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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４０年雪灾特征分析
葛徽衍，张永红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采用陕西省７８个代表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４０ａ冬季（当年１２月—次年２月）逐日降水资料，
分析陕西省４０ａ中雪以上等级造成的雪灾特征，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由于受气候变暖的影响，
冬季降雪特征发生明显的变化，大雪、暴雪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呈增加趋势，对冬季设施
农业生产及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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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的迅猛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
整，冬季大雪和暴雪给交通运输和人们出行旅游
以及设施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陕
西“米字形”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迅
猛发展，大雪以上天气就有可能给公路、铁路、民
航等交通、旅游、设施农业造成严重灾害。２００７
年１月１—３日宝鸡市的歧山、麟游、凤翔、千阳、
陇县，咸阳北部的长武、旬邑及西安的周至等地
都出现了大到暴雪，最大永寿７６ｍｍ，陇县降雪
３９ｍｍ，为了运输安全，部分公路交通被迫封闭。

有关雪灾的研究国内比较多，主要集中在青
藏高原牧区雪灾及内蒙雪灾的研究，大部分为雪
灾伴随的气温冻害引起的财物和牲畜损失［１－８］。
陕西雪灾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分析陕西省给交
通及设施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中雪、大雪、暴雪
的降雪特征，年代际变化、危害影响及评估。研
究符合中国气象事业“安全气象”的要求，为人
们的出行安全，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运输及
设施农业生产提供第一手气候资料，特别是公路
的交通安全提供有利的气象保障。
资料及其来源

采用陕西省７８个气象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冬季

（１２月—次年２月）逐日降水资料分析，资料来源
于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资料档案馆。

按照降雪等级标准，分析中雪以上降雪的影
响及变化特征，中雪为２５ｍｍ≤牂＜４９ｍｍ，大
雪为５０ｍｍ≤牂＜９９ｍｍ，暴雪为牂≥１００ｍｍ
３个等级。
结果与分析
２１降雪的时空分布特征

中雪的空间区域分布状况由图１可知，陕北、
宝鸡西南及汉中的西北部为低频区，低值中心在
榆林西北部和宝鸡西南部。铜川西部和咸阳北部、
商洛至西安的秦岭山脉中东部为中雪频率的高值
区，汉中西南和安康南部亦为高值区，高中心在
商州和陕西最南端。

大雪的空间区域分布状况由图２可看出，大
雪频率的低值区域仍然在陕北和宝鸡南部。低值
中心在榆林的定边和宝鸡的凤县。高频率出现３
个带状分布，一个在铜川东部到韩城，一个在秦
岭山脉的中东部，一个在汉中南部至安康南部。

暴雪的空间区域分布状况（图３）可看出，全
省呈明显的西北少，东南多的分布格局，榆林全部
和宝鸡北部最少。商洛、安康、汉中的东南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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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陕西省中雪频率分布图 图２陕西省大雪频率分布图 图３陕西省暴雪频率分布图

从降雪的时间分布（图４）看，陕西全省出现中
雪、大雪、暴雪天气最多的都在２月，其次为１月。

图４陕西中雪、大雪和暴雪月际分布

暴雪为０１１次燉ａ、大雪为０４２次燉ａ、中雪为
１０７次燉ａ。
２２年代际变化
２２１暴雪的年代际变化对于暴雪而言，陕北
的倾向率为负值，是减少的趋势；关中、陕南是
增加的趋势，预示着未来陕西的中部和南部暴雪
是增多的。从年代变化来看（表１），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频次最低，７０年代各地市暴雪发生频次多于６０
年代，８０年代较７０年代有所下降，９０年代情况
有些变化，汉中、铜川达到最高、商洛与７０年代
持平，其余地市低于７０年代。全省平均是略微增
加的。

表暴雪、大雪和中雪频次年代际变化及气候倾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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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北

