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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０６年气候影响评价
田武文，雷向杰，黄祖英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０６年陕西年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异常偏高，根据全省２９个气象站的资料统计，有２０站
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年降水量全省大部属正常年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北部和南
部偏少，中部接近常年或略偏多；冬季偏多，春季偏少，夏季大部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少；暴
雨日数及强度接近常年，全省无大面积洪涝事件发生。苹果花期冻害强度大、范围广、危害重，为
严重花期冻害级别；盛夏陕南中西部遭遇严重干旱，干旱程度居５０ａ以来第３位；１０—１１月气候
异常偏暖使部分地区的冬小麦出现冬前旺长现象。２００６年属一般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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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概况
１１气温

年平均气温：陕北９～１１ｏＣ，关中大部１１～
１５ｏＣ，陕南１３～１７ｏＣ。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大
部偏高１～３ｏＣ，关中偏高１～２ｏＣ，陕南偏高０５
～２ｏＣ。２００６年是陕西省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
的年份。根据全省２９个气象站的资料统计，有２０
站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５站达到建
站以来的次高值。月平均气温仅９月关中、陕南
偏低，其余月份全部偏高。其中３月、１０月和１１
月全省大部气温偏高２～３ｏＣ，１０月全省大部分
地区创１９６１年以来月平均气温的最高值。

冬季（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２月）平均气
温：陕北－６～－３ｏＣ，关中－２～１ｏＣ，陕南１～

５ｏＣ，陕北大部较常年正常略偏高，关中陕南大部
正常略偏低。

春季（３—５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１～１３ｏＣ，
关中１２～１７ｏＣ，陕南１４～１８ｏＣ。与常年同期比
较，全省显著偏高，其中陕北大部偏高２ｏＣ左右、
关中大部偏高２～３ｏＣ，陕南偏高１～２ｏＣ。３月平
均气温全省大部地区偏高２～３ｏＣ。４月２９日西
安市的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５６ｏＣ，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的最高值。是一个温暖的春季。

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陕北２３～２４ｏＣ，
关中２２～２６ｏＣ，陕南２４～２８ｏＣ，与常年同期比
较：全省大部地区偏高１～２ｏＣ。

秋季（９—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０～１２ｏＣ，
关中大部１２～１６ｏＣ，陕南１４～１８ｏＣ，与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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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月沙尘暴站次与上年冬季大风站次、春季
沙尘暴站次合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站次、春季沙尘
暴站次合计和上年冬季大风站次合计均有很好的
相关性，其中春季沙尘暴站次与上年１２月大风站
次相关性最好。
５３沙尘暴与大风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可用
１２月的大风站次预测来年春季沙尘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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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陕北偏高１～３ｏＣ，关中偏高１～２ｏＣ，陕南
偏高０５～２ｏＣ。其中９月关中大部、陕南中西部
偏低０１～０５ｏＣ，陕南东部偏低１～１５ｏＣ；１０
月陕北北部偏高４～５ｏＣ，省内其余地市偏高２～
３ｏＣ。全省大部分地区创有气象记录以来月平均
气温的最高值；１１月省内大部地区偏高２～３ｏＣ，
宝鸡、渭南、汉中三站月平均气温创１９６１年以来
的历史同期最高。
１２降水

年降水量陕北北部２２０～３２０ｍｍ，陕北南部
４１０～６９０ｍｍ，关中、陕南东部４００～７９０ｍｍ，陕
南中西部７００～１２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
北北部偏少一到四成，陕南中西部偏少一到三成，
省内其余大部接近常年同期降水量。全省降水空
间分布不均，北部和南部偏少，中部接近常年或
略偏多；时间分布不均，冬季偏多，春季偏少，夏
季大部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少；暴雨日数及强
度接近常年，全省无大面积洪涝事件发生。２００６
年年降水量全省大部属于正常年份，陕南的安康
和汉中部分地区偏少，旱灾损失较大。

冬季：降水量陕北１０～３０ｍｍ，关中大部２０
～５０ｍｍ，其中西安、长安５０～７０ｍｍ，陕南东
部２０～５０ｍｍ，陕南西部１５～４０ｍｍ。与常年同
期比较，陕北、关中偏多１～３倍，陕南大部偏多
一到九成，局部偏多１倍以上，但西部局部地区
偏少一到二成。除陕北温度偏高降水偏多外，全
省大部是一个冷湿的冬季。

