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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１０年气候影响评价
王越，田武文，雷向杰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１０年陕西年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偏高，年降水总量大部偏多，年日照时数大部偏少。４月
１１—１４日出现历史少见的阴雨雪、低温、大风、倒春寒和霜冻天气过程；４月２５—２６日全省出现
沙尘天气过程，７月２７—８月５日全省大部遭遇高温高湿“桑拿天”。７—８月出现４次持续强降水
天气，暴雨日数和站次数均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强降水持续时间长、范围大、局地性强、强度
大，多站突破建站来的历史极值。２０１０年气象及其衍生灾害造成２０５人死亡，失踪１８２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１４０５８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２１６亿元，其中农业损失９７８８亿元。
关键词：陕西省；气候事件；影响评价；２０１０年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８ 文献标识码：Ｂ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气温

２０１０年陕西全省年平均气温１２９ｏＣ，较常
年偏高０８ｏＣ，属偏高年份。
１１１年平均气温陕北北部９～１０ｏＣ，陕北南
部、渭北西部１０～１２ｏＣ，渭北东部、关中大部与
陕南东部１２～１４ｏＣ，陕南中西部、关中东部局部
１５～１６ｏＣ。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大部、关中局
部偏高０８～１３ｏＣ，陕北局部、关中大部与陕南
偏高０１～０８ｏＣ。
１１２冬季（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２月）平均
气温陕北、渭北东部－６～０ｏＣ，渭北西部、关中
与陕南东部１～３ｏＣ，陕南中西部４～６ｏＣ。与常年
同期相比，陕北偏高１～２ｏＣ，关中、陕南偏高２～
３ｏＣ。冬季各月与常年同期相比：１２月陕北、渭北
及陕南中西部偏高０～１ｏＣ，其余地区偏低
０～０５ｏＣ；１月陕北北部、关中西部与陕南中西部
偏高２～４ｏＣ，其余偏高０～１ｏＣ；２月陕北、关中大
部及陕南西部偏高１～３ｏＣ，陕南东部偏高１ｏＣ左
右。
１１３春季（３—５月）平均气温陕北９～１１
ｏＣ，关中、陕南１２～１６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陕

北、陕南大部偏低０１～１ｏＣ，关中、陕南局部偏
高０～１ｏＣ。春季各月与常年同期相比，３月全省
偏高１～２ｏＣ；４月陕北偏低１～３ｏＣ，关中、陕南
偏低０５～２ｏＣ；５月陕北接近常年同期，关中偏
高０５～１ｏＣ，陕南偏低０５～１ｏＣ。
１１４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陕北、关中西
部与陕南东部２２～２４ｏＣ，关中中东部与陕南中西
部２５～２７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关中东部偏
高０６～１ｏＣ，关中中西部与陕南大部接近常年同
期，陕南局部偏低０２～０３ｏＣ。夏季各月与常年
同期相比：６月陕北、关中东部偏高１～２ｏＣ，关中
中西部、陕南大部持平或略偏低；７月陕北偏高１
～２ｏＣ，关中、陕南正常略偏高；８月陕北北部、关
中大部偏低０～１ｏＣ，省内其余地区偏高０～１ｏＣ。
１１５秋季（９—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０～１２
ｏＣ，关中、陕南北部１３～１５ｏＣ，陕南南部１６～１７
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大部偏高１～２ｏＣ，仅
陕南东部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各月与常年同期相
比：９月全省大部偏高１～２ｏＣ，其中陕北局地、陕
南西部局地偏高２～３ｏＣ；１０月陕北北部偏高１～
２ｏＣ，关中及陕南大部偏高０～０５ｏＣ；１１月陕北、
关中偏高１～３ｏＣ，陕南偏高０～１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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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降水
２０１０年陕西全省平均降水量６９５ｍｍ，较常

