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榆林金鸡滩低空风温特征分析
何晓嫒，陈建文，胡琳，孙彬彬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根据金鸡滩１５００ｍ内小球测风、低探空资料和同期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计算分析了本
区域观测期间低空风温特征及不同稳定度下的风速廓线和温度廓线特征。分析表明：冬季观测期
间受西北冷平流控制，近地层主要盛行ＳＥ风；夏季槽前不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近地层风向多变；
低空各主要高度层风速均较大，冬季大于夏季；接地逆温和低空逆温出现频率均较低，厚度较小，
冬季强于夏季，出现在中性和稳定层结下的夜间，逆温层上部存在明显的风速切变。
关键词：低空；逆温；稳定度；风速廓线；温度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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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滩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端的榆阳区，即东
经１０９°４８′、北纬３８°２９′，海拔１２１５ｍ，南距榆
林市约２０ｋｍ，地势平坦。根据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９日
—３１日和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４日双经纬仪小球测
风、低探空资料和同期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分析
近地层（１５００ｍ）内各主要高度层风向分布及风
速随高度变化特征、温度场基本特征及逆温分布
特征、不同稳定度下的风速廓线及温度廓线特征，
了解沙漠区域低空风、温分布规律。稳定度分类
采用Ｐａｓｑｕｌｌ方法，利用现场观测的总云量、低云
量、风速和太阳高度角分类。

观测期天气气候背景
冬季观测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见图１），

本区域受西北冷平流的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其
中２１日有浮尘，２７日和３１日出现扬沙天气。

夏季观测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图２）巴
湖为冷槽，槽前不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本区域
天气阴晴相间。其中２—４日、８—９日和１３—１４
日出现雷阵雨天气，其余时间天气晴好。
低空风分布特征
２１风向

冬季观测期间，低空主导风向在５０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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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破茧上升土表、化蛹、羽化、产卵及孵化，也
利于粘虫成虫羽化。当年，眉县境内小麦吸浆虫
发生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７６％，粘虫危害玉米
８３２％。１９７８年春季气温显著偏高、湿度明显偏
小、旱情严重，导致棉红蜘蛛普遍发生。７０年代
眉县气候总的趋势是秋季温度偏高，气温下降慢，
冬季气候变暖，次年春季气温稳定回升，导致棉
铃虫的越冬基数增大、成活率增高。
结论
３１暖冬天气是导致来年病虫害大发生的主要
气象因素。由于寒冷的冬季致使许多菌源、虫卵、
孢子被冻死，从而堵绝了病虫害发生的源体，而

暖冬天气为病虫害顺利越冬提供了便利条件。眉
县较严重的１９种病虫害都与暖冬天气有关。
３２春季升温早的年份，病虫害发生时间提前，
从而危害时间更长、危害更大。这些年份主要防
治麦蚜和棉红蜘蛛。
３３春季日照与害虫的趋光性关系密切，低温寡
照利于非趋光性害虫的取食、栖息、交尾、产卵
等行为，对趋光性害虫则相反。低温寡照年主要
防治小麦条锈病、金龟子、小麦吸浆虫。
３４涝年是病害发生的流行年，也是喜湿性害虫
发生的有利年，主要预防玉米大小斑病、水稻白
叶枯病、棉花枯黄萎病、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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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冬季观测期间（２００６－０３－１９—３１）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

图２夏季观测期间（２００６－０７－０１—１４）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

以Ｎ为主，在１００～２００ｍ转为以ＥＳＥ为主，３００

ｍ以上则为ＳＥ。夏季观测期间，在较低层以偏西
风为主，在较高高度转向偏东方向，即按顺时针
偏转（表１）。可见，冬季在西北冷平流的控制下，
近地层主要盛行ＳＥ风；夏季槽前不断有冷空气
分裂南下，近地层风向多变。
２２风速

冬季０７时风速最大，为８６ｍ燉ｓ，１７时最小
为３９ｍ燉ｓ。风速随高度变化，５０ｍ风速最小，为
３０ｍ燉ｓ；之后随着高度增加，风速增加较快；３００
ｍ后，风速则缓慢波动增加；到９００ｍ达到极值
８１ｍ燉ｓ；之后小幅波动下降。各高度风速主要集
中在３０～５９ｍ燉ｓ间，其中５０ｍ高度１～２９
ｍ燉ｓ最多，没出现大于８ｍ燉ｓ的风。大于１０ｍ燉ｓ
的风主要出现在３００ｍ以上。

夏季１９时风速最大，为５２ｍ燉ｓ，１１时最小
为３７ｍ燉ｓ。２３—０２时为次高峰，为５１ｍ燉ｓ。风
速随高度变化，５０ｍ风速最小，为３０ｍ燉ｓ；之
后随着高度增加，风速增加较快；３００ｍ后，风速
则缓慢波动增加；４００ｍ达到极值５２ｍ燉ｓ；之后
则小幅波动下降。５０ｍ高度风速主要集中在１～
２９ｍ燉ｓ，没出现大于８ｍ燉ｓ的风；其它高度风速
主要集中在３０～５９ｍ燉ｓ，其次为１～２９ｍ燉ｓ。
５０ｍ高度没有出现大于８ｍ燉ｓ的风。

