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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日照时数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淑敏

（铜川市气象局，陕西铜川７２７０３１）
摘要：利用铜川３站１９６４—２００３年４０ａ逐日日照观测记录进行分析，结合影响日照的总云量、
低云量、烟雾日数、沙尘日数和降水日数等资料，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铜川日照的变化和
影响日照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铜川日照时数的年际变化在１９６４—１９８４年变化相对平稳，后期
出现３～４ａ周期性变化，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为缓慢增长阶段；季度分布很不均衡，冬季和秋季最小，
夏季最大，春季的３月日照时数呈增长趋势；日照时数自北向南逐渐减少，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增幅
呈现北部的宜君增多显著，南部的耀州区增长缓慢；云对日照的影响不是简单的量化对比，与云
种类有很大关系；雨（雪）、雾、沙尘、烟霾等天气现象均对日照有影响，降水和雾日对日照影响
主要是秋季的连阴雨天气，沙尘、烟霾日数远远少于雾日，对日照时数的影响只在冬春季，且影
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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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是用气候学方法计算

太阳辐射的主要参数，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的
分布规律是表征太阳辐射强弱和反映气候变化的
主要气象要素，是衡量一个地区太阳能资源分布
的重要指标［１］。日照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农业生
产和人类的日常生活，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城
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越来越密集，城市大气中
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日照时数等气象要素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不同地域的分布特征也不同，本文
通过对铜川３站１９６４—２００３年４０ａ逐日日照观
测记录，通过年、季、月的时序分析和地域分布
分析，结合与其有关的总云量、低云量、烟雾日
数、沙尘日数等资料的相关分析，揭示铜川太阳
能资源的利用价值和变化规律。
日照时数的时序变化规律分析
２１年变化

全市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３２３８ｈ，３站年平
均日照时数略有差异，分别为北部的宜君２３９１６

ｈ，中部的铜川为２３０３４ｈ，南部的耀州区为
２２７６３ｈ，呈现自北向南依次递减的分布规律。
日照的年际之间差异十分明显，３站日照时数最
大年与最小年差异在７２８０～９９０２ｈ之间。
１９６４—１９８４年日照时数变化相对平稳，后期出现
了３～４ａ的周期性变化，４０ａ的谷峰出现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中期以
后为缓慢增长阶段。
２２月季变化

全市各站的月日照平均１８９７～１９９５ｈ，整
体分布为由北向南依次递减的规律。３站的日照
时数季度分布很不均衡，日照时数在冬季和秋季
最小，夏季最大，春季的３月日照时数呈增长趋
势，５、６月达到全年的最大值，盛夏的７、８月开
始减少，９月北部的宜君达到全年的最小值，中南
部为次低值，这和９月本地多连阴雨天气有直接
关系，１０月以后，干冷空气南下控制，降水次数
明显减少，继而日照时数就开始增多，直至冬季
的２月中南部达到全年的最低值。日照的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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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与总低云量、降水、沙尘、雾日的变化相
关密切。
日照时数的地域变化分布特征

铜川各地的年平均日照时数略有差异，日照
时数年际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年日照时数的
最大值为宜君１９９７年的２８１１６ｈ，年日照时数的
最小值为铜川１９８９年的１６７２２ｈ，各地年最大值
和最小值相差７２８～９９０２ｈ。各地日照时数最长
的月份是５月和６月，最短的月份是２月和９月。
日照百分率全年平均５１％～５４％，以９月份最
小，为４４％～４６％，１２月最大，为５６％～６５％。

铜川日照时数自北向南逐渐减少，就年分布
分析，年日照时数在前期的１９６４—１９８４年，３站
的日照时数相差很小，总体年际分布有波动但地
域分布基本稳定，１９８４—１９９９年以来３站的日照
时数差异增大，北部的宜君增多显著，南部的耀
州区增长缓慢，依然位居最小值。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３站日照时数、变化幅度十分接近，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年呈增长趋势，２００３年下降（表１）。

铜川日照在大多数年份可以满足各种作物需
求，但有少数年份作物生长关键期（如扬花、灌
浆期），阴雨天气过多，光照不足，造成减产。

表铜川、宜君、耀州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月变化

月份
铜 川 宜 君 耀 州

日照时数燉ｈ日照百分率燉％日照时数燉ｈ日照百分率燉％日照时数燉ｈ日照百分率燉％
１ １８１７ ５８ １９９４ ６４ １６９６ ５４
２ １５６７ ５１ １６９１ ５５ １５２７ ５０
３ １６９８ ４６ １８２０ ４９ １６４７ ４５
４ ２０１６ ５１ ２１３１ ５４ １９８０ ５１
５ ２２８８ ５３ ２３７２ ５５ ２２７３ ５３
６ ２１５８ ５０ ２２５７ ５２ ２２０６ ５１
７ ２０９６ ４８ ２１７３ ４９ ２２２７ ５１
８ ２０６８ ５０ ２０７４ ５０ ２１９５ ５３
９ １６３４ ４４ １６８６ ４６ １６６５ ４５
１０ １７１４ ４９ １７７４ ５１ １６５９ ４８
１１ １７３１ ５６ １８５９ ６０ １６２８ ５３
１２ １８４２ ６１ １９５８ ６５ １７１６ ５６
年 ２２６２９ ５１ ２３７８９ ５４ ２２４１８ ５１

