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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月宝鸡强降雪过程综合分析
郭清厉，孟妙志，陈卫东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２００６－０１－１７Ｔ０８—２０Ｔ０８，宝鸡出现了一次中到大雪天气过程，１８日０８时到１９日０８时
扶风降雪量达１８９ｍｍ，为历史少见。通过环流背景和物理量场分析表明：低空急流输送丰沛水
汽，东路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河套交汇，造成这次强降雪；低空东风急流形成，使低层水汽
输送增强，辐合加大，辐合层加厚，是降雪增大的关键。在卫星云图上，云顶亮温牠ＢＢ为－１０ｏＣ左
右的低云稳定少动，对应降雪持续，当牠ＢＢ＜－６０ｏＣ的高空对流云移经宝鸡时，降雪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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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７日到２０日，宝鸡出现连阴雪
天气，全区普降中到大雪，对交通运输和人民生
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宝鸡是连接中原、西北和西
南的交通要塞，开展冬季降雪机理的研究很有必
要。本文从环流背景、物理量场和ＦＹ－２Ｃ卫星云
图特征对降雪过程进行分析，为以后预报此类过
程提供参考。
降水概况

降雪主要集中在宝鸡东部，降水量自东向西
减小，过程降水量最大出现在扶风，为２２３ｍｍ。

降雪分两个阶段，１７日０８时到１８日０８时，降水
较弱，凤翔最大为２３ｍｍ；１８日０８时到１９日０８
时，降水较强，扶风最大，为１８９ｍｍ。１７日０８
时—２０日０８时宝鸡各站降水量分布如图１。
天气形势分析

１月１６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图上，亚欧中高纬度
为两槽一脊形势，新疆—贝湖有弱脊，里海北部
和贝湖以东分别为大低压，里海低压配合有－４８
ｏＣ冷中心。１７日０８时，西宁附近有一低槽；７００
ｈＰａ图上，格尔木—西宁有一３００ｄａｇｐｍ低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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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适宜区：包括秦巴山区海拔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ｍ中山区。年平均气温７～１０ｏＣ，极端最低气温
多年平均－１７～－１１ｏＣ，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１８～２１ｏＣ，最冷月（１月）平均气温－５～－１ｏＣ。
≥１０ｏＣ积温２４００～２９００ｏＣ·ｄ；无霜期１５０～
１８０ｄ。年降水秦岭南坡５００～１１００ｍｍ；巴山和
米仓山北坡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ｍｍ；巴山和米仓山北
坡年日照时数１２００ｈ左右，秦岭南坡１４００～２
２００ｈ。低温、阴雨、寡照是本区主要不利气象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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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００６－０１－１７Ｔ０８—２０Ｔ０８宝鸡市各站
降水量（单位：ｍｍ）分布图

８５０ｈＰａ图上，重庆有一低涡，关中处于华北冷高
压底部偏东气流中；地面图上，蒙古以北为冷高
压，河套处于弱倒槽中。随着冷空气从华北不断
侵入，宝鸡第一阶段降雪开始。

１８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原槽加深，四川—河
套为一致的西南气流；７００ｈＰａ川陕偏南气流增
大到６ｍ燉ｓ以上；８５０ｈＰａ华北高压底部３５°Ｎ附
近偏东风增大到１２ｍ燉ｓ以上；地面倒槽发展，河
西和华北同时有冷空气侵入，宝鸡站强降雪开始。
此高低空形势一直稳定维持到１９日０８时。１９日
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原槽东移出陕西；７００ｈＰａ、８５０
ｈＰａ河套转为偏西气流控制；地面西路冷空气控
制河套，降雪结束。
物理量场分析
３１风场和湿度场

关中地区从地面到５００ｈＰａ附近，风向顺转，
表明在低空有明显的暖湿平流存在，５００ｈＰａ以
上风向逆转，表明高空有冷平流，９２５～７００ｈＰａ
为一致偏东风。

１６日２０时，７００ｈＰａ云贵高原—陕南有偏南
急流，风速＞１２ｍ燉ｓ，四川—关中形成（牠－牠ｄ）＜
４ｏＣ的湿舌，对应相对湿度场上，川北—河套有相
对湿度＞７０％的高湿区，关中相对湿度＞８０％
（见图２）。１８日，７００ｈＰａ偏南急流维持，同时
９２５、８５０ｈＰａ在３５°Ｎ附近形成一支偏东风急流，