表观测期间各主要高度层主导风向

高度燉ｍ
冬季观测期间 夏季观测期间

主导风向 次多风向 主导风向 次多风向
５０ Ｎ ＮＮＥ Ｎ、ＷＮＷ
１００ ＥＳＥ ＮＮＥ ＷＮＷ ＮＮＥ
２００ ＥＳＥ Ｓ ＷＮＷ ＮＮＥ
３００ ＳＥ Ｓ Ｎ、ＮＮＥ
５００ ＳＥ ＳＳＥ Ｎ Ｅ
７００ ＳＥ ＳＳＥ ＮＥ ＥＮＥ
１０００ ＳＥ ＥＳＥ ＮＮＥ、ＥＮＥ
１５００ ＳＥ ＥＳＥ ＥＳＥ ＷＳＷ

大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水平扩散。本区域低空
风速相对较大，且冬季大于夏季，表明该区域水
平扩散能力较强，冬季强于夏季。
低空温度分布特征
３１基本特征

冬季观测期间，从地面到１５００ｍ高度层，日

平均气温变化范围为７２～－２５ｏＣ，最低气温出
现在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６５～１４０ｍ；白天变化
范围为１００～－２４ｏＣ，最低出现在１５００ｍ，最
高出现在地面；夜间变化范围为６５～－２３ｏＣ，
最低出现在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１５５～２２０ｍ。各
时刻变化范围为１４０～－４８ｏＣ，最低出现在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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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１４时，地面。
夏季观测期间，从地面到１５００ｍ高度层，日

平均气温变化范围为２３７～１２０ｏＣ，日平均最低
气温出现在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地面；白天变化
范围为２５８～１２５ｏＣ，最低出现在１５００ｍ，最
高出现在地面；夜间变化范围为２１８～１１３ｏＣ，
最低出现在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７５～１４５ｍ。各
时刻变化范围为２７６～９８ｏＣ，最低出现在２３
时，１５００ｍ；最高出现在１４时，地面。
３２逆温特征
３２１逆温的时间变化特征冬季，接地逆温从
１９时开始形成，强度很小，厚度仅２０～４０ｍ；２１
时加强，但厚度并不大；２３时接地逆温强度稍有
减弱，但厚度增加；０２时和０７时逆温强度和厚度
都维持较大值，０７时接地逆温强度最大，平均９９
ｏＣ燉ｈｍ，平均厚度１８１１ｍ；０９时接地逆温开始消
失，并抬升为较强的低空逆温。夜间２１时常出现
较强的低空逆温，底高在１２５０ｍ，厚度很小，维
持时间也很短。

夏季，接地逆温从２１时开始形成，强度很小，
厚度小于１００ｍ；２３时进一步加强，形成一天中
最强逆温，同时逆温厚度有所增加，平均强度４６
ｏＣ燉ｈｍ，平均厚度１１９２ｍ；０２时和０７时强度和
厚度都维持较大值；０９时接地逆温开始消失，并
抬升为弱低空逆温。
３２２逆温的空间变化特征冬季接地逆温平
均出现频率３３０％，平均强度６ｏＣ燉ｈｍ，最大强
度１０ｏＣ燉ｈｍ，顶部高度在４００ｍ以下均有出现。
厚度在１００～２００ｍ的接地逆温出现频率最高，
其次为２００～３００ｍ，４００ｍ以上基本不出现。低
空逆温出现频率１３４％，平均强度２９ｏＣ燉ｈｍ，各
高度均有出现。底部高度在１００～２００ｍ之间的
低空逆温出现频率最高，为７２％；平均强度３６
ｏＣ燉ｈｍ，最大强度４ｏＣ燉ｈｍ。底部高度在１００ｍ以
下为其次，频率３１％；平均强度２７ｏＣ燉ｈｍ，最
大强度３７ｏＣ燉ｈｍ。

夏季接地逆温平均出现频率１０１％，平均强
度３９ｏＣ燉ｈｍ，最大强度９７ｏＣ燉ｈｍ，厚度均在
２００ｍ以下。低空逆温平均出现频率１５％，平均
强度２８ｏＣ燉ｈｍ。在各高度均有出现，但频率较

低，底部高度在１００～３００ｍ的低空逆温出现频
率最高，为４５％；平均强度３０ｏＣ燉ｈｍ，最大强
度３２ｏＣ燉ｈｍ。
不同稳定度下的风速廓线及温度廓线特征
４１冬季观测期间

