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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沙尘暴与大风关系分析
王小宁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选取陕西省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记录连续完整的５８个气象站的大风和沙尘暴资料进行相关分
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全年、春季沙尘暴站次数均与大风站次数有较好的相关性，并建立了沙
尘暴与大风站次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为陕西春季沙尘暴趋势预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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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沙尘暴天气的发生一般需要有足
够强劲持久的风力，平均风速１２～１９ｍ燉ｓ以上，
瞬时最大风速可达１７ｍ燉ｓ［１］。本文利用陕西省气
象档案馆气象记录月报表的信息化资料，选取陕
西省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６月记录连续完整的
５８个气象站的大风和沙尘暴站次数（简称站次）
进行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简单的沙尘
暴与大风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春季沙尘
暴趋势预测提供参考。５８个气象站中陕北１２个、
关中２９个、陕南１７个。如果某一天有２０个站出
现了沙尘暴，就记沙尘暴为２０站次。
年沙尘暴与大风关系

从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５８站历年沙尘暴与大风出
现站次（图略）可以看出，沙尘暴站次的变化呈
下降趋势，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沙尘暴
明显偏少，这与近年来沙尘暴的研究成果一
致［１－３］。大风站次的变化也呈下降趋势，而且与沙
尘暴的变化相关性很好，相关系数为０６２。沙尘
暴和大风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１、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均
为明显的峰值年，在１９６４、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都为低
值年。
沙尘暴与大风的月分布

从图１可看出，沙尘暴一年四季均有出现，春
季最多，秋末至冬季次之，夏末秋初最少。大风
３—７月较多，秋季较少。对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４５ａ逐

月大风与沙尘暴站次的相关分析得知１—６月、１２
月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５，３月最大为０７０，７—１１
月小于０４５，９月最小为０１５。说明沙尘暴与大
风在春季和冬季有很好的相关性。

图１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５８站４５ａ沙尘暴
与大风总站次月分布

春季沙尘暴与春季及上年冬季大风关系
３１春季沙尘暴与春季大风关系

分别将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春季３、４、５月沙尘暴
与同期大风出现站次的时间序列做相关分析，得
出３、４、５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０、０６９、０６６，
说明春季沙尘暴与大风的关系密切。从图２可以
明显看出，沙尘暴与大风的峰值年、低值年相对
应。
３２春季沙尘暴与上年冬季大风关系

将当年春季３—５月的沙尘暴与上年冬季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１７
作者简介：王小宁（１９６５－），女，陕西岐山人，本科，高级工程师，从事气候资料应用开发。

４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７（３）



图２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陕西５８站历年３月
沙尘暴与大风站次变化

（上年１２月至当年２月）的大风逐一做相关分析，
又将春季沙尘暴站次合计值与上年１２月、当年１
月、２月大风及冬季大风站次合计做相关分析，相
关系数见表１。从表１可知，３月沙尘暴与上年冬
季大风、春季沙尘暴站次合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及
上年冬季大风站次合计，相关系数值均大于或等
于０５０，其中春季沙尘暴合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
相关最好（图３）。
表陕西陕西春季沙尘暴与上年冬季大风相关系数
时间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冬季合计
３月 ０４７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５０
４月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３２
５月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２

春季合计 ０５１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５０

图３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陕西５８站历年春季沙尘暴与
上年１２月大风站次变化

沙尘暴与大风关系在预报业务中的应用
４１沙尘暴与大风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利用３２的分析结果，建立沙尘暴与大风关
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这样就可用上年１２月的
大风站次来预报来年春季沙尘暴的发展趋势。

设春季沙尘暴站次牪与上年１２月大风站次
牨的回归方程为

牪＝牃＋牄牨， （１）
（１）式可写成

牪＝牪＋犞牞牪牞牨（牨－牨）， （２）
（２）式中，牨、牪分别为牨、牪的算数平均值，犞

为牨、牪的相关系数，牞牨、牞牪分别为牨、牪的样本均方
差。

牨取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历年１２月的大风站次，牪
取１９６２—２００２年历年春季３—５月沙尘暴站次合
计值，样本长度为４１牃，牨、牪、分别为３０１０站次、
４７３９站次，犞为０４４，通过信度为００１的检验，
牞牨、牞牪分别为１７２５、３０４３，代入（２）式得

