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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下旬宁夏持续低温天气成因分析

陈 楠

)宁夏气象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宁夏银川 -(###*+

摘 要!对 *##*年 "*月下旬宁夏持续低温天气的环流和影响系统演变.高低层平均环流场及距

平 场变化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年 "*月下旬,位于乌山的冷低压和贝湖附近阻塞

高压强度偏强,控制我国大陆的地面冷高压强度也偏强,贝湖北部阻塞高压和新疆北部切断低压

的建立.发展并稳定维持,使较强冷空气沿偏北急流南压,造成宁夏明显的降温0同时,亚洲地

区以经向环流为主,冷空气不断补充南下,地面冷高压强度持续较强并控制河套地区,是持续低

温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低温0成因0宁夏

中图分类号!1&(2 文献标识码!3

日最低气温4%*(5#67的低温天气,虽然每

年出现次数不多,但对宁夏工农业生产.交通.电

力.建筑等行业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直接影响,尤

其是连续低温天气,影响更大/各地对低温天气

的天气特征做了许多分析8"%&9,而 *#世纪 :#年

代以来,宁夏冬季气温普遍偏高,很长时间未出

现区域性持续低温天气,因此,对低温天气成因

及大尺度环流特征研究较少/本文对 *##*年 "*

月下旬宁夏出现的持续低温天气的环流和影响系

统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揭示宁夏低温天气的成因,
以提高低温天气的预报能力/

; <==<年 ;<月下旬宁夏低温天气概述

*##*年 "*月 *#日夜间开始,宁夏连续出现

降雪天气,其中,**日白天到夜间全区普降小到

中雪,固原.吴忠两市的部分地区累积降雪量达

大雪,*’>*&日,全区大部降了微到小雪/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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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搅拌站要搭雨棚,砼运输中要加以遮盖,防止

雨水流入运输车箱中,下雨时,还未开始铺筑的

路面应立即停工,正在铺筑工作中,应铺筑未浇

完的一块板/在砼达到终凝前,应覆盖塑料膜,不

允许雨水直接浇淋在已抹平路面上,冲毁面层/铺

筑及养护初期,受到中雨以上的降水冲刷,要将

被雨水毁坏的路面板全部清除,否则会引起质量

事故/

*5&5’ 降雨对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影响 摊铺热

拌沥清混凝土的工地温度不低于 "&#67,摊铺施

工时若遇降雨,会迅速引起热拌沥青温度的降低,
从而引起沥清强度的降低,出现未通车先坏路面

的质量问题/

? 小结

气象条件对公路施工的进度.质量.安全.经

济效益影响比较明显/影响公路施工的主要气象

因子是降水和温度,如何将公路施工与降水.温

度的预报科学地结合起来,提高施工效率.降低

成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使气象预报能

更好地为公路建设服务,拓宽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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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天气!从 "#日起全区气温明显下降$至 "%
日!全区日平均气温普遍下降 #&’(以上!")日和

