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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冬季极端最低气温状况分析
葛徽衍，张永红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采用气候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研究近４０ａ渭南市冬季（１１月—３月）极端最低气温的
区域分布为南高北低，最低值均出现在１月；１月极端最低年代际变化（除个别县外）为逐年上升，
最高蒲城为每１０ａ升高０９３ｏＣ；各月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时间分布为１月最低，３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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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最低气温是地区气候的重要指标。极端
最低气温的高低与城市冬季采暖、输水管道防冻
关系密切，对冬季设施农业生产的整体规划和布
局，以及果树、冬小麦、油菜安全越冬有重要意
义，对越冬作物的引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根据
徐国昌等［１］的研究，西北陕甘宁青地区的自然天
气季节的划分是１１月为前冬，１月为隆冬，３月
为后冬，故本文分析的冬季时间范围是１１月—３
月。渭南市极端最低气温年际变化比较大，严重
的低温天气往往威胁日光温室内的作物和油菜以
及果树的安全越冬。为全面了解渭南市冬季极端

最低气温的变化规律，对渭南市各县（市、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１１—３月冬季逐月极端最低气温
进行全面分析，以利于运用气候规律，趋利弊害，
防止和避免冬季冻害造成的损失。
极端最低气温区域分布状况
通过分析，近４０ａ（华阴３０ａ）来渭南市极

端最低气温的分布状况为：最小值出现在北部
的合阳、澄城、白水县，最高值出现在东南部
的潼关、华阴，基本上呈现出南部高于中部，中
部高于北部的区域分布特点，时间均为１月见
（表１）。

表渭南市逐县极端最低气温 ｏＣ
站点 临渭 大荔 蒲城 富平 澄城 华县 潼关 华阴 白水 合阳 韩城

极端最低气温－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３－１５６－１７６－１６５－１３９－１４８－１７０－２０１－１５０

月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
从４０ａ（华阴３ａ）气候分析可知，渭南市冬

季极端最低气温均出现在１月，从表２可以看出，
除华阴、华县近３０～４０ａ来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
变化是负值，也就是随时间是下降的以外，其他
县（市、区）都是正值，亦即极端最低气温随时
间是上升的，其中上升最高的是蒲城，１月极端最
低气温年代际变化为平均每１０ａ上升０９３ｏＣ，

冬季变暖的趋势比较明显。
冬季各县（市、区）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

整个冬季（１１月—３月）全市各县（市、
区）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状况基本上与１月
各县（市、区）的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趋势
相一致。除华阴、华县外，大多数县（市、区）的
极端最低气温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上升的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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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月及冬季各县市（区）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 ｏＣ

站点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倾向率燉％

１月 冬季 １月 冬季 １月 冬季 １月 冬季 １月 冬季
韩城 －１２５－８１－１０６－７３ －９９ －６８－１０５－７０ ０６７ ０３７
合阳 －１５８－１２０－１４８－１０８－１３９－１０３－１４５－９８ ０４７ ０６９
澄城 －１４２－９９－１３１－９４－１２０－８７－１２８－８９ ０５３ ０３５
白水 －１４０－１０２－１２６－９３－１２４－８９－１２４－８９ ０４９ ０４１
蒲城 －１２８－８６－１１５－８２－１００－７３－１０２－６５ ０９３ ０７１
富平 －１１１－７５－１０７－７６－１０２－７２－１０８－７４ ０１３ ００７
大荔 －１２１－７９－１０２－７６ －９５ －７２－１０５－７３ ０５４ ０２４
临渭 －１１１－７４ －９３ －６６ －９０ －６４ －９８ －６４ ０４３ ０３０
华县 －１１３－７５－１００－７１ －９６ －６９－１１６－７７－００５－００５
华阴 — — －１０９－７２ －９０ －６８－１１７－７５－０３５－０１３
潼关 －１０７－７１－１０８－７２ －９２ －６４ －９１ －５５ ０６５ ０５７