自东海伸向关中，急流中心风速＞１６ｍ燉ｓ，形成
水汽输送带，相对应的湿度场上，９２５～７００ｈＰａ
东海—关中为相对湿度＞９０％的高湿区。东风急
流的形成，为降雪提供了充沛的水汽，使低层辐
合加强，是降雪增大的关键。１９日２０时，低空东
风急流和南风急流减弱，降雪趋于结束。

图２２００６－０１－１６Ｔ２０７００ｈＰａ风场和相对湿度燉％

３２散度场
散度场上，１６日２０时宝鸡上空，８５０～７００

ｈＰａ为辐合区，最大辐合在７００ｈＰａ，中心值为－
８×１０－５ｓ－１，５００ｈＰａ以上为辐散区，最大辐散在
４００ｈＰａ，中心值为７×１０－５ｓ－１。低层辐合高层辐
散有利于降雪天气的发生和维持。１８日２０时宝
鸡上空８５０～３００ｈＰａ为辐合区，最大辐合在
４００ｈＰａ，中心值为－１１×１０－５ｓ－１，３００ｈＰａ以上
为辐散区，最强辐散在２５０ｈＰａ左右，中心值为
１１×１０－５ｓ－１，辐合层加厚，辐合增强，高层辐散
增强，对应降雪强度增大。
３３能量场

分析犤ｓｅ场可见，１６日２０时到１９日０８时，宝
鸡一直处于８５０ｈＰａ上犤ｓｅ为２０～２４ｏＣ的高能舌
中，河南维持一低能区，即东路冷空气不断向西
南扩散和暖湿空气交汇，１９日２０时以后，高能舌
消失，降雪结束。
卫星云图特征

１６日２０时，从可见光云图可见，在甘肃西
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等地上空有云区，云顶
部分光滑，部分有纹理和暗影。通过动画看出，在
整个降雪过程，光滑云体稳定少动，反照率０３～
０４，为中低空层状云，云区最西点始终在３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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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Ｅ（见图３），是降雪的主体。有纹理和暗影的
云体反照率为０６左右，在光滑云区投射有阴影，
为发展旺盛的高空对流云体。

图３２００６－０１－１６Ｔ２０—２０Ｔ２０可见光云图云系
西廓线变化图

１６日２０时至２０日２０时，可见光云图上轮
廓清晰的层状云在水汽图上并不明显，说明层状
云云顶高度不高，在６００ｈＰａ以下［１］。红外云图上
宝鸡上空不断有白亮云团快速东移，持续有对流
云发展，当云顶亮温牠ＢＢ＜－６０ｏＣ的对流云移经宝
鸡时，对应降雪增大。

１７日０８时，宝鸡自东北到西南相继降雪，其
中凤翔处于牠ＢＢ＜－６０ｏＣ等值线区内（见图４），１７
日０８时到１８日０８时降水量２３ｍｍ，为全区最
大。１８日１５时，宝鸡全区在牠ＢＢ＝－１０ｏＣ等值线
区域中，高空没有对流云系影响，各站降雪强度
减弱并出现间歇。１８日１６时到１９日０８时，５００
ｈＰａ高原槽加深，四川—河套为一致的西南气流，
２５０ｈＰａ高空急流带北抬，有约１０００ｋｍ对流云
带自西南向东北经过宝鸡，扶风处于牠ＢＢ＜－６０ｏＣ
云区中，宝鸡进入第二个降水时段，其中扶风１８
日０８时到１９日０８时降水量达１８９ｍｍ，为全区
最大。２０日１４时，虽然仍有牠ＢＢ＜－５０ｏＣ高空对

流云活动，但牠ＢＢ＝－１０ｏＣ低云区北部廓线已南
撤，层状云消散，宝鸡降雪过程结束。通过ＦＹ－
２Ｃ红外云图反演云顶亮温牠ＢＢ资料分析，降雪过
程降水量强弱分布与高低空云顶亮温配置有很好
的对应关系：牠ＢＢ＝－１０ｏＣ左右的低云稳定少动，
对应降雪持续，当牠ＢＢ＜－６０ｏＣ的高空对流云移经
低云上空时，降雪增强（出现暴雪）。

图４２００６－０１－１７Ｔ０８红外云图牠ＢＢ分布图
（单位：ｏＣ）

结论
５１本次强降雪天气过程主要受高空低槽、低空
切变线、地面倒槽和东路冷空气共同影响造成。
５２低空急流是本次降雪过程的主要水汽输送
者，冬季降雪要重视东风急流的出现。
５３本次降雪过程降水量强弱分布与高低空云
顶亮温配置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牠ＢＢ＝－１０ｏＣ左右
的低云稳定少动，对应降雪持续，当牠ＢＢ＜－６０ｏＣ
的高空对流云移经低云上空时，降雪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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