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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高温天气的气候特征
李建芳，庞翻，李建军，李涛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利用宝鸡市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１１个气象站逐日最高气温资料，采用统计方法研究不同强度
高温天气的气候特征，为高温天气预警预报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宝鸡高温具有明显的地域
性，川道多于南北山区，高温中心位于扶风。年代际变化呈现多—少—多的趋势变化，目前为逐
渐增多的趋势，高温以００４ｄ燉１０ａ的速度增多；强高温以００７ｄ燉１０ａ的速度增多。高温出现于
４—９月，７月最多，６月次多，４月最少；强高温９月最少，特强高温以６月最多。高温集中在６
月中旬到８月上旬。宝鸡区域性和持续性高温分别占高温总数的７６％、１２％。全球气候变暖、大
气环流异常以及过度城市化是导致极端高温天气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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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高温定义
选取宝鸡市１１个气象站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陈

仓区为１９７４—２００４年）４５ａ逐日极端最高气温。
根据宝鸡市气候特点和中国气象局高温预警信号
规定，定义最高气温≥３５ｏＣ为高温日，≥３７ｏＣ为
强高温，≥４０ｏＣ为特强高温。２站以上同时出现≥
３５ｏＣ为区域性高温，６站以上为全市性高温，１站
以上连续≥３ｄ为持续高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
线性趋势倾向系数，计算得到≥３５ｏＣ和≥３７ｏＣ高
温日的线性方程式：

牁３５＝０００３７牠＋１２９１５， （１）
牁３７＝０００６６牠＋３４０４， （２）

式中，牁３５（牁３７）为≥３５ｏＣ（≥３７ｏＣ）高温
日，牠为年（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
高温分布特征
２１高温天气的空间分布

宝鸡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位
于西北东部气候敏感区，是气象灾害频发区。境
内地形复杂，高温天气的时空分布有较大差异。图
１显示，川道的市区、扶风、眉县高温日５１０ｄ以
上，年均１１３ｄ；南北山区的陇县、麟游、凤县
高温日少于１４０ｄ，年均仅３１ｄ，太白没有高温

日。强高温日数的空间分布与图１相近，说明出
现高温多的地方也易出现强高温。特强高温天气
在宝鸡出现较少，市区共１０次，年均仅０２ｄ；其
次是扶风９次，麟游、凤县从未出现过。高温出
现的时间，市区、陈仓、眉县、岐山４—９月；千
阳、凤翔、扶风５—９月；陇县、凤县、麟游６—
９月。

图１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宝鸡高温日数分布图

２２高温的时间分布
由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宝鸡１１个站高温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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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站平均值），分析宝鸡市高温的年代际和年变
化、高温日的月、旬分布。
２２１高温的年代际和年变化从年代际来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宝鸡市高温日２０６ｄ燉ａ，７０年代
１６８ｄ燉ａ，８０年代９６ｄ燉ａ，９０年代１７７ｄ燉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为２４６ｄ燉ａ，年代际变化呈现多—
少—多的变化，目前为逐渐增多的趋势。由多项

式趋势线也可看出有相同的结果（图２）。从５ａ滑
动平均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到７０年代初中期
高温较多，７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期高温较少，
９０年代初中期以后相对偏多。这与陕西高温日数
的年变化趋势一致［１］，与宝鸡年降水量变化趋势
成反相关。

由图２可见，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宝鸡市高温日年

图２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宝鸡市高温日年变化

变化较大，出现高温日７７０ｄ，年均１７１ｄ，最多
年５１ｄ（１９９７年），最少年（１９８３年）仅２ｄ。高
温日＞２０ｄ的有１９ａ，＞２５ｄ的有８ａ，＞３０ｄ的
只有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年。高温日以００４ｄ燉１０ａ速
度增多。４５ａ出现强高温日２４２ｄ，占高温总次数
３１％，年变化与高温变化基本一致，以００７ｄ燉１０
ａ的速度增多。强高温年均５４ｄ，最多１９９７年有
２１ｄ，有５ａ没有出现（１９７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和１９９３年）。强高温日＞１０ｄ的有５ａ，＞２０ｄ的
只有１９９７年。特强高温只出现过１７次，年均仅
０３８ｄ，最多的１９６６和１９７４年为３ｄ。
２２２高温的月分布宝鸡历史极端最高气温
极值为４２７ｏＣ（扶风１９６６－０６－１９）。极端最高气
温最早出现在４月２１日，最晚在９月２０日。高
温在４—９月，强高温５—９月，特强高温６—９月。
７月出现高温７４次燉ａ，强高温２５次燉ａ。６月出
现高温５６次燉ａ，强高温２次燉ａ。高温和强高温７
月最多，分别占总数的４３％和４６％；６月次多，
占总数的３２％和３６％。高温４月最少，仅占
０２５％。强高温９月最少，占总数的１２％。特

