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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５０年连阴雪气候概况及特征分析
王川１，徐勇２

（１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陕西省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９６站５０ａ的信息化资料，依据陕西连阴雪定义及等级标准，建
立了陕西省连阴雪气候特征分布数据资料库，为进一步研究连阴雪的天气气候特征打下基础，为
提高连阴雪天气的预报服务能力提供预报思路和依据。陕西省连阴雪气候概况和时空分布特征
为：偏北偏南测站连阴雪过程少，中部较多；连阴雪多发区为陕北南部和关中西北部及商洛地区，
陕南中南部最少；全省年出现区域性连阴雪１～４次，集中在１２－３月；１９５５－２００７年无全省强连
阴雪过程。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２１日出现１９５５年以来全省唯一一次强连阴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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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２日中国北方部分
省份、长江流域及云贵高原和南岭地区发生了一
场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这次极端天气事件
过程具有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灾害影
响极为严重的特点，很多地区为５０ａ一遇，部分
地区为百年一遇。１月１０日至３１日，陕西出现了
持续１８ｄ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过程，造
成大部分地区出现雪灾，积雪、道路结冰对交通
运输影响严重，持续降雪天气对农业生产影响严
重，群众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是陕西省多年来
罕见的一次高影响天气。连阴雪天气引起了气象
工作者的重视。徐亮［１］对青南牧区连阴雪天气做
了初步研究，吴长平［２］对阿坝牧区连阴雪做过初
步研究。陕西对本省连阴雪的研究较少，郭大梅［３］

对陕西一次局地暴雪做了分析。本文对陕西５０ａ
连阴雪天气气候概况及特征做了全面分析，建立
了陕西省连阴雪资料库，为进一步研究连阴雪的
天气气候特征打下基础，为提高连阴雪天气的预
报服务能力提供预报思路和依据。
资料来源和说明
１１资料来源

资料取自陕西省信息中心资料数据库陕西

９７站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的检索数据，包括各站５０ａ
日降水量及每日天气现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数据为
查阅省台数据资料获得，不记入统计数据，将高
山站（华山）剔除，实际为９６站。
１２连阴雪标准

由于陕西没有连阴雪方面的研究分析资料，
参照２００８年７月新颁布的陕西省地方标准
（ＤＢ６１燉Ｔ４４２２—２００８）中陕西连阴雨的定义及
等级，制定陕西连阴雪的定义及等级。
１２１连阴雪标准

ａ）测站连续４ｄ及以上日降雪量大于或等于
０１ｍｍ；

ｂ）测站过程降雪量大于４０ｍｍ。
区域内有５０％及以上的测站同时满足以上

条件，则认定为该区域一次区域性连阴雪。
１２２强连阴雪标准

ａ）测站连续７ｄ及以上日降雪量大于或等于
０１ｍｍ；

ｂ）测站过程降雪量大于７０ｍｍ。
区域内有５０％及以上的测站同时满足以上

条件，则认定为该区域一次区域性强连阴雪。
１２３连阴雪天气结束测站连续２ｄ无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１－０３
作者简介：王川（１９７２—），女，陕西咸阳人，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天气预报及相关科研。

６１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９（３）



于等于０１ｍｍ降雪，则为连阴雪天气结束。区域
内有５０％及以上的测站同时满足以上条件，则认
定为区域性连阴雪天气结束。
１３统计说明

将连阴雪个例分为单站连阴雪、各地区连阴
雪、区域连阴雪、全省连阴雪四类。统计全省９６站
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的降雪资料，按陕西１０地市划分
为１０地区，各地区所辖测站有５０％以上出现连
阴雪天气时，认为是该地区一次连阴雪天气过程。
将陕西分成陕北（２５站）、关中（４３站）、陕南（２８
站）３个自然区域，陕北有１２站、关中２１站、陕南
１４站以上出现连阴雪，则认为是该区域一次连阴
雪天气，２个区域同时满足区域连阴雪标准，则为
一次两区域连阴雪过程，３个区域同时满足区域
连阴雪标准，则为一次全省性连阴雪过程。
连阴雪概况

影响陕西的连阴雪天气强度变化比较大，较
弱的连阴雪过程只涉及几个站，影响范围很小，持
续时间短；强连阴雪过程覆盖全省，影响范围很
大，持续时间长达１０ｄ以上。
２１全省连阴雪气候特征

统计分析全省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单站降雪资料，
发现全省９６站５０ａ均有不同程度的连阴雪天气
出现，但连阴雪情况各站差别很大。从图１可以
看出，出现连阴雪次数最多的为商洛洛南县，９２
次连阴雪，年均１８４次；连阴雪次数最少的为汉
中西乡县，６次连阴雪，年均０１２次。陕北各站
连阴雪分布较均匀，榆林除绥德出现３０次连阴雪
外，其余各站为１４～１９次；延安大部分县站２５～
３８次，南部偏多，其中黄龙４８次，洛川６７次。关
中连阴雪天气自西北向东南递减，渭北各站、宝
鸡西北部各站连阴雪天气出现５０～７９次，较关中
其余地区偏多；渭南各站连阴雪出现２５～４０次，
明显少于宝鸡。陕南各站５０ａ连阴雪分布极为不
均，相邻两县连阴雪次数差别达十倍之多，最多
及最少站均出现在陕南。全省几个连阴雪多发站
依次为洛南、长武、宜君、麟游、宁强、旬邑、永
寿、佛坪（年均１５次以上）。

