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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近５０年气候变化的初步分析
党红梅１，２，石明生１，２，王显安２

（１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２安康市气象局，陕西安康７２５０００）
摘要：利用安康地区近５０ａ气象资料，分析安康的气候变化，结果表明：近５０ａ来安康区域气
温升高，气候变暖。安康气候变暖最明显的是最高气温，其升温幅度及趋势比年平均温度明显，近
５０ａ安康降水略有减少。
关键词：气候变化；降水；气温；安康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安康位于陕西省最南端，北依秦岭，南靠巴
山，汉水自西向东横贯五县一区，形成“两山夹
一川”的地理特征。境内峰峦迭障，沟壑纵横，有
河谷盆地、浅山丘陵和中高山区三种地貌，属于
典型的亚热带山地气候。分析该区域近５０ａ的气
温、降水等要素的变化特征，对了解全球变暖背
景下亚热带山地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站点、资料及方法

选取安康有气候代表性的５个主要气象观测
站：宁陕（西北部）、紫阳（西南部）、汉滨（中
部）、白河（东北部）、镇坪（东南部），将有器测
以来近５０ａ逐日气象观测资料（日平均气温、最
高最低气温、降水量）加工成年平均的逐年资料，
分别研究这些站气象要素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从而分析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安康的气候变化。

有的站点观测时段相对较短，分析时并未统
一各站初始时间，以充分利用原始数据。为消除
年际间大的波动，对原始资料采用５ａ滑动平均
法进行处理，分析研究气候变化趋势。
气温变化
２１逐年平均气温变化

从图１可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安康年平
均气温大体上经历了３个变化阶段，５０年代末到
７０年代中期的相对偏暖期，７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
代后期的相对偏冷期，８０年代末至今安康相对

偏暖。近５０ａ来，８０年代末至今是最暖的时期，
而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是最冷的时期。
２２平均温度的年代际变化

安康各站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最高气温的演
变，清楚地表明在７０年代中后期有一次突变过
程，由偏暖变为偏冷，９０年代初有一次突变过
程，由偏冷变为偏暖，同时年平均最低气温的演
变表明在９０年代初有一次突变过程，由偏冷变为
偏暖，（图１－图３）。年降水（图４）的演变表明
在８０年代中后期有一次突变过程，由降水偏丰变
为偏枯时期。

图１安康各站平均温度的５ａ滑动平均曲线

从表１可见，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年安康各站年平均
气温的１０ａ平均值，汉滨和镇坪接近４０ａ均值，
宁陕、紫阳和白河站比４０ａ均值偏高０１ｏＣ。
１９７４—１９９３年２０ａ各站的年平均气温呈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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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安康各站平均温度的年代际变化ｏＣ
站名 宁陕汉滨紫阳镇坪白河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 １２４１５７１５２１２１１５７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 １２１１５６１５０１２０１５６
１９８４—１９９３ １１８１５４１４７１１８１５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 １２８１６１１５５１２５１６０
４０ａ均值 １２３１５７１５１１２１１５６

降趋势，后１０ａ的平均值比前１０ａ平均值偏低
０２～０３ｏＣ；前１０ａ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宁陕
比４０ａ均值偏低０２ｏＣ，汉滨、紫阳、镇坪比４０
ａ均值偏低０１ｏＣ，白河接近４０ａ均值；后１０ａ
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宁陕偏低０５ｏＣ，紫阳偏低
０４ｏＣ，汉滨、镇坪、白河偏低０３ｏＣ。最暖的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间，除宁陕站年平均气温的平均
值比４０ａ均值高０５ｏＣ外，其余各站比４０ａ均值
高０４ｏＣ。对比各站年平均气温的年代际变化可
知，各站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２３逐年平均最低温度变化