"*日清晨全区大部最低气温达+"#,+"-’(!中

宁以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自 #.-%年以来历史同期

的最低气温$#"月 ")日!全区有 )站最低气温/

+")0&’(!最低值为固原站的+"101’(!"*日全

区有 *站出现极端最低气温!"1日和 "-日!全区

气 温 有 所 回 升!仅 有 "站 和 #站 最 低 气 温/+

")0&’(!但各站日平均气温较历年仍明显偏低$
分析 #"月下旬宁夏各站旬平均气温和旬平均气

温 距平发现!#"月下旬全 区 旬 平 均 气 温 显 著 偏

低!距平值在+20)’(到+-0)’($其中!宁夏南

部六盘山区旬平均气温距平值较小!旬平均气温

偏低幅度不大!而中北部地区距平值基本均在 )
’(以上!旬平均气温明显偏低!尤其是石炭井站偏

低达 -0)’(!说明此次降温过程主要出现在宁夏

中北部地区$

3 持续低温天气的环流及影响系统演变特征

从亚洲地区西风环流指数变化4图 #5中可以

看出6#"月中旬至 #"月下旬!西风环流指数由高

指数阶段向低指数阶段转化!到 "2日达到最低值

#&.后一直维持低指数$说明从 #"月 #)日到 "2
日!亚洲地区环流形势完成了一次由纬向环流向

经向环流调整!"2日后亚洲地区基本以经向环流

为主!不断有冷空气下滑!造成明显的降雪和降

温天气!并形成宁夏持续低温天气$

图 # "&&"年 #"月中7下旬西风指数变化曲线

#.日 "&时 )&&89:高空图上!亚欧中高纬

度环流为两槽一脊型!新地岛附近的低压加深!低

压中心值为 )%-;:<=>!并有+%-’(的冷中心与

之配合?乌山附近为低压槽!-&@A附近为一高压

脊!脊线呈南北向!从新地岛不断有冷空气沿脊

前下滑!贝湖附近为低压槽区!同时!新疆北部

有切断低压生成!有+%&’(的冷中心配合!东亚

为纬向环流!宁夏处于河套浅槽后部的弱西北气

流里?#.日 "&时地面图上!西北东南向的冷高压

范围较大!主体位于新疆北部!有 #&%%89:的高

压 中心?银川与新疆冷中心间有较强锋区!-)&

89:上温差达 "&’(?"&B"#日!)&&89:上里海

高压脊逐渐向东北方向发展加强!并在蒙古西部

形成阻塞高压!闭合高压中心值达 ))%;:<=>!极

地冷空气补充堆积使切断低压在东移南压过程中

不断加深!对应地面冷高压加强有 #&%-89:的

高压中心!同时!)&&89:上切断低压分裂短波槽

东移至 #&&@A附近!青藏高原到河套地区转为一

致的西南气流?1&&89:上!锋区位于新疆东部!
银川为+%’(!与乌鲁木齐温差达 #"’(以上!-)&

89:上+-’(线南压到宁夏北部地区?"2日!)&&

89:上巴湖附近暖高压脊明显发展!切断低压从

%)@C7#&&@A东移南压至 %"@C7#&*@A附近!有+

%&’(的冷中心配合 4图 "5?1&&89:上高空锋区

移到河套北部!+"&’(线南压至宁夏北部!地面

冷锋于 "2日夜间过境!并与高原偏南气流配合!
出现全区性降雪天气?之后!乌山低压槽继续加

强并东移至里海附近!蒙古西部到新疆的高压脊

继续向北发展!切断低压东移到东北至华北一带!
河套地区处于高压脊前强盛的偏北气流里!贝湖

南部有横槽形成!并引导冷空气沿偏北气流南下!
地面冷高压强度进一步增强到 #&)"89:!呈南北

走向!)&&89:的+2"’(和 1&&89:的+"&’(线

继续南压!-)&89:上!宁夏大部地区处于+-,

+#*’(线之间!造成明显的降温天气?"*日后!亚

洲地区维持经向环流!虽然高压脊宽度加大!宁

夏处于高压脊前的西北气流中!但仍不断有冷空

气沿脊前下滑!地面冷高压强度一直维持在 #&%-

89:左右!因此!气温持续较低!没有明显回升$
从 #"月第 )候高低层平均环流场可以看到!

)&&89:上!乌山为深厚的低压槽区!槽线位于

%&@A左右!)#&;:<=>的低压中心位于 %&,*&@

C!巴湖到蒙古西部的高压脊发展强盛!脊线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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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高度和温度场