牪＝２４０３＋０７８牨。 （３）
４２回归方程的检验和实际应用

将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４１ａ历年１２月的大风站
次代入方程（３）计算出１９６２—２００２年历年春季
沙尘暴站次的模拟值，并与实际沙尘暴站次进行
比较，发现模拟值大于或小于４１ａ平均值且实况
也大于或小于平均值的分别有１３ａ和１７ａ，如果
将模拟值大于４１ａ平均值且实际结果也大于平
均值或者模拟值小于４１ａ平均值且实际结果也
小于平均值或者两者都等于平均值这种情况视为
预测准确，则模拟准确的有３０ａ，占总年数的
７３％。

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大风站次（１６、１８、１２
站次）分别代入方程（３）求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春
季的沙尘暴站次，结果为３６５、３８１、３３４站次，
均小于４１ａ的均值４７３９站次，预测这３ａ偏少，
而实际沙尘暴为６、３、１４站次，也为偏少，预测
较准确。

由４１ａ的模拟结果和３ａ的预测结果看，沙
尘暴和大风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３）可以应
用到实际预报业务中来预测春季沙尘暴的趋势，
作为预测依据之一。
小结
５１沙尘暴出现的站次与大风站次的相关性在
春季和冬季较好，秋季较差。年沙尘暴出现的站
次与大风的站次也有较好的相关性。

５２２００７（３） 王小宁：陕西沙尘暴与大风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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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０６年气候影响评价
田武文，雷向杰，黄祖英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０６年陕西年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异常偏高，根据全省２９个气象站的资料统计，有２０站
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年降水量全省大部属正常年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北部和南
部偏少，中部接近常年或略偏多；冬季偏多，春季偏少，夏季大部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少；暴
雨日数及强度接近常年，全省无大面积洪涝事件发生。苹果花期冻害强度大、范围广、危害重，为
严重花期冻害级别；盛夏陕南中西部遭遇严重干旱，干旱程度居５０ａ以来第３位；１０—１１月气候
异常偏暖使部分地区的冬小麦出现冬前旺长现象。２００６年属一般年景。
关键词：陕西省；气候事件；影响评价，２００６年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６ 文献标识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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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ｏＣ，关中偏高１～２ｏＣ，陕南偏高０５
～２ｏＣ。２００６年是陕西省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
的年份。根据全省２９个气象站的资料统计，有２０
站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５站达到建
站以来的次高值。月平均气温仅９月关中、陕南
偏低，其余月份全部偏高。其中３月、１０月和１１
月全省大部气温偏高２～３ｏＣ，１０月全省大部分
地区创１９６１年以来月平均气温的最高值。

冬季（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２月）平均气
温：陕北－６～－３ｏＣ，关中－２～１ｏＣ，陕南１～

５ｏＣ，陕北大部较常年正常略偏高，关中陕南大部
正常略偏低。

春季（３—５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１～１３ｏＣ，
关中１２～１７ｏＣ，陕南１４～１８ｏＣ。与常年同期比
较，全省显著偏高，其中陕北大部偏高２ｏＣ左右、
关中大部偏高２～３ｏＣ，陕南偏高１～２ｏＣ。３月平
均气温全省大部地区偏高２～３ｏＣ。４月２９日西
安市的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５６ｏＣ，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的最高值。是一个温暖的春季。

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陕北２３～２４ｏＣ，
关中２２～２６ｏＣ，陕南２４～２８ｏＣ，与常年同期比
较：全省大部地区偏高１～２ｏＣ。

秋季（９—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０～１２ｏＣ，
关中大部１２～１６ｏＣ，陕南１４～１８ｏＣ，与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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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月沙尘暴站次与上年冬季大风站次、春季
沙尘暴站次合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站次、春季沙尘
暴站次合计和上年冬季大风站次合计均有很好的
相关性，其中春季沙尘暴站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站
次相关性最好。
５３沙尘暴与大风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可用
１２月的大风站次预测来年春季沙尘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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