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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大降水的气候特征分析
邓小丽，薛春芳，林杨，赵荣

（西安市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６）
摘要：使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西安市７个气象站的逐日降水资料，统计分析西安大降水的时空分布
特征。结果表明：西安地区的大降水有阶段性，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年是多雨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是少雨
时段，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是多雨时段，１９８７年以后处于少雨时段，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年大降水日数呈回升
趋势；受秦岭山地的影响全区大降水分布不均，东部多西部少，南部多北部少；大降水２—１１月
都有发生，主要出现在７—８月；大降水大部分在１ｄ内结束，连续发生的较少。
关键词：西安；降水量；时空分布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６６ 文献标识码：Ｂ

大降水的标准及资料
大降水标准：有２站以上２４ｈ降水量≥２５

ｍｍ为１个大降水日。资料采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西
安市７站逐日降水量，降水时段为２０—２０时。
大降水时间分布特征
２１大降水日的年变化特征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西安市大降水日３４６ｄ，年平
均１１５ｄ；最多的年份是１９８３年，达２９ｄ；最少
的年份是１９９５年，仅２ｄ。年降水日数在１１ｄ以
下的有９ａ，占３０％，有４ａ出现在９０年代。年
降水日数在１５ｄ以上的有７ａ，占２３％，有４ａ出
现在７０年代，有３ａ出现在１９８０年代（图１）。从
５ａ滑动平均（图２）可以看出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年、

图１西安市大降水日、暴雨日的年际变化曲线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是多雨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及
１９８７年以后处于少雨时段，１９９５年以后有回升趋
势。

图２西安市大降水日５ａ滑动平均曲线

３０ａ共有暴雨日７２ｄ，年平均２４ｄ，最多年
份是１９８８年共６ｄ。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是多暴雨集中
时段，有５ａ没有暴雨出现（１９７６、１９８５、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其中３ａ都在９０年代，从图１可
看出暴雨的年际变化趋势与大降水年际变化的趋
势基本一致。
２２大降水的月际变化及初终日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西安市２—１１月都有大降水
日发生，最早大降水日出现在１９９７－０２－２７；最晚
出现在１９９４－１１－１４。大降水主要发生在７—９月，
占全年的６０４％。７月最多平均２６ｄ，占全年的
２２８％；８月次多，平均２２ｄ，占全年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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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最少，只有１９９７－０２－２７出现过１ｄ；１１月次
少，平均０１７ｄ。从图３可看出，西安市大降水
日的月际变化呈双峰型，５月和７月各为一个高
峰期。２—５月逐渐增多，但６月少于５月。７月
为全年最多，９—１１月逐渐减少。

图３西安市大降水日、暴雨日月际变化曲线

暴雨日的月际变化与大降水日的月际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暴雨主要出现在７月和８月，分别
占３５６％、２３３％；最少是４月，３０ａ中只出现
２个暴雨日。最早的出现在１９８７－０４－０２；最晚的
１９７８－１０－２６。１—３月、１１月、１２月没有暴雨出
现。
大降水的区域分布及地形影响作用
３１大降水的地域分布特征

从表１可以看出西安市大降水日数东部的蓝
田、临潼最多，西部的周至、户县、长安次之，北
部平原西安、高陵最少。４—１０月基本遵循这样的
分布规律，但各月情况不同。用大降水日数最少
的高陵与大降水日数最多的蓝田比较，可以发现
４月、５月、１０月相差４～７个大降水日，６月、７
月相差１３～１６个大降水日，８月、９月相差１０个
大降水日。盛夏时期差别较明显。暴雨日的分布
情况与大降水基本一致。

表西安市各县站—月ａ大降水日数 ｄ
月份 周至 户县 长安 蓝田 临潼 西安 高陵 蓝田－高陵
４ ７ ７ ６ ８ ９ ５ ４ ４
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９ １６ １１ １２ ７
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２１ １３ １１ ８ １３
７ ２８ ３０ ２８ ４３ ３４ ３３ ２７ １６
８ ３２ ２９ ２３ ３４ ３４ １９ ２４ １０
９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５ ３０ ２８ ２５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７ ２１ ２０ １４ １３ １４ ６
合计 １４０ １４４ １３２ １８１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１９