北西南向*贝湖以南 +&,-附近为横槽*宁夏位于

横槽底部弱西北气流里 .图 %)/01&"’()上*乌

山北部有#!"23的冷中心*冷空气沿脊下滑后*
在贝湖南部到河套北部形成温度槽区*冷中心达

#!"23*宁夏处于#14#$!23之间0地面图上*
从 5"4$!",6的 +",-以北区域为宽广的冷高压*
高压呈西北东南走向*贝湖南部有高压中心*强

度达 $"&"’()*由于冷空气扩散南下*宁夏受冷

高 压控制*气压值在 $"+"’()左右 .图 %7/8这

种高低层环流背景下*由于里海到巴湖的高压脊

不断向东北方向伸展*沿高压脊前补充南下冷空

气使贝湖南部的横槽逐渐加强*在横槽转竖过程

中*引导冷空气大举南下*造成宁夏明显的降温

天气0同时平均强度为 $"+1’()的地面冷高压

长时间控制河套地区*形成持续的低温天气8

9 距平场特征

从 $!月下旬 &""’()高度距平场可以看到

.图 +)/*乌山到里海附近为较强的负距平区*#

图 % !""!年 $!月第 &候平均环流场 .):&""’()07:地面气压场/

&!!""&.!/ 陈 楠;!""!年 $!月下旬宁夏持续低温天气成因分析

 



图 ! "##"$%"下旬 &##’()距平场特征 *)+高度距平场,-+温度距平场.

"&#/01的距平中心在 !&2&&345正距平区位于

蒙古西部到贝湖地区5正距平中心在 %##2&#345
为 %&#/015东亚及以东地区为弱的负距平区5巴

湖以东地区也为弱的负距平5且在新疆到河西北

部有$&#/01的距平中心5宁夏及河套地区为弱

的负距平区,温度距平场上5乌山附近为负距平

区5中心值达$%#675正距平区位于蒙古西部到

贝湖附近5中心值为8"675青藏高原到河套西部

为弱的正距平区5贝湖南部及河套以东区域为明

显的负距平区5%##2!&34的河套北部有$!67
的距平中心,宁夏处于弱的温度负距平里9这种

环流背景下5北半球地区以经向环流为主5由于

里海附近暖高压脊不断发展9并在贝湖附近形成

阻塞高压5欧洲北部到乌山附近的低压槽较为深

厚5冷空气势力偏强5从乌山附近的低压中不断

分裂冷空气5并向东扩散到青藏高原到河套西部5
同时5沿脊南下冷空气在河套北部堆积加强5我

国大部地区受冷空气影响5尤其在河套地区5受

相对较强冷空气控制5并稳定维持5因此5形成

了持续低温天气9

: 小结

!+% "##"年 %"月中旬到下旬5环流形势由纬向

环流向经向环流调整9阻塞高压建立并稳定维持5

使强冷空气不断堆积发展5在东移过程中在河套

北部形成横槽5当横槽转竖5引导冷空气大举南

下时5造成宁夏明显的降温天气9因此5贝湖阻

塞高压和蒙古西部到新疆附近的切断低压是宁夏

低温天气的主要影响系统9

!+" 由于 %"月下旬后期亚洲中高纬度地区维持

经向环流5沿高压脊前有冷空气不断南下5地面

上冷高压强度较强并持续控制宁夏5从而出现持

续低温天气,即亚洲地区盛行经向环流5是宁夏

气温持续偏低的主要环流背景9

参考文献;

<%= 粱建茵5吴尚森 +广东冬季气温变化的气候诊断分

析 <>=+广东省短期气候预测研究 <7=+北京;气

象出版社5"###+%?@$%A&+

<"= 李艳春5李艳芳 +宁夏近百年来的气候变化及突变

分析 <B=+高原气象5"##%5"#*%.;%##$%#!+

<C= 唐红玉5李锡福 +青海高原近 !#年来最高和最低

温 度 变 化 趋 势 的 初 步 分 析 <B=+气 象5%@@@5%D

*".;"C#$"C&+

<!= 施能5曹鸿兴 +近 !"年我国冬季气温E降水趋势

及年代变化的成因分析<>=+我国短期气候变化及

成因分析 <7=+北京;气象出版社5%@@?+!@$&!+

?" 陕 西 气 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