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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秦巴山区胡蜂爆发的气象条件分析
吴利强１，李娜１，李再刚２，王大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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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５年陕南秦巴山区胡蜂爆发伤人事件，主要分布于安康山地丘陵地带。２００５年春暖高
温和夏凉多雨的气候条件，对该地区胡蜂大量繁殖比较有利，胡蜂越冬休眠期缩短９～１２ｄ，春季
胡蜂始见期提前２０～３０ｄ。春暖夏凉是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安康胡蜂连续爆发的主要气候因素。
关键词：胡蜂；气候条件；生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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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陕南安康市的各县区连续遭受胡蜂
突袭事件，至１１月全市各级医院共收治胡蜂蛰伤
病患者７１５人，死亡３７人。随后相继在陕西汉中、
商洛和重庆遂宁等地报道胡蜂伤人事件。通过对
胡蜂筑巢地区的地理环境调查分析证实，除生态
环境与人为因素外，气候变化是影响胡蜂繁殖的
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根据胡蜂调查资料与气象资
料对比分析，探索胡蜂大量繁殖与气象条件的关
系，为胡蜂防控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胡蜂生物学特性

胡蜂属群居性昆虫，由蜂王、工蜂和雄峰组成，
胡蜂一生包括卵、幼虫、蛹和成虫４个虫态。一年
三代，越冬后蜂王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和补充营养
后，寻找适宜的场所营巢，边筑巢边产卵。当第一
代工蜂羽化并参与内外勤活动后，蜂王产第二代
卵。胡蜂群势差异较大，大多由１００～１０００只组
成，多的达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只，胡蜂食性广，以蠕虫
类、半水生类昆虫为主。胡蜂尾部产卵器形成的锋
利蛰针上连毒囊，分泌出的毒液含有多种多肽、酶、
生物胺、胆碱、甘油等和１９种游离氨基酸等。组
成蜂毒的多肽类物质中，蜂毒肽的含量最高，约占
干蜂毒的５０％，具有致溶血、出血和神经毒作用。
被胡蜂蛰伤后，会产生过敏性昏迷，导致人体心脏、
肝、肾脏等器官的衰竭而死亡。

年陕南秦巴山区胡蜂爆发的气象条件
胡蜂为半冬眠昆虫，秋季气温稳定下降到１０

ｏＣ以下，蜂王停止产卵，减少或停止活动，气温稳
定下降到５ｏＣ以下，胡蜂抱团越冬休眠约１１５ｄ。
秦巴山区２００４年秋季１０月下旬胡蜂停止产卵，
比常年提前６～１８ｄ，抱团越冬休眠７６～１０３ｄ，比
常年缩短９～１２ｄ。越冬期间，平均气温、平均最
高气温分别比常年偏低０７ｏＣ、１４ｏＣ，而平均最
低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分别比常年偏高１１ｏＣ和
４～７ｏＣ，是１９５３年以来的次高值。越冬休眠期缩
短，最低气温偏高，对胡蜂安全越冬存活较为有
利。

胡蜂４月中旬气温稳定在≥１０ｏＣ时出巢活
动取食，５月上旬气温稳定在≥１５ｏＣ时产卵羽化，
２００５年陕南秦巴山区胡蜂出巢活动取食始见期
为３月下旬，产卵羽化始见期为４月中旬，分别
比常年提前２０～３０ｄ。３月下旬至５月上旬，平均
气温比常年偏高０３～２３ｏＣ，４月升温幅度最
大，温度正距平为３４～４５ｏＣ，为历年同期罕见。
持续偏暖期间３—５月降水相对较少，季雨量１１０
～２１０ｍｍ。由于春暖，雨量适中，为胡蜂繁殖期
提前、数量增加提供了良好的气候生态环境，是
胡蜂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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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近５０年秋季降水气候变化及趋势分析
贾金海，张永红，葛徽衍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采用渭南市各县、市、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４５ａ资料，分析渭南市秋季（８月下旬—１０月中
旬）降水总量和雨日分布状况、年际变化。结果表明，渭南市秋季降水总量呈南多北少的分布，华
县最多，为１８２ｍｍ；大荔最少，为１５８ｍｍ。渭南市秋季平均雨日２１ｄ，最多３３ｄ，出现在１９６４
年和１９８３年；最少为１０ｄ，出现在１９９６年。空间分布特点是各县（市、区）秋季雨日差别不大，
南部平均２２ｄ，北部平均２０ｄ。近年秋季降水总量和雨日处于高值期。
关键词：秋季降水；气候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６６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秋季渭南均出现了严重的
洪水灾害，分别造成２３亿元和１０亿元的损失。了
解掌握秋季降水规律及其变化，对科学指挥防汛
决策及农业生产安排农事有重要意义。
资料及来源

采用渭南市各县（市、区）降水资料，计算
渭南市秋季（８月下旬—１０月中旬）降水量及日
数，资料年代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资料来源于陕西
省气象资料档案馆。
结果与分析
２１秋季降水总量分布

渭南市秋季降水总量分布整体呈南多北少，

华县最多，达１８２ｍｍ；大荔最少，为１５８ｍｍ。渭
河平原１７２～１８２ｍｍ，渭北平原和渭北高原１５８
～１７３ｍｍ。以距平百分率≥２０％为偏多，≤－
２０％为偏少，＞－２０％及＜２０％为正常划分，８月
下旬到１０月中旬，偏多年份４５ａ中有１０ａ，占
２２２％；偏少年份１８ａ，占４０％；正常年份占
３７８％。
２２降水变化分析

为便于比较，以５ａ为一个时期，将４５ａ划
分为９个时期，分别计算各时期的平均降水量。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的４５ａ间，有３个多雨时期，分别
为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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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最高气温分别比常年同期偏低３０ｏＣ、４０ｏＣ、
７０ｏＣ，是１９５３年以来少有的夏凉阴雨天气，降
雨量超过４００ｍｍ的站点达１６个，超过７００ｍｍ
的有５个（含雨量观测点），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偏
多５０％～８０％。另一方面，降雨分布均匀，没有
较大强对流天气出现，凉爽阴雨天气不仅对胡蜂
繁殖有利，也有利于胡蜂食物的繁殖，为胡蜂提
供充足的食物资源。因此２００５年胡蜂筑巢产卵量
多，繁殖羽化速度快，爆发面积大，危害范围广。
秋季（９—１０月）是胡蜂采食活动与交尾最适宜、

最繁忙的季节。２００５年９—１０月气温为１２～２３
ｏＣ，较常年偏高００～１０ｏＣ，降水量２８０～４１０
ｍｍ，较常年多２０％～５０％，秋暖、雨多对胡蜂采
食活动与交尾比较有利，晚秋１１月气温正常偏
高，雨量偏少，胡蜂正常进入休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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