强高温６月最多，占出现次数的４７％，０１８次燉
ａ。
２２３高温的旬分布宝鸡市高温和强高温的
旬分布基本相同（图略），高温在４月下旬—９月
中旬；强高温５月下旬—９月上旬（５月上旬出现
过１次）。集中在６月中旬—８月上旬。６月中下
旬宝鸡主要受副热带大陆（青藏）高压影响或控
制，多晴好天气；７月中旬—８月上旬是伏旱少雨
期，易出现高温。７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第
二次北跳，是宝鸡的前汛期为多雨时段，出现高
温的次数相对较少。４月下旬—５月下旬高温天气
较少。立秋后，气温缓慢下降，８月中旬进入初秋，
宝鸡多连阴雨，高温天气明显减少。７月中旬高温
日最多为２８ｄ燉ａ，其次７月下旬２７ｄ燉ａ，４月下
旬和９月中旬仅２次。强高温最多在６月下旬为
１ｄ燉ａ，夏至以后宝鸡气温升高幅度较大，出现强
高温次数较多。
区域性高温和持续高温

宝鸡４５ａ共出现５８５ｄ区域高温日，占高温
总数的７６％，１３ｄ燉ａ。最多年达４４ｄ（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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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年仅１ｄ。区域强高温共１６０ｄ，占强高温日
总数的６６％，３６ｄ燉ａ，最多年达１３ｄ，１０ａ没
有出现强高温。宝鸡区域性高温出现在５—９月，
６月最多，７月次之，９月最少。区域特强高温有
８次，出现在６—８月，６月最多，８月最少。全市
性（６县以上）高温有２２１次，占高温总数２９％；
强高温日３１次，特强高温日２次。

４５ａ持续高温９３次，２１次燉ａ，占高温总数
１２％，持续时间最长的高温是扶风１９９７年７月
１９—３０日共１２ｄ。宝鸡高温持续５ｄ以上３０次。
持续强高温２３次。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高温为５ｄ
（１９６１年６月和２００４年６月）。扶风、宝鸡市区、
眉县易出现持续高温，市区最多共出现６９次，麟
游没有持续高温。持续强高温主要在川道（市区、
扶风、眉县、陈仓），市区最多达１０次，说明城
市热岛效应明显。７月持续高温日最多，占总数
４０％，６月次多占总数３２％。９０％持续强高温集
中在６月和７月，７月最多，占总数５７％。９３次
持续高温过程中，２６次为“桑拿天”，２３次属于
副热带高压控制产生的，对应极端最低气温在２７
ｏＣ以上的天气过程８次。
近年高温频发的原因

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以全球变暖为主
要特征的变化。全球性的气候变暖是由自然的气
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增强的温室效应共同引起的。
丁一汇等［１］研究指出，中国近１００ａ平均地表气
温明显增加，近５０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
度也出现明显变化。气候变率或均方差大小与极
端事件相联系，低气候平均状态下易造成严寒天
气，高气候平均态下易造成高温天气。宝鸡市近
５０ａ气温以０１８ｏＣ燉１０ａ的速度上升，１９９３年以
后气温上升最明显，年极端最高气温也呈上升趋
势，增长率为０１４２ｏＣ燉１０ａ。宝鸡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开始，一直处于高的温度状态，因此大的气
候变率易导致高温酷暑天气。

城市化进程加快，植被减少，城市人口密度
增加，城市热岛效应愈加明显等城市化现象加剧
了极端高温的酷热程度。从宝鸡高温中心可以看

出，高温中心（扶风）是地理状态的自然分布，而
市区高温与城市化和“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宝
鸡高温天气主要影响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当受其
控制时，易出现≥３５ｏＣ的高温闷热天气，日较差
较小（＜１０ｏＣ），会出现“桑拿天”。如２００６－０７－
１３—２０高温天气过程，宝鸡市逐日极端最低气温
≥２５５ｏＣ，日极端最高气温３５ｏＣ左右，日较差最
小仅６５ｏＣ。受副热带大陆（青藏）高压影响时，
易出现干热强高温天气。如２００６－０６－１６—１８持
续强高温天气过程，市区逐日极端最高气温均＞
３８ｏＣ，最高达４１７ｏＣ，极端最低气温均＜２０ｏＣ，
日较差１８ｏＣ以上。宝鸡市强高温８０％是受副热
带大陆高压影响产生的。西高东低气压场形势产
生的偏西风，也是增温的主要原因之一。地面偏
西风流场时，宝鸡最高气温比西安高１～２ｏＣ，通
常宝鸡最高气温低于西安。
小结
５１宝鸡高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川道多于南北
山区（太白没有高温）。高温中心位于扶风，市区
次多。４０ｏＣ以上高温天气宝鸡出现较少。
５２１９６０年以来，宝鸡高温日年变化较大，经历
由多到少再多的趋势变化，目前为逐渐增多的趋
势。高温以００４ｄ燉１０ａ速度增加；强高温以００７
ｄ燉１０ａ速度增加。
５３宝鸡高温在４—９月，７月最多，４月最少；
强高温９月最少，特强高温６月最多。高温集中
在６月中旬—８月上旬。
５４宝鸡高温多为区域性高温，占高温总数
７６％。持续性高温较少，仅占高温总数１２％，扶
风、宝鸡市区、眉县易出现持续高温，扶风最多，
宝鸡市区持续强高温最多。
５５宝鸡高温的主要影响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和
地面的偏西风，大陆高压影响时易产生强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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