年偏多１０％，属正常略偏多年份。
１２１年降水量陕北大部、关中东部局部３３０
～５９６ｍｍ，陕北局部、关中大部与陕南北部６００
～１０００ｍｍ，陕南南部大部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ｍｍ。与
常年同期相比，除陕北北部大部、关中及陕南局
部偏少０～２成外，全省大部偏多１～５成。
１２２冬季陕北北部、陕南局部３～７ｍｍ，陕
北南部、关中与陕南大部１０～４０ｍｍ。与常年同
期相比，关中大部偏多１～４成，陕北、陕南与关
中局部偏少２～７成。
１２３春季陕北、关中大部７０～１３０ｍｍ，陕
南与关中局部１８０～２７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
陕北、陕南与关中局部偏多２～６成，关中大部偏
少０～２成。
１２４夏季汛雨开始日期为７月１３日，较常
年同期偏晚１３ｄ。前期降水偏少，中期与后期降
水偏多。降水量陕北北部１２０～１９０ｍｍ，关中大
部、陕南部分地区３００～４８０ｍｍ，陕南大部５００～
８３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除陕北北部偏少１～
４成，全省大部偏多３成～１倍。
１２５秋季陕北北部１５０～２２０ｍｍ，陕北南
部、关中及陕南大部２４０～３８０ｍｍ，其余４２０～
４７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北部、关中东部
偏多１～２倍，其余地方偏多５～９成。
１３日照

２０１０年陕西全省平均日照时数１９５４ｈ，较
常年偏少１３７ｈ，属正常略偏少年份。年日照时数
陕北２３５０～２７００ｈ，关中、陕南１３００～２３００ｈ。
与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大部偏少４０～２５０ｈ，铜
川、大荔偏少３８０～６００ｈ；陕北、关中局部与陕
南东南部偏多１０～１００ｈ。冬季日照时数陕北、渭
北５００～６５０ｈ，关中、陕南东部３４０～５００ｈ，陕
南中西部２００～３０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关中西
部、东部局部与陕南大部偏少１０～７０ｈ，其余地
方偏多２０～１００ｈ。春季日照时数陕北６００～
６８０ｈ，关中、陕南３６０～５７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
全省大部偏少２０～２００ｈ。夏季日照时数陕北５６０
～８００ｈ，关中、陕南３２０～５６０ｈ。与常年同期相

比，全省偏少３０～３００ｈ。秋季日照时数陕北６００
～６４０ｈ，关中、陕南３００～５３０ｈ。与常年同期相
比，陕北、关中中部与陕南大部偏少８～１００ｈ，其
余地区偏多２０～１００ｈ。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寒潮霜冻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１—１４日，陕西出现强降温和
雨雪天气，陕北、关中大部和商洛部分地区出现
晚霜冻，陕北南部和关中北部局地出现暴雪，陕
南局部出现冰雹雷暴天气。陕北及渭北２１个站的
最低气温低于１９６１年以来４月中旬的极端最低
气温。造成渭南、咸阳、安康、汉中、宝鸡、延
安等５３个市（区）县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约２８７亿元，其中农业损失约２２４亿元。
２２干旱

２０１０年６月中下旬陕西遭遇严重干旱，各地
雨水稀少，大范围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加快土
壤水分耗散。全省大部降水偏少６～８成，３５ｏＣ以
上高温连续超过１１ｄ；泾、洛、渭等主要江河径
流偏枯３～７成，洛河下游出口南荣华站连续干涸
７ｄ。２０—２２日全省出现最强的一次高温天气过
程，陕北、关中大部分地区出现３５ｏＣ以上持续高
温天气，其中关中东部部分地市气温持续在３８ｏＣ
以上。至６月２８日，全省累计受旱面积轻旱
３１８０００ｈｍ２。
２３暴雨

２０１０年全省共出现２６个暴雨日，１６１站次暴
雨，２３站次大暴雨。暴雨日数和站次数均较常年
同期偏多。主汛期全省出现４次持续强降水天气，
强降水持续时间长、范围大、局地性强、强度大，
多站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７月２２—２５日的降水过程，强降水主要位于
延安南部、铜川、宝鸡、咸阳、渭南等地，全省２５
县（区）出现暴雨，９乡镇超过３００ｍｍ，１乡镇超
过４００ｍｍ。暴雨造成关中、陕南１５３乡镇约
２７７４１３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５３１２８ｈｍ２。
２４冰雹

２０１０年发生的冰雹天气主要有７次，集中出
现在６月和１０月。

６月２１日，商洛镇安县庙沟、余师、达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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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乡镇遭受大风冰雹袭击，风雹持续３０ｍｉｎ，致
使粮食作物、群众住房和经济林木不同程度毁坏。
１０月１９日千阳县高崖乡境内４村遭受冰雹、短
时暴雨灾害，持续时间约４０ｍｉｎ，平均地面堆积
厚度５ｃｍ，最厚达２０ｃｍ。同日武功县城冰雹持
续１ｈ，直径８ｍｍ。
２５沙尘暴

