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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寒潮天气的气候特征分析

胡淑兰,魏 娜,巩祥夫,方建刚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利用陕西省1962年1月—2009年12月61个气象站逐日温度资料,分析陕西省寒潮气候

特征及其变化,结果发现:全省寒潮发生频次年际差异较大,年均1.65次/a,年代际变化呈微弱增多

趋势。地域分布由北向南减少,主要多发区在陕北北部和关中东部,陕南西部最少。月季变化明显,

3—4月出现频次最多,占52%。寒潮北部出现早,结束迟,中南部则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前3—4
月寒潮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周期20~22a。春季寒潮与平均最低气温变化趋势呈反位相,90年代

以后则不明显。寒潮具有复杂的多时间尺度结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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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气温出现了明显的升高

趋势,尤其是在冬季[1]。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

发现中国寒潮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的变

化,统计分析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

国各类寒潮发生的频次呈减少趋势,且强度有所

减弱[2-5]。这些研究大都针对国内不同地区,其结

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寒潮也是陕西省冬半年的

主要气象灾害[6]。寒潮除了取决于冷空气的强弱、

冷高压的移动路径外,还与极地高压的活动、高

压场、地形等有关[7]。针对全省寒潮发生和变化

规律进行分析总结,期望对防灾减灾工作起到参

谋作用。

1 资料和寒潮标准

陕西南北狭长,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差异大,

把全省分三个区即陕北,关中和陕南进行统计和

分析。应用陕西省48a(1962年1月—2009年12
月)各气象台站的逐日气温资料对出现的寒潮天

气过程进行统计。陕西省寒潮标准:(1)24h日

平均气温陕北下降10oC以上,关中、陕南下降8
oC以上,且最低气温在5oC以下; (2)48h日

平均气温陕北下降12oC以上,关中、陕南下降

10oC以上,且最低气温在5oC以下。结合本地

实际,某区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站点达到上述寒

潮标准算作一次寒潮过程。全省寒潮指至少有一

个区域出现寒潮天气过程。

2 气候特征

2.1 空间分布

陕西寒潮天气呈现北多南少 (图1)。1962—

图1 陕西省寒潮地域分布 (单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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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间陕北北部,关中中、东部部分地区50
次以上;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30~50
次;陕北和关中个别站、陕南西部少于30次;寒

潮出现最少的陕南西南部15次以下。这种分布可

能与地理条件 (纬度、海拔高度、地貌等)和冷

空气的路径有直接关系。

2.2 月季分布

寒潮天气多出现在秋冬和冬春交替时段。从

表1可以看出3月寒潮出现次数最多,共21次,
占总次数的27%;4月次之,出现20次,占

25%;5月最少,仅3次,占4%;3、4、5月

年平均出现概率分别为0.44、0.42、0.06次/a。

表1 全省各月寒潮过程出现次数及总站 (次) 次

月份 10 11 12 1 2 3 4 5

出现次数 5 13 4 6 7 21 20 3

出现站次 85 303 78 91 168 514 520 31

2.3 初、终日期

全省寒潮陕北出现早,结束迟,最早开始日

10月1日 (2004年),最晚5月14日 (1972年)。

关中、陕南开始晚,结束早。关中最早开始日为

10月25日 (1997年),最晚4月24日 (1968年、

1980年);陕南最早开始日期10月28日 (1986
年),最晚4月24日 (1968年)。

全省平均开始日为11月13—14日,平均结

束日为4月6—7日;陕北平均开始日为11月

18—19日,平均结束日为4月4—6日;关中平

均开始日为11月16—17日,平均结束日为3月

31日;陕南平均开始日为11月9—10日,平均结

束日为3月24—25日。

3 年际变化趋势

1962—2009年,陕西全省寒潮天气过程共出

现79次,年均1.65次/a,但年际差异较大,最

多出现5次,最少1次,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图
略)。

3.1 陕北

陕北共出现寒潮46次,年均0.96次/a。陕

北寒潮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不明显,20世纪70
年代到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发