从图３看，不稳定Ａ－Ｂ类条件下，地面至
１５００ｍ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率０８５３３ｏＣ燉
ｈｍ，平均风速６２ｍ燉ｓ，地面至３００ｍ风速随高
度迅速增大，随后风速随高度缓慢波动增大。弱
不稳定Ｃ类地面风速较大，地面至１５００ｍ温度
随高度递减，递减率０９６６７ｏＣ燉ｈｍ，平均风速为
５９ｍ燉ｓ，风速随高度波动变化，但整层风速变化
不大。中性Ｄ类近地层存在接地逆温，平均厚度
１００ｍ，平均强度１５ｏＣ燉ｈｍ，地面至１５００ｍ平
均风速３４ｍ燉ｓ，接地逆温层内风速随高度迅速
增大，逆温层以上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率０６５７
１ｏＣ燉ｈｍ，风速切变发生在逆温层顶。稳定ＥＦ类
地面风速相对较小，近地层接地逆温较强，平均
厚度１８０ｍ，平均强度２８ｏＣ燉ｈｍ，地面至１５００
ｍ平均风速７７ｍ燉ｓ，接地逆温层内，风速随高度
迅速增大，逆温层以上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率
为０７５７６ｏＣ燉ｈｍ，风速切变发生在８００～９００ｍ
高度，往上风速逐渐减小。

图３冬季观测期间不同稳定度下的低空风速廓线
（ａ）及温度廓线（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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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夏季观测期间
不稳定Ａ－Ｂ类条件下，地面至１５００ｍ温度

随高度递减，递减率０７３３３ｏＣ燉ｈｍ，平均风速
３６ｍ燉ｓ，地面至１５０ｍ风速随高度迅速增大，随
后风速随高度缓慢波动增大。弱不稳定Ｃ类地面
风速较大，地面至１５００ｍ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
率０８４００ｏＣ燉ｈｍ，平均风速５１ｍ燉ｓ，地面至６５０
ｍ风速随高度波动增大，随后风速随高度波动减
小，风速切变发生在５５０～６５０ｍ高度，但整层风
速变化不大。中性Ｄ类近地层一般存在较弱的接
地逆温，逆温层以上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率
０７２６７ｏＣ燉ｈｍ，地面至１５００ｍ平均风速
４６ｍ燉ｓ，风速切变发生在２５０ｍ高度，２５０ｍ内
风速随高度迅速增大，随后又迅速减小，７００ｍ缓
慢波动减小。稳定ＥＦ类地面风速相对较小，近
地层接地逆温较强，平均厚度９５ｍ，平均强度
２６ｏＣ燉ｈｍ，逆温层以上温度随高度递减，递减率
０８０００ｏＣ燉ｈｍ，地面至１５００ｍ平均风速５３ｍ燉
ｓ。风速切变发生在５００ｍ，５００ｍ内风速随高度
迅速增大，往上又迅速减小，７００ｍ以上风速变化
不大（图４）。

图４夏季观测期间不同稳定度下的低空风速廓线

可见，边界层内，在Ａ－Ｂ类层结条件下，无
论冬夏，温度层结均接近于干绝热大气，风速较
大，并随高度递减；Ｃ类温度层结与Ａ－Ｂ类基本
一致，但温度递减率更大，风速略小于Ａ－Ｂ类，
冬季整层风速变化不大，夏季５５０～６５０ｍ高度

存在风速切变，下部风速随高度迅速增大，上部
则正好相反；Ｄ类一般会有接地逆温出现，逆温层
以上为不稳定层结，风速切变发生在逆温层顶；Ｅ
－Ｆ类一般存在较强的接地逆温，逆温层以上为
不稳定层结，近地面风速相对较小，并随高度迅
速增大，风速切变发生在逆温层以上。
结论
４１本区域冬季观测期间５００ｈＰａ受西北冷平
流的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夏季观测期间，５００
ｈＰａ巴湖为冷槽，槽前不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天
气阴晴相间。
４２冬季近地层主要盛行ＳＥ风；夏季近地层风
向多变，较低层以偏西风为主，较高高度按顺时
针转向偏东方向。
４３本区域地势平坦，低空风速相对较大，且冬
季大于夏季，表明该区域水平扩散能力较强，冬
季强于夏季。
４４接地逆温一般在日落后形成，０９时前后开
始逐渐消失。接地逆温出现频率较低，但强度较
大，其中冬季强度和厚度明显大于夏季，无论冬
夏，低空逆温出现频率均较低，厚度较小，表明
该区域大气垂直扩散能力较强，夏季强于冬季。
４５各类稳定度条件下边界层风速均较大。在Ａ
－Ｂ类和Ｃ类层结条件下，一般不出现接地逆温，
总体风速随高度递增，夏季Ｃ类层结逆温层以上
存在明显的风速切变。Ｄ类和Ｅ－Ｆ类层结一般会
有接地逆温出现，逆温层以上为不稳定层结，并
存在明显的风速切变，下部风速随高度迅速增大，
上部随高度波动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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