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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气温气候特点及成因分析
张淑敏

（铜川市气象局，陕西铜川７２７０３１）
摘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铜川３站４０ａ实测气温资料，结果表明：铜川３站气温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变化平稳，９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３年明显变暖，北部山区增暖显著；全市没有出现过
４０ｏＣ以上的高温天气，北部最高气温仅有３３５ｏＣ，夏季北部凉爽，冬季中部严寒；地理地形原因
导致北部山区在有冷空气活动时提前１ｄ降温，且降温幅度大于中南部，气团稳定控制时北部的
最低气温高于中部；日较差３—６月偏大、９月最小；气候季节呈现冬季长，其他季节偏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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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位于陕西中北部，境内地形复杂，西部
和北部是广阔的山区，中部和东部是地势起伏不
平的沟原相间的残原区，南部是地势较平的台原
区，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四季分明。利用铜
川３个观测站１９６４—２００３年４０ａ逐日地面气温
观测资料，按照地域地形作了日、月、季、年变
化分析，旨在揭示铜川气温的变化特征，对气温
预测预报提供参考依据。
铜川气温周期变化分析
１１气温的年变化
１１１年平均气温变化全市４０ａ平均气温为
１０８ｏＣ，北部宜君为９３ｏＣ、中部铜川１０６ｏＣ、
南部耀州区１２５ｏＣ，呈现北部低，中部次之，南
部最高的分布特征。变化呈震荡缓慢上升趋势，震
荡具有３～５ａ周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
初，变化平稳，１９９３年以后气候变暖，气温急剧
升高，北部山区增暖明显。１９６４—１９９３年平均气
温距平值在００～－０４ｏＣ，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距平
值达０６～０７ｏＣ，说明气温前期变化平稳，后期
升温显著。
１１２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全市年平均最高
气温呈现北部低，中部次之，南部较高的分布规律，
最低气温南部的耀州区居高，中、北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前期，中部略高于北部，９０年
代中后期到２００３年，中北部接近，个别年份中部
低于北部。最高最低平均气温１９６４—１９９３年距平
为负值，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出现了大幅升温阶段，距平
升至０６～０８ｏＣ，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一致。这
种时空变化为气温预报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表铜川、宜君、耀州年平均气温和温度距平ｏＣ

年代
铜川 宜君 耀州区

温度距平温度距平温度距平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１０５－０１８９－０４１２４－０１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１０６００９１－０２１２３－０２
１９８４—１９９３１０４－０２９２－０１１２３－０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６１０００７１３１０６

１１３年极端最低最高气温全市极端最低气
温出现在１、１２月，最高在６月中下旬。北部宜
君最低气温为１９５６年１月７日的－２１０ｏＣ，铜
川和耀州区均出现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分别为
－２１８ｏＣ和－１７９ｏＣ。４０ａ来有３０％的年份铜
川极端最低低于海拔高、纬度偏北的宜君；全市
没有出现过４０ｏＣ以上的高温天气，北部宜君的极
端最高气温仅１９７４年０６月１６日为３３５ｏＣ。冬
季有时中部更严寒，夏季则是北部更凉爽，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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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比较炎热，因此宜君有“中国避暑城”美称。
１２气温月季变化
１２１平均气温铜川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气温月季变化明显。春季气温回升快，月
升温超过５ｏＣ；夏季稳定，变化幅度为全年最小，
７月属全年最高；秋季下降迅速，１０—１１月降温
７ｏＣ左右，最为严重，降温高于春季的升温幅度；
冬季严寒干燥，最冷为１月，即季节转换气温的
不稳定性更明显。年较差自北向南依次增大，验
证了铜川凸地的年较差小于凹地的年较差。
１２２极端最高最低气温铜川３站极端最高
气温均出现在初夏的６月，中南部４—１０月极端
最高达到３０ｏＣ以上，北部５—９月才有３０ｏＣ以上
的气温出现。极端最低气温中南部出现在１２月，
北部在１月，极端最低小于０ｏＣ月份在１０月至次
年４月，该时段冷空气活动频繁。

１３气温日变化分析
气温的日最高值出现在１４时左右，最低值出

现在日出前后。中部铜川日较差最大，北部宜君
最小。３—６月冷空气活动频繁，天气晴朗，湿度
偏小导致日较差偏大，最大为寒潮侵袭的时候；９
月多连阴雨天气，多云高湿致使日较差最小。
气温非周期性变化规律分析
２１气温的非周期变化引起四季分布的不规律

铜川境内地形复杂，气温变化不规律。以５ｄ
滑动平均气温稳定≥１０ｏＣ为冬季结束、春季开
始，稳定＞２２ｏＣ为春季结束、夏季开始，≤２２ｏＣ
为夏季结束、秋季开始，＜１０ｏＣ为秋季结束、冬
季开始的气候学标准划分季节，铜川３站均呈现
冬季长，其他季节短的特点，３站各季入季时间有
很大差异（表２）。

