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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韵律测天

前面所介绍的天气预报方法多是侧重于短期或中期的
预报。下面介绍几种用于长期天气预报的方法。

利用韵律的方法做长期天气预报效果比较好。所谓
“韵律”是指一种天气现象出现后，间隔千定时间后，对应着
有另一种天气现象出现。这种“韵律”的存在，可能与天气
系统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有关。下面我们选择几种常
用的韵律法长期预报经验介绍给大家。

正月十五晴，八月十五明

正月十五指的是阴（农）历一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指的
阴历八月十五日。由于这两个日子都是节日（元宵节和中
秋节），人们容易对这两个日子的天气状况记忆准确，久而
久之，就总结出这两个日子的天气状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即韵律）。

这两个日子天气的对应状况常是正月十五是晴天，那
么八月十五也将是好天气，中秋节晚上能见到明亮的月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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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八月十五是晴好天气，相对应的翌年正月十五天
气好、坏不一定；但八月十五的晚间，有浓厚的云遮住月毫，
那么翌年正月十五将有降雪。有所谓；“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的说法。

惊蛰雷鸣，雨水均衡

惊蛰节气出现在阳历的３月５日至？日。它是反映自
然物候现象的节气，含义是“春雪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中
冬眠伪动物。”

从惊蛰的含义中可知，这个节气是本年度初雷日所在
的时段。因此，从惊蛰算起，十五日内如果出现小初雷（闻
雷声），那么该年春季雨量正常，是属于正常年景；如果在惊
蛰节气前即出现了初雷，那么该年雨季将提前出现；春季雨
量偏多，有所谓“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的说法；如果在
惊蛰节气十五日后才出现初雷，那么该年雨季推后，春季少
雨，有所谓“雷打惊蛰后，水田种干豆”的说法。

清明不明，谷雨不灵

清明节出现在阳历的４月４日至６日。清明节是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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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大家都比较注意这一天的天气状况。南方清明节
时一般好天气多，北方清明节常出现小雨天气。当然，这样
说是一种相对比较的说法。因为南方冬季和春季降雨是比
较频繁的，而清明时节，相对而言晴好天气的出现概率比较
高。北方冬、春季干旱少雨，清明节前后出现降雨的概率相
对高些。

清明节如果是阴天，那么后期主旱，谷雨节气本应有
雨，但由于天旱，也下不了雨。

清明节如果是晴天，那么后期雨水分配比较均匀，故有
“清明晴，雨水匀”的说法。

清明节如果下比较大的雨，相对应的后期雨水也多。
故有“清明湿了乌鸦毛，今年谷子水里捞”的说法。

在北方，如果清明节出现了雨天气，常预示着当年是正
常年景。

虽然清明节天气的不同对后期天气状况有较好的指示
意义，但在实际应用它作长期预报时还应注意结合本地区
的气候特点加以分析；灵活掌握，认真总结才能使预报准确
率更高。

夏至旱，小暑满

夏至出现在阳历的６月２１日或２２日。夏至时，太阳
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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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虽然是白昼最长，太阳高度角最高，但并不是一年中最热
的时候。因为近地面层的热量，这时还在继续积蓄，并没有
达到最多之时。夏至是告诉人们盛夏的开始和多雨季节的
开始。

如果夏至节气内降水量很少（即“旱”），那么说明雨季
后延，但一般不会后延太多，多数情况下到小暑节气时就会
有大量降雨出现（即“小暑满”）。

春雷初鸣一百二

这是利用１２０天韵律做降雨过程预报的方法。意思是
说春季第一次闻雷开始计算，１２０天左右将有一次较大量
的降雨天气出现。例如，３月５日听到春雷初鸣，后推１２０
天，即７月３日前后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出现。

许多地区的气象工作者对这一方法进行过验证和总
结，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准确率比较高的长期天气过程预报
方法。

重阳天晴一冬暖，重阳天阴一冬寒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我国多数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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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都有登高的风俗。重阳节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登
高远望，能看得很远，那么本年度的冬季将是暖冬，如果这
一天是阴天，能见度不高，给人以看不远的感觉，则预示着
本年冬季将是寒冬。

这一利用韵律预测冬季冷、暖趋势的方法，在我国多数
地区都比较适用。但为了使预报准确率提高，常用几种预
测方法配合应用，如在预测冬季冷暖时，常和“霜降晴天冬
不冷”等共同预测，以达更好的效果。

春风对秋雨

“春风对秋雨”是利用１８０天韵律预测季节降水量的方
法。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在空间意义上是表达了“风”和
“雨”两种天气相对应的关系；在时间上，是表达了春季和秋
季之间的韵律关系。“春风”和“秋雨”究竟有什么样的对应
关系呢？一般说来，春风大，该年秋季雨水多。用这一结论
可以定性地预测秋季降水量的“多”或“少”的趋势。

“春风对秋雨”不仅表达两个季节之间的韵律关系，还
能用它作具体天气过程预报，即春季哪一天刮风，相应的过

１８０天后秋季哪一天则有降雨。
以云南省林县为例，他们把“春风”分为三种情况。立

春到芒种之间刮小南风（四级或以下），并且天空中有高云
族出现，则从刮南风、有高云这一天起算，后推１８０天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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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
立春到芒种之间刮中南风（五至六级）天空有浓积云或

积雨云，那么，从这天开始算起，后推１８０天，将有一次中雨
或雷阵雨天气。

立春到芒种之间刮大风（七级或以上）并且天空出现浓
积云或积雨云，那么，从这一天开始算起，后推１８０天将
有—次疾风暴雨或较大雷阵雨天气。

冬冷春暖，冬暖春寒

这是一条运用韵律关系，报季节冷、暖的预报方法。
每个地区都具有本地区的气候特点，尽管每年的气候

条件都是在变动着，但针对一个具体地区而言，它的气候特
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温度为例，一年四季中，温度变化
十分剧烈，但从全年平均温度看，年际之间的差距却相对较
小。一年中不同季节温度的相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
这一因素的制约。