春季：陕北５０～１００ｍｍ，关中大部７０～１３０
ｍｍ，局部１６０～１８０ｍｍ，陕南大部１４０～２５０
ｍｍ，局部３５０ｍｍ以上。与常年比较，陕北地区
降雨多寡不均，关中大部偏少一到三成，陕南大
部分地区偏多一到五成。

夏季：陕北北部不足２００ｍｍ，陕北南部、关
中、陕南东部２５０～４００ｍｍ，陕南中西部１５０～
３００ｍｍ，其中安康中部１２０ｍｍ左右。与常年同
期比较：陕北北部偏少一到五成，陕南大部偏少
二到七成，省内其余地市降水接近常年。

秋季：陕北北部３０～８０ｍｍ，陕北南部９０～
１３０ｍｍ，关中大部及陕南东部１１０～２００ｍｍ，陕
南西部２１０～３５０ｍｍ，安康大部不足２００ｍｍ；与

常年同期比较，陕北大部、渭北大部、陕南中部
偏少二到四成，省内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１３日照

年日照时数：陕北、渭北２０００～２９００ｈ，关
中大部、陕南１６００～２３００ｈ；与常年相比，陕北
大部偏多２０～１７０ｈ，关中西部偏少７０～４００ｈ，
陕南中西部偏多１５０～２３０ｈ，省内其余地区接近
常年。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暴雨

２００６年全省共有３０个暴雨日，出现暴雨１１７
站次，属正常年份，其中大暴雨１０站次。

８月２８日，陕西境内普降暴雨—大暴雨。其
中铜川、韩城、澄城、白水、留坝等５个县
（市）降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暴雨过程造成宝鸡、铜
川、渭南、汉中、延安市３１个县（市、区）２８０
个乡镇２４５８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受灾群众２万
人，直接经济损失近４亿元。暴雨还使陕南汉中
境内的胥水河的水位突涨，使８名正在淌水过河
的群众被冲走，造成２人死亡，６人失踪。
２２大风、冰雹

２００６年强对流造成的冰雹天气过程有１９
次。影响最大的冰雹过程发生在８月１—２日，延
安市、咸阳市及商州市共１５个县（区）遭遇冰雹
袭击。其中延安市的宜川、宝塔区、延长等县灾
情严重。

５月７日１８时左右佳县出现了２８ｍ燉ｓ的大
风，超过历史同期最高记录（２００ｍ燉ｓ）；６月２５
日１９—２０时，大荔出现３３ｍ燉ｓ（１１级）的大风，
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风速。
２３干旱

５月至９月，安康市、汉中市有１１６０多条河
道干枯断流，汉中市库塘实蓄水仅占应蓄水量
３０％，安康市库塘蓄水不足１燉１０，安康盆地汉江
以北浅山丘陵地带干土层达３０ｃｍ以上，部分地
区水稻田面曝晒裂缝宽达３ｃｍ。据统计，因旱受
灾人口３０８７１万人，４００９万人饮水困难，农作
物受灾面积２８６９万ｈｍ２，绝收７７９６万ｈｍ２，直
接经济损失１０７亿元。

盛夏持续高温使陕南中西部出现严重伏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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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８月１８日，２９５３万ｈｍ２农作物受旱，其中
重旱１８４３万ｈｍ２，干枯２８４万ｈｍ２；因旱导致
部分地区人蓄饮水困难。仅安康市因旱灾造成秋
粮减产３０％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３亿多元。
２４低温冻害

３月１１—１３日陕西自北向南出现了全省性
的降温过程。降温幅度：陕北１６～１８ｏＣ，关中１４
～１６ｏＣ，陕南１０～１２ｏＣ。１４日汉中地区遭遇罕见
春季霜冻，是１９７６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４月１１—１２日，全省自北向南出现了明显的
大风降温和沙尘天气过程，并伴有雨（雪）天气。
陕北大部、关中大部气温下降１２～１６ｏＣ，陕南大
部下降了８～１２ｏＣ。因极端最低气温陕北、渭北降
到０ｏＣ以下，苹果、梨等经济作物遭受严重冻害。
其中粮食作物平均减产三到五成，经济作物平均
减产五到八成，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９月９日定边县最低气温达２２ｏＣ，刷新了
该站９月上旬历史记录的最低值；９月１０日最低
气温０１ｏＣ，是吴旗站有气象记录以来９月上旬
的最低气温。
２５高温