从图２可见，近５０ａ安康各站年平均最低温
度也存在周期性波动，但没有年平均最高温度和
年平均温度的升温趋势明显。

图２安康各站平均最低温度的５ａ滑动平均曲线

２４逐年平均最高温度变化
从图３可见，近５０ａ安康各站年平均最高温

度在经历了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低值后，均是
一致升高的趋势。比较图３与图１、图２可见，同
一站年平均最高温度的升温趋势及幅度比年平均
温度和最低温度明显得多，也就是说，安康气候
变暖，表现最明显的是最高温度的升高。
安康近ａ的降水变化

从图４可见，安康各站年降水的演变为８０
年代中期由降水偏丰变为偏枯时期，与气温的演

图３安康各站平均最高温度的５ａ滑动平均曲线

图４安康各站年降水量的５ａ滑动平均曲线

变一致，当气温由偏冷变为偏暖，则降水由偏丰
变为偏枯时期。年降水量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且
旱涝交替，呈周期性变化，６０年代初、７０年代初
和８０年代初为３个年降水量极大时期；６０年代
中期、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中后期为３个年降
水量极小时期，南部的紫阳、镇坪等站表现尤为
明显。近５０ａ来降水略有减少，５０年代中期至８０
年代中期为偏丰时期，８０年代以来降水略偏少。
安康的降水在近２０ａ同步减少，而且海拔低的川
道区域比海拔高的中高山区域减少的更为明显。
结论
４１近５０ａ年来安康区域气温在升高，气候在
变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基本上形成近５０ａ
来最温暖的时期。
４２各站年平均最高温度均一致升高，同一个
站，其升温幅度及趋势远比年平均温度明显。可
见安康气候变暖，最明显的是最高温度的升高。
４３安康各站年平均最低温度和年平均温度远
不如年平均最高温度的升温趋势明显，无显著的
变暖现象。
４４安康各站年降水量的变化趋势较一致，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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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一代天气雷达产品在一次人工
增雨中的应用分析

白作金，李秀琳，贾金海，胡淑兰，安中浩，张丽娟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在常规天气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应用西安新一代天气雷达（ＣＩＮＲＡＤ燉ＣＢ）产品，结合地
面降水，对渭南今年初夏一次人工增雨作业，以及雷达回波图上目标云系作业前后反射率因子、垂
直累计液水含量、回波顶高等进行对比分析，表明增雨效果明显。因此，用新一代天气雷达产品
指挥人工增雨作业是有效的，回波要素变化为人工增雨效果评估提供了直接物理证据。
关键词：新一代天气雷达；人工增雨；应用；渭南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新一代天气雷达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监测信
息，如反射率因子、平均径向速度等基本产品以
及垂直累计液态含水量等导出产品，而且对云雨
监测的分辨率和准确性均有明显优势。因此，用
新一代天气雷达监测指挥人工增雨工作更具科学
性，也有助于提高人工增雨的效益。２００５年６月
２５日渭南在实施抗旱保苗人工增雨过程中，以西
安新一代天气雷达产品为主，结合７１１雷达成功
指挥了这次人工增雨作业。本文在常规天气分析
的基础上，重点对西安新一代天气雷达初步应用、
作业云雷达回波特征、作业效果等进行分析，旨
在对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应用研究，指导人工增
雨工作。
有利于增雨的天气形势及热动力条件分析
１１天气形势分析

２００５－０６－２４－０８５００ｈＰａ中高纬地区呈两槽
一脊，一槽位于巴湖偏北地区，另一槽位于贝湖

偏东地区，高压脊位于新疆以北地区，内蒙中部
—甘肃平凉—四川甘孜一线有弱高空槽，受下滑
弱冷空气的影响，此槽向东南方向移动过程中有
所加强。２５日０８时（图１）移至延安以东—咸阳
—汉中偏西一带，南部四川的达川—重庆—贵阳
又有新槽发展，７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沿山西省娄烦
—陕西渭南—镇巴—四川宜宾一线窄而狭长的

粗线为槽线，虚线为７００ｈＰａ切变线
图１２００５－０６－２５－０８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形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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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且降水呈减少趋势。当气温由偏冷变为偏
暖，则降水由偏丰变为偏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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