５０ａ总的趋势为偏北偏南连阴雪过程少，中
部连阴雪过程较多；北部自北向南连阴雪天气逐

图１陕西省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５０ａ连阴雪分布

渐增多，中部西北多东南少，南部连阴雪天气分
布极为不均。全省有２个范围较大的连阴雪多发
区，一是陕北南部和关中西北部的连阴雪多发区，
以长武、宜君、麟游、旬邑、永寿为中心，７４～
７９次；二是商洛地区，以洛南、商南、商州为中
心，７４～７９次。连阴雪过程最少发生中心在陕南
中南部地区，以西乡为中心，６～１５次。
２２各市连阴雪分布特征

统计可知，各市５０ａ连阴雪情况有较大差异
（图２），铜川（４５次）、商洛（４１次）连阴雪天气
较多，汉中（１０次）、安康（１３次）、榆林（１３
次）连阴雪偏少。

图２陕西十市５０ａ连阴雪分布

２３区域性连阴雪年际变化
按陕北、关中、陕南三片划分全省区域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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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雪，５０ａ中，１７ａ全省无区域性连阴雪出现，其
余３４ａ全省均有不同程度区域性连阴雪出现。年
均１～４次，有２１ａ全省仅出现１次区域性连阴
雪过程，占总过程的６２％；９ａ出现２次，占２６％；
３ａ出现３次，占９％；２００１年出现４次，占３％，
但该年未出现全省连阴雪；较多连阴雪出现年份
均在１９９０年后（图３）。

图３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陕西区域连阴雪年际变化

２４区域性连阴雪月际变化
陕西连阴雪集中在每年冬春季节１２—３月

（表１）。陕北１月无区域性连阴雪出现，其余３个
月分布较均匀；关中连阴雪相对集中在１、２月，
陕南连阴雪时间分布较均匀。
表陕西ａ区域性连阴雪各月分布 次
地区 １月 ２月 ３月 １２月
陕北 ０ ４ ６ ４
关中 １０ １２ ５ ６
陕南 ８ ６ ３ ４

２５区域性连阴雪分布
按１次过程出现区域数分类，５０ａ共５２次区

域性连阴雪（表２）。关中连阴雪多于陕北、陕南，
关中、陕南两区域连阴雪多于陕北、关中两区域
连阴雪，陕北、陕南两区域连阴雪未出现。全省
性连阴雪过程共发生３次，分别在１９８９年１月和
２月及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表陕西ａ区域性连阴雪分布 次

区域 陕
北

关
中

陕
南
陕北、
关中

关中、
陕南

陕北、
陕南

全
省

连阴雪 ７１８１１５ ９ ０ ３

２６全省强连阴雪分布
根据陕西强连阴雪定义统计，全省９６站有５

个测站５０ａ无强连阴雪天气出现，分别为安康、
汉阴、旬阳、神木和榆林，９１站不同程度出现了
强连阴雪天气。各站５０ａ出现强连阴雪天气１～
２８次，差异较大，洛南县出现２８次，仅１９８９年
就出现３次。区域强连阴雪极为罕见。１９８９年２
月关中出现１次强连阴雪过程，两片以上区域强
连阴雪只有１９８９年１月关中、陕南出现区域性强
连阴雪（６４站）。全省强连阴雪天气过程１９５５—
２００７年未出现。
历史上几次较强的连阴雪过程
３１２００８年１月全省强连阴雪过程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２１日，陕西出现一次强连
阴雪过程，持续１２ｄ，为１９５５年有气象资料以来
唯一一次全省强连阴雪过程。２２、２３日降雪量级
减弱，但关中、陕南仍有５０％以上站维持００ｍｍ
及以上降雪。２４—２７日，又一次出现全省连阴雪
天气。此次总降雪过程从１月１０—２７日，持续１８
ｄ，为１９５５年以来全省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
的一次降雪过程。过程降雪量全省近半数县市为
１９５５年以来冬季过程降雪最大值，其中陕北南
部、关中大部、陕南部分地方降雪明显，西安、宝
鸡、汉中和渭南部分地区尤甚。持续的低温、雨
雪天气，影响了全省大部分县市，关中、陕南的
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异常偏低，同时积雪覆盖面
积均占全省面积的９０％以上。
３２１９８９年的２次全省连阴雪过程

１９８９年冬季，陕西出现５次较大范围连阴雪
天气，最为明显的是２月１４—２４日及１月３—１４
日的连阴雪过程。２月１４—２４日全省９０站陆续
出现连阴雪，为全省连阴雪过程，５４站出现强连
阴雪天气，关中出现区域性强连阴雪过程，８０％
测站的过程总降雪量仅次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４
日，全省８８站出现连阴雪，为全省连阴雪过程，
６４站出现强连阴雪，关中、陕南同时出现区域性
强连阴雪，过程降水量及覆盖范围仅次于２００８年
１月和１９８９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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