６月１５—１９日关中、陕南及延安大部出现大
于３７ｏＣ的持续高温天气，１７—１９日全省部分地
方出现大于４０ｏＣ的高温天气，１７日全省近２０站
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１７日西安市最高气
温达４２９ｏＣ，突破了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１日的４１８
ｏＣ最高气温记录。月内大于等于３５ｏＣ的高温日数
西安９ｄ，安康１４ｄ。

７月中旬气温显著偏高，全省３２个发报站
中，１７个站创１９７１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主要分布
在关中、陕南，４个站达历史次高。西安的泾河气
象站大于３５ｏＣ的高温天气从１１日持续到１９日，
最高气温达３９６ｏＣ，１３—１９日，最低气温也一直
维持在２６ｏＣ以上。
２６连阴雨

８月２７—９月５日全省出现持续１０ｄ的连阴
雨天气，过程降水量陕北３０～１２０ｍｍ，关中４０～
１００ｍｍ，陕南１０～１５０ｍｍ；９月２２—３０日，延
安以南地区出现持续９ｄ的阴雨天气，过程降水
量陕北南部１０～４０ｍｍ，关中６０～１１０ｍｍ，陕南

６０～１５０ｍｍ。
２７沙尘暴

２００６年陕西出现５次沙尘暴天气，其中大于
等于３站的沙尘暴日３ｄ，大于等于５站的沙尘暴
日２ｄ，８个沙尘暴日，全省（９９站）共出现扬沙
６７站次，浮尘３４站次，沙尘暴２６站次，是２００２
年以来最多的一年。沙尘暴出现最多的是定边县，
共出现７次。４月１１日是西安市唯一的一次沙尘
天气，也是西安２００６年春季唯一的一个重度污染
日。
２８气候异常偏暖

２００６年是陕西省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
年份。根据全省２９个气象站的资料统计，２００６年
有２０站突破了建站以来的最高记录，５站达到建
站以来的次高值。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月、１１月，全省大部月平均
气温比历年同期偏高２～３ｏＣ，其中１０月月平均
气温，全省３０个观测站中，２７站创建站以来最高
记录，１站平建站以来的最高记录。

１０—１１月气候异常偏暖使陕西省部分地区
的冬小麦出现冬前旺长现象，气候变化对粮食生
产安全发出警告。
专题气候影响评价
３１气候条件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０６年陕西冬小麦生育期气象条件总的特
征是：播时底墒好，气温适宜，降水较多，小麦
出苗顺利，苗齐、苗壮；返青后降水较少，麦苗
转化升级受到影响；拔节－抽穗期降水较少，对
冬小麦生长造成一定影响；灌浆－乳熟期雨水充
沛，利于灌浆，籽粒增重；乳熟期少雨多晴天，小
麦收割、晾晒进展顺利。冬小麦全生育期降水较
为充沛，气温适宜，气象条件较为适合冬小麦生
长发育。该年度冬小麦属丰收年。

由于播前出现连阴雨，冬小麦播种略为推迟，
但墒情好，冬小麦出苗顺利，苗齐、苗壮；秋季
大部墒情和积温达到冬前壮蘖的要求，生长健壮；
冬季雪多墒好，安全越冬，返青期接近常年；春
季前期降水少，透雨偏晚，光照充足；４月中旬，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天气晴朗，降雨量在２５～５５
ｍｍ，较为适宜，小麦开花整齐、顺利。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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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雨少，出现干旱，使小麦受到一定影响。５月３—
４日、９—１１日、２０日和２３—２５日全省出现４次
降水过程，月降雨量５０～２００ｍｍ。灌浆期是冬小
麦生长需水最多的时期，充足的降水利于冬小麦
灌浆、籽粒增重。从５月下旬开始，冬小麦进入
成熟收获期，与常年同期相比提前５ｄ左右。气温
偏高，降水日数１～３ｄ，少雨多晴天，小麦收割、
晾晒进展顺利。
３２气候对夏玉米的影响