渭南市冬季各月平均极端最低气温分布状况
从表３和图１看出，渭南市冬季各月各县

（市、区）的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按月份的分布状
况均表现为１月＜１２月＜２月＜１１月＜３月，１
月最低，３月最高。

表渭南市冬季各月平均极端最低气温ｏＣ
站点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韩城－４３－９０－１０５－７９－２７
合阳－７８－１２９－１４６－１１４－６０
澄城－６６－１１４－１２９－９９－４８
白水－６７－１１２－１２６－９８－５３
蒲城－４９－９４－１０９－８５－３６
富平－４９－９３－１０６－８１－３６
大荔－５７－９２－１０５－８１－３６
临渭－４３－８４－９７－７４－３２
华县－４７－８８－１０５－８０－３８
华阴－５０－９０－１０４－７４－３６
潼关－３９－８３－９８－７３－２７

冬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变化趋势
图２给出了蒲城、华县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冬季逐

年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时间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
蒲城冬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４０ａ来基本在－４～
－１２ｏＣ之间变化，呈上升趋势；华县在－５～－１０
ｏＣ之间变化，呈下降趋势。

图１渭南市冬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曲线图

图２蒲城、华县４０ａ冬季平均极端
最低气温曲线图（黑直线为趋势线）

小结
６１渭南市极端最低气温低值区出现在北部的
合阳、澄城、白水县，高值区出现在东南部的潼
关、华阴，基本上呈现出南部高于中部，中部高
于北部的区域分布特点，极端最低气温均出现在
隆冬１月。
６２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除华阴、华县随时
间是下降的以外，其他县（市、区）随时间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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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近４６年气候变化分析
蔡新玲１，张永红２，高红艳３

（１陕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
３陕西省专业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选用陕北黄土高原６站１９５７—２００２年气象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和趋势分析
对各气象要素的年、季序列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陕北黄土高原地区降水量的变化是在波动中
呈减少趋势，降水量的减少主要是秋季降水变化所引起。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各季中以冬季
增温最显著。平均风速的年际变化较小并呈阶段性；８０年代为相对冷湿期，９０年代向暖干发展。
关键词：陕北黄土高原；气候变化；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今地球科学热点及前沿研
究课题之一。１００ａ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是公认的
事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开展了在全
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区域环境演变的研究，试图
弄清楚自己国家和地区所受到的影响［１］。已有的
研究表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自５０年
代开始的持续冷期的气温再次回升，进入９０年
代，温度连续偏高，各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也不
同步，西北地区气候变暖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２］；
文献［３］指出，陕西气温变化趋势有明显的季节
性和地域性，陕北的上升趋势尤为显著。

气候的变化与生态环境及生态安全密切相
关。陕北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地

区之一，研究该区域的气候变化，对于治理水土
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山川秀美工程”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资料与方法

选取陕北黄土高原６站（表１）１９５７—２００２年
逐月气象资料（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
温、降水、日照、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计算季
平均和年平均资料。

陕北黄土高原海拔８００～１３００ｍ，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多数地区覆盖有深厚风成黄土，经
长期流水冲刷和其他外力的剥蚀作用，形成塬、
墚、峁、沟壑等复杂地形地貌。由于各站海拔、气
候差异较大，因此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对
６站各气象要素的年、季平均序列的第一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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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蒲城，１月份极端最
低气温年代际变化为平均每１０ａ上升０９３ｏＣ，
冬季变暖的趋势比较明显。
６３整个冬季（１１月—３月）各县（市、区）极
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状况基本上与１月份各县
（市、区）的极端最低气温年代际变化趋势相一致。
大多数县（市、区）的极端最低气温是随时间的
推移而逐渐上升的。
６４渭南市冬季各月各县（市、区）的平均极端

最低气温，按月份的分布状况均表现为１月＜１２
月＜２月＜１１月＜３月，１月最低，３月最高。
６５蒲城冬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４０ａ来在－４
～－１２ｏＣ之间变化，呈上升趋势；华县在－５～－
１０ｏＣ之间变化，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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