２０１０年全省共出现沙尘暴日５个，７站次，均
出现在陕北北部。２月６日定边，３月１９—２０日
定边、神木，１１月１０—１１日榆林分别出现沙尘
暴。春季未出现区域性（≥３站）沙尘暴天气过程。
春季５８个指标站出现沙尘暴４站次，仅次于
２００８年（沙尘暴２站次），为近５年来第二少年
份；扬沙９６站次，与近５年持平；浮尘１４１站次，
为近５年来第二偏多年份。
２６秋淋

２０１０年９月５—１０日，陕西出现一次秋季连
阴雨天气，期间有２个暴雨日，２０县市出现暴雨。
暴雨造成蓝田县２２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辋川乡多
处山体滑坡，６处道路中断，１０余户房屋受损，致
使１万多人撤离。周至县楼观镇、尚村镇等多处
河堤决口，上万亩良田被淹，经济损失２００多万
元。镇巴县境内２１０国道多处受损，渔铁线飚水
洞处不稳定边坡大面积滑塌，塌方约６０００ｍ３，交
通中断。秋淋造成陕北部分红枣裂变。
２７高温

２０１０年夏季全省出现３次范围广、强度大的
高温天气过程，即６月１４—２４日、７月５—７日与
７月２７—８月５日。７月２７—８月５日全省大部遭
遇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共有２９５站次高温，３０
日吴堡最高气温４１５ｏＣ，为全省极端最高气温。
２８降雪

２０１０年２月９—１１日陕西出现了一次较明
显的雨雪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雪。雨
雪天气对交通造成较大影响，３月２２—２３日，商
州市持续中雨，气温骤降，山区出现暴雪，农作
物受冻、经济林木受损严重。暴雪造成山阳县境
内３０多万人用电受到影响，道路交通部分停运。
２９大雾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汉中、安康等地出现了７次大

雾天气，其中，９—１１日出现的大雾持续时间长，
能见度低，大部能见度小于２００ｍ，城固能见度甚
至持续低于４０ｍ。
２１０雷电

２０１０年全省共有８６个雷暴日，共发生闪电
１３５７２９次，比２００９年偏多一倍以上（２００９年共
６５１０４次），其中渭南地区最多，宝鸡地区最少。
主要雷电活动集中发生在６—８月，雷电次数最多
为８月，共发生闪电７９１５０次。２０１０年首次雷暴
出现在３月２２日，终雷暴出现在１０月２３日。
专题气候影响评价
３１气候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０９燉２０１０年度冬季陕西冬小麦主产区气候
适宜，冬小麦越冬顺利。２００９年冬麦播期，土壤
墒情均在６０％以上，且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０年２
月全省降水量普遍偏多，土壤墒情较好，冬小麦
播种、出苗、分蘖与越冬顺利。２月雨雪多，气温
高，对陆续进入返青期的冬小麦生长非常有利。３
月，冬小麦逐渐进入返青、拔节期，全省大部气
温偏高，降水偏多，仅延安及渭北东部局地降水
偏少。上中旬，大部地区墒情较好，适于作物生
长发育，仅陕北、渭北土壤相对湿度较低，出现
不同程度干旱；下旬末全省普遍有降水，各地土
壤湿度不同程度增加，冬小麦返青、拔节顺利。４
月，全省大部气温偏低，日照偏少，降水偏多。由
于前期土壤墒情较好。４月上下旬，大部地区冬小
麦生长顺利，中旬因阴雨、大风、霜冻，全省温
度普遍偏低，气候条件对处于拔节—孕穗期的冬
小麦有一定影响。５月，冬小麦由抽穗扬花逐渐进
入灌浆成熟期。中下旬，全省温度普遍偏低，阴
雨天气较多，日照偏少，对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
有一定影响，低温寡照导致冬小麦生育期延长。６
月冬小麦逐渐进入成熟收获期，由于前期低温多
雨，收获期普遍推迟４～８ｄ。中后期以晴为主，利
于小麦收割晾晒。综观２００９燉２０１０年度冬小麦全
生育期，气象条件属适宜年份。
３２气候对夏玉米的影响