暴雨日数 ２２ ２０ ２４ ３２ ２７ １６ １６

３２地形的影响作用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南靠秦岭山脉，全

区地形呈东西向狭长带，地形对大降水日的分布
影响很大。秦岭的屏障对南支气流起阻挡作用，但
在一定天气形势下，秦岭北坡起地形抬升、加强
辐合上升气流的作用，有利于大降水的发生。南
部大降水日数比北部多。与西安相距仅２０ｋｍ的
临潼因处于秦岭支脉骊山脚下，大降水日比西安
多２４ｄ。蓝田是大降水日数最多的站，比西安站
多６２ｄ，比周至、临潼多３８ｄ。蓝田县是三面环
山，一面为塬，有利于气旋涡度发展，有加强气
流的辐合上升作用，有利于热力对流的发展，易
造成局地强对流天气。盛夏常有对流云团发展，并

向北移动，影响临潼和西安市区。
大降水的连续性及极端降水事件

西安市大降水大部分在一日内结束，连续发
生的较少。在３４６ｄ的大降水日中，连续２ｄ的有
３３次过程，其中全区性连续的有１０次，其余的为
单站或几站连续；连续３ｄ的有２次，分别是１９７６
－０８－２３—２５，１９８３－０８－１６—１８；连续４ｄ仅为
１９８３－１０－０３—０６，且是全区性大降水。连续性暴
雨在西安出现了４次，仅连续２ｄ，分别为１９８３－
０７－３０—３１、１９８４－０６－０５—０６、１９８８－０７－１９—２０、
１９９８－０７－０７—０８。大暴雨没有连续性出现。超过
１００ｍｍ的大暴雨有１９７８－０７－０４蓝田（１１０２
ｍｍ）、长安（１０１２ｍｍ）；１９８８－０７－１９蓝田

０３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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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冰雹云雷达回波特征分析
张丽娟，刘瑜，李秀琳，宋永涛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通过对渭南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ａ７１１雷达观测资料和地面实况资料的统计，针对其中
１６６个冰雹云雷达回波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回波强度、回波顶高和ＲＨＩ回波宽度３个参数
特征着手，找出了渭南市冰雹云雷达回波参数特征及回波的外形特征。渭南市冰雹云回波中心强
度主要集中在５５０～５９９ｄＢｚ，回波顶高多集中在１０～１３ｋｍ之间；冰雹云回波高度和回波强度
之间没有正比关系；冰雹云ＲＨＩ回波宽度与冰雹灾害程度成反比；降雹回波多以孤立的块状和带
状回波出现。
关键词：冰雹云；７１１雷达；回波特征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冰雹是渭南市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由于其
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因此给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造成极大危害。因其发生尺度小，生命史短，局
地性强，给冰雹预报带来一定困难。本文对渭南
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ａ冰雹云雷达观测资料进行
统计对比分析，揭示渭南冰雹云的雷达回波特征，

为冰雹预报提供依据。
资料来源

普查了渭南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ａ５—９月的
７１１雷达观测冰雹云回波资料样本１６６个。通过
对回波资料的统计、对比分析，依据回波参数特
征及回波形态特征识别冰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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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９ｍｍ）；１９９１－０７－２８西安（１１０７ｍｍ）、临
潼（１０００ｍｍ）、户县（１３０４ｍｍ）；１９９８－０７－
１９蓝田（１０７９ｍｍ）。１９９１－０７－２８户县的日降水
量达１３０４ｍｍ是３０ａ中西安市日降水量的极大
值。
小结
５１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间年西安大降水日数１５ｄ以
上的年份都集中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其中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为大降水集中期。１９８９年以后大降
水日数处于低值期，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大降水日数呈
回升趋势。暴雨年际变化的趋势与大降水的年际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５２西安市大降水日的月际变化呈双峰型，５
月和７月各为一个高峰期。２—５月逐渐增多，但
６月少于５月。７月为全年最多，９—１１月逐渐减

少。暴雨日的月际变化与大降水的变化基本一致。
５３大降水日数的地域分布特征为南多北少，东
多西少，这与秦岭北坡地形抬升辐合作用有关。
５４西安市的大降水多在一天内结束，连续发生
的较少，３０ａ内只有３６次且多为连续２ｄ。暴雨
大多在１ｄ内结束，连续２ｄ暴雨只有４次。１００
ｍｍ以上的大暴雨发生的几率较小，３０ａ间只出
现了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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