全市春季平均入季时间在４月左右；平均季

表铜川、宜君、耀州入季时间、平均季长、季平均气温统计表

季节 气象站 入季时间燉（月－日）
最早入季日期 最晚入季日期 平均入季日期 平均季长燉ｄ 季平均气温燉ｏＣ

铜川 ０３－２３ ０４－２９ ０４～０５ ７２ １６０
春季 宜君 ０３－２６ ０５－０５ ０４－１５ ５８ １５２

耀州 ０３－０８ ０４－１５ ０３－３１ ５９ １５９
铜川 ０６－０１ ０７－１６ ０６－１６ ６５ ２３１

夏季 宜君 ０５－２７ ０６－２６ ０６－１２ ６７ ２０８
耀州 ０５－０９ ０６－１７ ０５－２９ ９８ ２４３
铜川 ０８－０７ ０９－０８ ０８－２０ ６５ １５６

秋季 宜君 ０７－２６ ０９－０９ ０８－１７ ６２ １４８
耀州 ０８－２０ ０９－１８ ０９－０３ ５７ １５７
铜川 １０－０９ １１－０６ １０－２４ １６３ １３

冬季 宜君 １０－０１ １１－１５ １０－１７ １７８ １２
耀州 １０－１３ １１－１６ １０－２９ １５１ ２５

长５８～７２ｄ，中部春季最长，南北较短；季平均
气温１５２～１６０ｏＣ。夏季入季时间在５月末到６
月上中旬；季长６５～９８ｄ，南部比中北部偏长１月
之多；季平均气温２０８～２４３ｏＣ，特别的是北部
宜君夏季平均气温不足２２ｏＣ，这主要是由于宜君
进入夏季之后降水增多，而降水之后，有时日平
均气温仅有１５ｏＣ左右。秋季平均入季南部偏晚，
北部略早，南北相差２０ｄ左右；平均季长５７～６５
ｄ，平均气温在１５ｏＣ左右，比春季略偏低，大多
年份是连阴雨导致的持续低温造成的。１０月中下
旬全市均进入冬季，加之入春晚，使得冬季显得

尤其漫长，平均季长达１５１～１７８ｄ，占了年均日
数的４１％～４９％；季平均气温１２～２５ｏＣ，中北
部非常接近，南部偏暖，但均处在０ｏＣ以上。
２２影响系统的变化造成铜川气温南北差异呈
现出不规律变化

观测资料显示，有冷空气活动时，全市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天气，降温幅度北部大于中南
部，最高气温降温时段全市基本一致，而最低气
温普遍存在北部比中南部提前１ｄ；冷空气影响过
后，最高气温全市升温时段一致，但保持北部整
体偏低，中南部十分接近，而最低气温北部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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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超前，升温强度大，气团变暖以后，北部的
最低气温要比中部的铜川明显偏高，个别时间会
比南部的耀州区还高，掌握这一特点对铜川的短
期温度预报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１９日、２５日均有冷空气活
动（图１），冷空气入侵当天，北部的宜君开始降

温，而中南部都是在第２天降温，降温幅度也是
北部大于中南部。９日宜君从１７５ｏＣ降到了－
２９ｏＣ，降了２０４ｏＣ；中部从１２７ｏＣ降至０１
ｏＣ，降了１２８ｏＣ；南部降幅更小，从１４９ｏＣ降至
４５ｏＣ，仅降了１０５ｏＣ。天气平稳时段，北部最
低气温几乎全部比中部高，个别日期比南部还高。

图１２００５年４月铜川３站最高最低气温日变化

特殊的地形分布是造成铜川气温变化不规律
的主要原因

铜川最高气温遵循南部高、中部次之、北部
低的分布特点，而最低气温则出现了较大的反常，
主要是地形引起的。铜川北部的宜君位于子午岭
的南端，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山梁上，海拔约
１３９４ｍ，比邻近县市高３００ｍ以上，境内山峦起
伏，又无地形阻挡，北部冷空气扩散南下时易于
首先侵入，造成降温比偏南的地方早１ｄ；当气团
变性后，由于暖空气抬升，沿山爬升至一定高度
（这个高度是不是平均逆温层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使宜君站点的最低气温往往高于中部的铜川。
南部的耀州区，处在关中盆地喇叭口北侧峡谷区
的地势攀升地带，北来的冷空气到达后大多变性，
降温幅度明显小于中北部；而气团稳定控制时，其
地形与关中盆地相似，气温变化与西安站比较接
近。铜川站地处辖区中部的川道，北有云梦山，海
拔１４４０ｍ，西北有金锁关镇，海拔１４２８４ｍ，
东、南远离关中盆地，周围环绕着高出２００ｍ左
右的山丘，冷空气入侵时受山脉遮挡，降温迟缓
并降幅偏小，但是当气团稳定时，由于冷空气下
沉、暖空气上升，导致了低谷处的铜川总是在没
有明显冷空气活动时最低气温低于北部海拔高、

纬度偏北的宜君，这一结论对预报温度有实际参
考意义。
结论
４１铜川气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变
化平稳，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以来，气候显著变暖，气
温急剧升高，北部山区增暖明显。
４２全市没有出现过４０ｏＣ以上的高温天气，北
部未出现过３５ｏＣ以上的最高气温。春秋季气温升
降快，冬夏季变化平稳，反映了季节转换气温的
不稳定性更明显。中部气温的日较差最大，南部
次之，北部山区最小，这是由铜川独特的地势地
貌决定的。
４３铜川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测预报，由于受地
形地貌的影响，具有不规律变化，突出特点是天
气变化平稳时，北部最低气温呈全市最高，中部
为最低，南部次之，最高气温分布依然是北部最
低、中部次之、南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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