６月值夏播玉米出苗关键期，全省雨水稀少，
气温偏高，浅层土壤墒情较差，陕北、关中出现
轻到中旱，造成部分田块夏播玉米出苗不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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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缺苗断垄现象。７月下旬，夏播玉米陆续进入拔
节期，主产区降水普遍偏多，土壤墒情明显改善。
日平均气温普遍在２３～２８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
除关中部分偏高０２～０８ｏＣ，其余各地普遍偏高
１～３ｏＣ。气温高，墒情好，玉米苗情转化加快。８
月中旬夏玉米吐丝，全省大部出现阴雨天气，降
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大部偏多，旱情得到明显缓
解或解除，但阴雨寡照天气对夏玉米灌浆不利。９
月陆续进入乳熟期。９月初到１０月中旬，降雨过
程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少，气温偏高１～２ｏＣ，多晴
少雨及适宜的气温对夏播玉米的后期生长和成熟
收获有利，加速玉米的成熟进程，关中及陕南夏
玉米虽成熟期有所延迟，但影响不大。综观２０１０
年夏玉米生育期，气象条件属较适宜年份。
３３气候对棉花的影响

２０１０年陕西棉花生长期多低温寡照，气象条
件不利于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形成。棉花播种期降
水多，有利于棉花播种及出苗，但４月中旬持续
低温造成出苗慢。苗期总体生长较好，但５月中
旬与６月上旬棉花正值五叶至现蕾期，低温多雨
造成部分棉花长势偏弱。８月中至９月上旬的持
续强降水非常不利于棉花裂铃吐絮及收获，严重
影响棉花品质，部分棉花出现烂铃与霉铃。９月中
旬天气以晴好为主，有利于棉花吐絮—收获，但
下旬的小到中雨天气对棉花的收获晾晒不利。总
之，２０１０年陕西棉花全生育期，气象条件弊大于
利，棉花的品质与产量均受到较大影响。
３４气候对油菜的影响

２００９燉２０１０年度油菜全生育期气象条件弊大
于利。２００９年８月下旬至９月底，油菜播种期间，
陕西主要油菜种植区大部多雨水，土壤墒情良好，
有利于播种出苗。１０月中下旬，幼苗移栽期，陕
南以小雨为主，且前期雨水较多，对移栽的幼苗
成活有利。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越冬期的
前期与中期温高雨少，渭北油菜受轻旱影响，２月
中旬至４月下旬，全省降水比较及时，特别是４月
１９—２０日的强降雨过程，使土壤含水量充足，有

利油菜生长发育。３月上旬、４月中旬初两次低温
使关中北部油菜受冻，尤其是４月中旬初的低温、
大风、降雪，造成陕西部分油菜发生冻害、出现
倒伏。５月油菜正值结荚—成熟期，中下旬出现低
温阴雨天气，不利于油菜收割晾晒。综合分析表
明，油菜营养生长期与生殖生长前期气候条件适
宜，生长顺利，生殖生长后期与收获期气象条件
弊大于利，油菜品质与产量均受到一定影响。
３５气候对果业的影响

２０１０年苹果生育期（４—１０月）降水资源丰
沛，光、热略欠，大部果区苹果生长发育正常。大
部果区≥１０ｏＣ积温为３７００～４１００ｏＣ·ｄ，较常
年偏少１０～３００ｏＣ·ｄ；日照时数９００～１５００ｈ，
较常年偏少４０～５００ｈ；降水量３５０～８２０ｍｍ，多
数果区偏多１～３成，其中果实膨大期（６—８月），
降水明显偏多，有利于果实膨大。生育期内花期
冻害、初夏高温干旱对延安和渭北东部果区影响
较大，５月和９月部分果区冰雹危害较重，病虫害
相对较轻，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苹果产量和品质
形成。
３６气候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２０１０年陕西属灾害较重年份，２次强降雪、５
次大暴雨过程对陕西交通运输均造成严重影响。

２月９—１１日的雨雪天气使春节前后的交通
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咸阳国际机场１０日晚８—９
时封闭，部分航班延误，１６个航班取消。雨雪天
气也造成陕西境内部分高速路段封闭。７月１４—
１９日、２２—２５日的持续强降水致使华阴罗敷河决
堤，１０８国道宁强县大安桥桥基被洪水冲毁，３０７
高速公路商洛境内、１０２及３１０高速公路安康县
境内等多县境内路段受阻。强降水引发商州、商
南、山阳、丹凤等地多处泥石流、塌方、桥梁损
毁，西安发往陕南多个方向的客运班线停运。８月
１９日至２３日，洋县洋华路华阳境内、华太路沿途
山体滑坡、多处塌方、路面面板悬空，交通中断；
通村水泥路塌方、多处路面被毁；村组道路均有
不同程度塌方，受灾里程达９２７ｋｍ。

６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１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