蘖的要求，生长健壮；冬
季雪多墒好，安全越冬；关中、商洛基本于２月
中旬后期返青，返青期接近常年。５月中旬我省普
降透雨，解除旱情，有利灌浆。生长发育期与常
年基本持平，旱地小麦受旱较重，长势差；水地
小麦群体结构合理，长势良好。但由于透雨偏晚，
错过了生长关键期，大部分地区冬小麦产量损失
难以挽回。从５月下旬开始，冬小麦陆续成熟收
割，收割期比往年提前５～７ｄ。

由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产量处于多项式拟
合趋势产量之下，５ａ滑动趋势产量之上，经综合
分析，认为气象条件对冬小麦有利有弊，利弊相
当。２００５年全省冬小麦总产量４０１２万ｔ，单产
３３１２ｋｇ燉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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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冬小麦产量变化曲线图

３２气候条件对夏玉米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陕西夏玉米生育期气象条件总的特

征是：播期降水及时，夏播顺利；播后到伏前期
多晴少雨，气温偏高，苗期生长受阻；生长关键
期降水充沛，旱情解除，拔节顺利，但充足的降
水对开花授粉造成不良影响。成熟期阴雨寡照，收
获期推迟。综观夏玉米整个发育期，降水偏多，日
照偏少，积温偏多。气象条件对夏玉米生长发育
利略大于弊。总产４３４５万ｔ，单产４１２５ｋｇ燉ｈｍ２。
３３气候条件对油菜的影响

油菜播种顺利，基本播在最佳时期。１０—１１
月光照充足、气温适宜有利于苗期生长。１２月下
旬积雪覆盖，有利于安全越冬。１—３月降水偏少，
对返青、抽苔有一定影响。４月１８—１９日降小到
中雨，有利结夹成籽。５月降水少，气温高，干热
早熟。渭南２００５年播种面积２３６万ｈｍ２，平均产
量１０９５ｋｇ燉ｈｍ２，较２００４年减产２３ｋｇ燉ｈｍ２。汉
中油菜育苗期，降水、气温较为适宜，后期生长
受到干旱影响。总体长势好于上年。
３４气候条件对棉花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棉花播种面积６２万ｈｍ２，自播种以
后一直偏旱少雨，气温偏高，光照充足，前期气

候条件对棉花生长比较有利，伏桃多，秋桃少。后
期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湿度大，光照少，有些
棉田出现早衰现象。今年的气候条件总体有利于
棉花生长，平均产量１０９５ｋｇ燉ｈｍ２，是最近３ａ来
最好的一年。
３５气候条件对水稻的影响

５月下旬后期，陕南水稻全部插播到高产期
内。７月上旬普遍处于孕穗期，公顷有效茎数４８０
～５４０万茎，平均株高７０ｃｍ左右，长势良好，病
虫害轻。８月上旬处在开花授粉到灌浆初期，生长
健壮。“秋封”早于常年，８月１７－２２日出现低温
阴雨天气，对正在扬花、灌浆的水稻造成了较大
的影响。９月中、下旬正是收割的关键期，出现连
阴雨天气，局部出现暴雨。造成部分农田被淹，无
法收回，抢收回的稻谷无法晾晒，造成出芽。２００５
年水稻产量低于常年。
３６气候条件对果业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光、热资源较为丰富，降水条件较好，
果树病虫害的发生相对较轻，９月上、中旬光照充
足，有利于苹果着色。对果业生产总体较为有利。

对果业生产而言，今年的主要气候灾害有：果
树萌芽开花期遭受低温冻害，开花量及坐果率比
２００４年偏少。５月３０日，陕北和渭北果区出现强
冰雹天气，对当年和来年产量、产值都造成显著
影响。７月中旬是苹果（梨）果实膨大关键期，主
要果区极端最高气温普遍在３５ｏＣ以上，阶段性高
温致使果实膨大受阻，部分果园出现果实和树体
灼伤。９月下旬－１０月上旬初，果区出现了持续
阴雨天气，对苹果产量和品质造成危害，但对套
袋果品影响不大。今年苹果商品率有所提高，总
产量略低于２００４年，价格较上年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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