全省夏玉米生育期气象条件总的特征是：夏
玉米播种适时，播期气温适宜，降水较多，夏玉
米出苗顺利，苗齐苗壮；出苗－拔节期，全省大
部降水偏少，部分田块夏玉米受旱严重；拔节－
吐丝期，陕北南部、关中、陕南大部降水偏多，缓
解了旱情，但降水偏多对扬花吐丝不利；吐丝－
乳熟期，雨水充沛，气温适宜，利于灌浆，籽粒
增重，但阴雨寡照天气对正值灌浆的夏玉米不利；
乳熟－成熟期，天气晴好，光照充足，对夏玉米
成熟有利。总之，整个生育期降水较好，气温适
宜，短期干旱对夏玉米生长发育存在一定影响，气
象条件对夏玉米生长发育属中等年份。
３３气候对油菜的影响

油菜播种顺利，基本播在最佳时期。１０—１１
月光照充足、气温适宜有利于苗期生长。冬季气
温正常，降水量偏多，有利于安全越冬。汉中油
菜育苗期，降水、气温较为适宜，后期生长受到
干旱影响。总体长势好于上年。３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不利于油菜抽苔。４月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日照时数偏多，加快了农田土壤水分蒸发，不
利于油菜的籽粒形成。５月上旬气温偏高，降水
少，影响油菜产量。５月上、中旬天气晴好，有利
于油菜的收获、碾打、晾晒，产量略好于２００５年。
３４气候对棉花的影响

２００６年全省棉花播种面积７５３万ｈｍ２，棉
花生长前期的气象条件尚可，后期（９月２２—３０
日）的连阴雨天气对棉铃的后期生长、品质和产
量有一定影响，１０月上旬的收获期气温偏高，基
本无降水，有利于棉花的裂铃吐絮及采摘晾晒。棉
花平均单产９６１５ｋｇ燉ｈｍ２，较２００５年减产１３３５

ｋｇ燉ｈｍ２。
３５气候对水稻的影响

５月下旬后期，陕南水稻全部插播到高产期
内。７月上旬普遍处于孕穗期，有效茎数４８０～５４０
万茎燉ｈｍ２，平均株高７０ｃｍ左右，长势良好，病
虫害轻。８月上旬处在开花授粉到灌浆初期，生长
健壮。“秋封”早于常年，８月１７—２２日出现低温
阴雨天气，对正在扬花、灌浆的水稻造成了较大
的影响。９月中、下旬正是收割的关键期，出现连
阴雨天气，局部出现暴雨。造成部分农田被淹，无
法收回，抢收回的稻谷无法晾晒，造成出芽。２００６
年水稻产量低于常年。
３６气候对果业的影响

２００６年全省苹果主要生育期，光、热、水资
源数量及其匹配均优于常年。降水量显著偏多，温
度偏高，日照正常略偏多。果树开花期出现严重
花期冻害，虽对今年果业生产有显著影响，但由
于幼果期、果实膨大期等苹果关键生育期气候资
源优越，匹配合理有效缓解和补偿了花期冻害损
失，加之其它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相对较轻，今年
全省苹果产量增加，商品率有所提高。

４月１１—１４日果区出现了近１０ａ来最严重
的大风、沙尘和强寒潮天气过程，对苹果、梨、桃
等果树开花、授粉、受精及幼果生长造成严重危
害。其间３０个苹果基地县中有２２个县最低气温
在０ｏＣ以下。据调查，关中和渭北东部果区主要受
沙尘和低温冷害共同危害，致使花药和柱头发黑
变干，明显影响果花授粉受精，中心花受损达
３０％左右；延安和渭北西部果区主要是低温冻害
危害，花药、花柱等花器受冻严重，中心花受冻
率达６０％～７０％。

９月下旬在果实着色期，果区出现了明显的
连阴雨天气，阴雨、低温、寡照天气给苹果着色
成熟带来显著影响，并造成部分果园梨小食心虫
和果树腐烂病较重发生。部分果园，叶斑病、果
实斑点病及果锈发生较重。

今年苹果商品率有所提高，总产量略低于
２００４年，价格较上年上涨。

９２２００７（３） 田武文等：陕西省２００６年气候影响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