生较多,60年代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发

生较少。在每年10月—次年4月期间,4月寒潮

出现次数最多,共出现13次,占全年的28%;11
月次之,出现9次,占全年的19%;10月最少,

出现2次,占全年的4%。4、11、10月年平均出

现寒潮0.27、0.19、0.04次/a。

3.2 关中

关中地区共出现寒潮50次,年均1.04次/

a,年际变化大 (见图2)。20世纪60年代逐渐

增加,70年代前中期减少,后期开始增多,80
年代减少,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明显增

多。3、4月寒潮出现次数最多,各出现14次,

分别占总数的28%;10、12、1月最少,各出现

3次,分别占6% (见表2)。3、4月年出现概率

达0.29次/a。

折线为年际变化曲线;粗实线为均值;虚线为变化趋势线

图2 关中地区寒潮年变化及其演变趋势

表2 1962—2009年关中地区寒潮

年代际和各月分布 次 

月份 10 11 12 1 2 3 4 合计

60年代     1 3 5 9

70年代 3 1 1 2 3 10

80年代 1 1 1 2 1 6

90年代 2 2 1 3 3 1 12

21世纪初 1 2 1 1 4 4 13

合计 3 7 3 3 6 14 14 50

3.3 陕南

陕南共出现寒潮34次,年均0.71次/a,年

变化略呈增加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出现较多,

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发生较少,处于低谷阶段,

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逐渐增多。3月寒潮出现

次数最多,共15次,占总出现次数的44%;其次

是4月7次,占21%。3月出现概率为0.3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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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月、1月无寒潮出现。

4 小波变换分析

用小波分析方法对全省及各区48a的寒潮资

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冬半年寒潮的发生表现

为多时间尺度的复杂结构。陕北 (图略)主要是

8a和3.7a的时间尺度,关中 (图3)主要是13
a和3.2a的时间尺度,陕南 (图略)有8a和

1.8a的时间尺度。陕北、关中、陕南分别在8a、

13a、8a的时间尺度上经历了偏多—偏少—偏多

三个主要阶段。

图3 1962—2009年关中地区寒潮小波分析

5 春季寒潮与平均最低气温的变化关系

春季是冬夏季环流转换的过渡季节,寒潮天

气极易发生,且与冷空气活动强度密切相关。春

季气温回暖迅速,随着经济的发展,寒潮所造成

的危害日趋加重。寒潮发生频率、强度直接影响

损失的程度。寒潮发生与最低气温关系密切。
春季通常是指3—5月,陕西省3—4月寒潮

出现最多,灾害最重。分析3—4月寒潮与最低平

均气温的关系,结果表明:3—4月寒潮的趋势演

变呈周期性变化,周期20~22a(如图4);20世

纪60年代、80年代、21世纪初分别是全省性寒

潮的活跃多发期,70年代、90年代则发生较少;
从3—4月平均最低气温的变化曲线来看,60—70
年代平均最低气温相对较高,80年代平均最低气

温偏低,以后气温明显升高,且无明显周期变化,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升温更加明显;90年代以前

寒潮演变与平均最低气温变化趋势呈反位向,90
年代以后则不明显。

实曲线为寒潮演变趋势线;

虚曲线为平均最低气温演变趋势线

图4 全省3—4月寒潮与平均最低气温的变化关系

6 结论

6.1 寒潮分布由北向南减少,主要多发区在陕北

北部和关中东部,陕南西部最少。北部寒潮出现

早,结束迟;中南部出现迟,结束早。

6.2 全省各区及全省寒潮年际差异较大,年出现

频次陕北0.96次/a、关中1.04次/a、陕南0.71
次/a、全省1.65次/a,各区及全省寒潮演变趋势

一致,均有微弱增加趋势。

6.3 月季分布差异明显,3—4月出现频次最多,
占全年的52%;5月最少,占4%。

6.4 寒潮具有复杂的多时间尺度结构变化的特

征。陕北主要是8a和3.7a的时间尺度,关中为

13a和3.2a的时间尺度,陕南为有8a和1.8a
的时间尺度。

6.5 春季寒潮与平均最低气温变化趋势呈反位

向,90年代以后则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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