关

中

陕
南

榆林 ００１６０７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８７００１７１１３００１６０６７－０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０４
延安００２０３６１０００１３０５７１４３００２０３８１３０００４０３８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２－００１
铜川 ００６０１４７０１００８３２２０００９０１８００１７０７７１２２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２
宝鸡００２０３６１４８０２００３９１６０００８０７４１２２０１２０５３１４６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４
咸阳００５０４５１７７０１８０５７２０９００６０９０１６４０１３０７５１３６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７
西安００８１０３２０００３００９０２３５０２５０８７２０３０２２０８５１１８００３ －００６－０２８
渭南００８０６７１９５０１７１１３３１３００７０９５２７５０１３０８４２１２ ０ ００３ ００１
汉中０１６０７９１６４０１９０６０１６７００９０８８２１１０３２０７２１７３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７
安康０２８０９６１８６０５００８２１９７０４０１０９２０７０３３０８３２１９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商洛０４０１０８１８００４８１４２２２８０２９１２２２４５０４８０８２１７７０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全省 ０１１０６５１５７０２３０７６１９６０１３０８１１８５０１９０６７１４７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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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暴雪１０ａ出现不足１次，关中的暴雪１０
年出现１次，陕南的暴雪１０年出现４次。
２２２大雪的年代际变化从全省平均状况而
言，大雪呈增加的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雪出现
的频率最高，７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次之，６０年代最
低。分区域而言，陕北大雪是减少的趋势，其气
候倾向率为负值；关中地区除西安外，大雪频率
是增加的趋势，其气候倾向率为正值，其中咸阳
的增加最为明显；陕南三市，汉中大雪的气候倾
向率为正值，安康和商洛为负值，呈减少的趋势。
２２３中雪的年代际变化从全省范围而言，中
雪的气候倾向率为正值，是增加的趋势。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大雪出现的频率最多，８０年代次之，６０年
代和９０年代最少。按不同的区域来分析，陕北榆
林中雪的气候倾向率正值，延安为负值；关中地
区除渭南外，中雪的气候倾向率为负值，是减少
的趋势；陕南三市中雪的气候倾向率均为正值，呈
略有上升的趋势。
２３雪灾影响及危害
２３１降雪会使日光温室的膜面积雪，影响太阳
的直射和散射光照的透光率，直接危害设施农业
内部作物的正常生长，降低温室内温度。大雪以
上的降雪可能毁坏棚膜、压塌日光温室，致使棚
内植物受冻而死，出现棚毁菜亡的危害。
２３２大雪以上降雪伴随低温，使输电线路上面
积雪、积冰，导致线路中断或跳闸，危害电力传
输的安全，危及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
２３３中雪以上降雪伴随低温，使道路积雪、积
冰，对交通运输，尤其是城市交通和山区公路交
通安全有重要影响。大雪、暴雪造成交通事故多
发，使山区公路和高速公路被迫关闭。暴雪使火
车和民航晚点和停运。

中雪以上降雪对陕西交通运输影响和危害最
严重的是西安—商洛的３１２国道和２１０国道关中
—秦岭段。影响最小的是横贯榆林的３０７国道。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３１暴雪陕北、宝鸡西南及汉中西北部为低频值
区，低值中心在榆林西北部和宝鸡西南部。铜川
西部和咸阳北部、商洛至西安秦岭山脉中东部为

中雪频率高值区，汉中西南安康南部亦为高值区，
高中心在商州和陕西最南端。
３２大雪频率的低值区仍然在陕北和宝鸡南部。
低值中心在榆林的定边和宝鸡的凤县。高频率出
现三个带状分布，一个在铜川东部到韩城，一个
在秦岭山脉的中东部，一个在汉中南部至安康南
部。
３３中雪全省呈明显的西北少，东南多的分布格
局，榆林全部和宝鸡北部最少。商洛、安康、汉
中的东南部最多。中雪以上降雪主要出现在２月。
３４随着气候变暖，暴雪极端天气有增加的趋
势，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３５了解降雪气候频率，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道
路积冰预警信号，在中雪以上降雪天气尽量减少
出行并注意交通安全。交通管理机构雪天加强监
测，适时封闭高速公路，以减少明显降雪带来的
交通事故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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