太阳辐射变化分析
据铜川农业气候区划统计，各地年平均总辐

射量在５２５８４～５３３３７ＭＪ燉ｍ２之间，春秋两季
光能较强，月辐射量为４１８０～６６８８ＭＪ燉ｍ２。１２
月的光能最弱，６月光能最强。光能年际间的波动
较大。年总辐射量最大值达５８５２０ＭＪ燉ｍ２，最小
值４５９８０ＭＪ燉ｍ２，相差１２５４０ＭＪ燉ｍ２，其差值

相当于常年整个春季的辐射量。
铜川没有太阳辐射观测点，太阳辐射数据是

利用西安所测辐射资料，利用铜川各地天文辐射
量和日照百分率算出。计算总辐射的经验公式：

爯＝爯Ａ（牃＋牄×牕燉爫）
爯为总辐射量，爯Ａ为天文辐射，牕燉爫为日照

百分率，牃、牄为待定系数（与大气透明度有关）。
表铜川、宜君、耀州各月平均太阳辐射量 ＭＪ燉ｍ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年
铜川 ２９４３３３２７４１０９４８７４６０４４６４９６６０２８５５４７３９０４３６２０２９６０２８６３５２８７７
宜君 ３１５２３３２７４３５１４８９５５９７３６２８３５６９７５２７１３８５８３６３２３０２２２９２６５２５８４
耀州 ２９４７３１６８４１２２４８４９５９６５６７０９６１２４６０２３３９１３３７０８３０１４２７３８５３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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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铜川日照、日照百分率以及太阳辐射差异
的原因分析
５１云量与日照时数的关系

分析统计全市４０ａ的总（低）云量，全市各
月平均总云量４０～６５成，低云量０４～２４成，
由于低云量全年只在７、８、９月相对较多，月平
均略超过２成，其余季节较少，出现和维持时间
也较短，对日照时数影响并不显著。对于总云量
与日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对比，还与云
种类有很大关系：冬季主要以高云为主，云量相
对比较少，所以显得日照时较多；春秋季节，降
水云系增多，日照减少显著；夏季月平均总云量
在６成左右，阵性降水较多，严重影响日照的中
云较少，夏季的日照时数稳定，并居于全年最多。

可见日照时数不但与云量有关，还和云的类
别有关系，而且云的观测没有连续记录，对分析
造成了不确定性因素。

图１全市３站月总云量、总低云量和日照时数

统计全市３站４０ａ的总（低）云量，把３站
的日平均总（低）云量按照００～１９、２０～８０、
８１～１００成划分等级，统计每个等级在一定时
段内出现的次数，与对应时段的日照时数对比分
析发现，全市的各月平均总云量在００～１９成的
数４～１２ｄ，２０～８０成的数１１～１３ｄ，８１～
１００成的数６～１３ｄ；而低云量在００～１９成的
数２２～２７ｄ，２０～８０成的数２～１３ｄ，８１～
１００成数仅２ｄ左右，分析结果表明，总云量对
日照影响不明显，而低云量等级为００～１９成与
日照时数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低云
对日照的影响远远大于中高云系。
５２天气现象的季节变化造成日照分布的不均
匀性

分析气象观测记录中的２５种天气现象，对日

照产生影响的有雨（雪）、雾、沙尘、烟霾等多种。
降水对日照影响主要是秋季的连阴雨天气，夏季
降水次数偏多，但多属于对流性降水，对日照没
有明显的影响，相反夏季的日照时数居于全年之
最；雾日空气含水量增多，导致了大气透明度降
低，太阳光的穿透力降低，秋冬季节雾日增多［２］也
是影响日照减少的主要因素；铜川的沙尘、烟霾
日远远少于雾日，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３］，一般出
现次数少，维持时间不像雾日那样连续多日，所
以对日照时数的影响只在冬春季，且影响不大。
结论
６１日照时数的年际变化在１９６４—１９８４年变化
相对平稳，后期出现３～４ａ的周期性变化，４０ａ
的谷峰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
期，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为缓慢增长阶段。
６２日照时数季分布很不均衡，冬季和秋季最
少；夏季最大，春季的３月日照时数呈增长趋势，
５、６月达到全年的最大值，盛夏的７、８月开始减
少，９月达到全年的最小值，１０月以后日照时数
又开始增多，日照的这种变化规律与云量、降水、
沙尘、雾日的变化相关密切。
６３铜川日照时数自北向南逐渐减少，１９８４—
１９９９年以来３站的日照时数差异增大，北部的宜
君增多显著，南部的耀州区增长缓慢。
６４云对日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云量对比，还
与云种类有很大关系；雨（雪）、雾、沙尘、烟霾
等天气现象均对日照有影响，降水和雾日对日照
影响主要是秋季的连阴雨天气，沙尘、烟霾日远
远少于雾日，对日照时数的影响只在冬春季，且
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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