“冬冷春暖，冬暖春寒”是说如果冬季感到比往年冬季
明显冷，那么该年春天比往年春天要暖和；如果冬季感到比
往年冬季暖，那么该年春季则会出现春寒。

这句话对我国多数地区都比较适合，是做长期温度趋
势预报的方法之一。但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人们对“冷”或“暖”的感觉并非只与温度有关，还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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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等有关。因此，在寻找冷、暖指标时，应结合温度、湿
度、风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以得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恰当
指标。

另外，对于冷、暖所出现的时段应结合本地气候特点确
定适当的日期界限，寻找韵律关系最明显的时段，以提高预
测的准确率。

利用韵律预报冷、暖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也比较准确：
“九里暖，春天寒”从冬至开始算起，第一个９天称为

“一九”，第二个９天称为“二九”，依此类推，共有９个“九”
（８１天），“三九”和“四九”正处于“小寒”和“大寒”的节气
里，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

“九”里本应寒却出现“九”里暖的情况时，常对应着该
年春天偏冷。“九" 里冷、暖与春季冷、暖的基本规律是：“一
九”的平均气温偏高，则来年４月的平均气温偏高；“一九"
的平均气温偏低，则来年４月的平均气温偏高，“一九”的冷
暖和春季４月的冷暖有相反的对应关系。这一结论经有关
人员验证，在我国多数地区都有较高的准确性。

“四九无霜，谷雨补霜”。“四九”是一年中比较寒冷的
时段，“四九”阶段在晴天少云时，一般清晨都有白霜出现。
如果发现“四九”中，该出现霜的日子却没出现霜，那么，春
季在“谷雨”节气中将会出现霜或霜冻天气。这条经验对于
提前预防春霜冻有着特殊的意义。

总之，利用韵律方法测天是长期天气预测的重要方法，
只要我们掌握其特点，善于总结，就能使预报作得更加
准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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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气候

远在殷商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阴历。为了保证气候的
季节特征，每隔３年在１２个月中，还加上了一个闰月。同
时，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现春、夏、秋、冬四个字，这是四时
的最早记载了。

什么是四时气候

四时气候，具体地说，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那么，四季是怎样确定的呢？在我国古代是以二十四节气
中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的时间。也有以
农历一至三月为春，四至六月为夏，七至九月为秋，十至十
二月为冬的。近代，人们为了使季节的划分能够反映气候
的特征，以阳历的３～５月为春季，６～８月为夏季，９～１１月
为秋季，１２月至翌年２月为冬季。这样将一年划分为四等
分，形成平均日期的季节。这样划分并不完全能够反映我
国各地的气候。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的季风性和
大陆性都极显著，造成了各地在同一季节气候却悬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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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四季分明，有些地区则不太明显，甚至某一个季节
不会出现。例如海南岛、西双版纳，那里有夏无冬；黑龙江
北部漠河、青藏高原，是有冬无夏，西南高原昆明，是四季如
春；拉萨是四季如秋，那里１月份平均气温为０℃，月平均
最高气温６月份为１７℃。怎样避免生搬硬套季节？我国
气象部门以５天（称为一候）的平均气温为指标来划分四
季。一般高于２２℃为夏天，低于１０℃为冬天，１０～２２℃之
间为春天和秋天。

我国的四时气候

春，是一岁之首，万物萌发之时，人们常说，一年之际在
于春。然而，春在各地具有不同性质的表现：如在黑龙江省
北部漠河，是晚春，约在５月２０日左右，春天才到；华北平
原一带，则是“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早春季节；长江以南地
区，在２月初则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世界；华南则是风雨
送春归；高原则是飞雪迎春到；云南则是四季如春；西北则
是“春风已渡玉门关”的景色。台湾是恒春，昆明是长春，吐
鲁番是短春，冰川上是无春，这种不同景色的春天，是产生
各地春季谚语的气候背景。

春季，蒙古高压北退，副热带高压北上，形成冷暖空气
在某些地方交绥。但有时冷空气常常会爆出冷门，一举南
下。因而在谚语中，出现了“春天孩儿面，时时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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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春季冷暖空气相互拉锯，空气极不稳定，当冷空气强
时，和暖空气相遇，形成冷锋降水，因而就出现了“春寒多
雨”，“春雪冷" 的谚语。又如在长江中下游有“两春夹一冬，
无被暖烘烘" 的谚语。它描写在农历闰年时，出现了１３个
月，当年立春在正月，而下年的立春又提前到十二月，这就
是两春夹一冬了。第一个立春是春季开始，而第二个立春
是寒冷冬季即要结束，一年两春，所以说“无被暖烘烘”。而
在北方高原的冬春季，就不适用这条谚语了。

夏季，烈日炎炎似火烧。除高山冰川外，大地披上青绿
的盛装、生机盎然。各地有“夏暴热，主暴水”、“夏作秋，没
有收”、“六月不热，五谷不结”，等等生动谚语。这是因为夏
季在西南和大陆上，有一个热低压，在我国东部的太平洋
上，有一个北半球最强大的副热带高压，这两个强大的气压
系统，控制着我国整个地区。当副高北上，稳定少变时就产
生炎热的夏季：当副高减弱，或者多变时，就才能出现该热
不热的夏季，使作物生长缓慢，因而有“夏作秋，没有收”、
“该热不热，五谷不结”等谚语。

又如“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是表现在我
国东部长江流域一带的农谚。五月份，正在立夏之后，小满
之际，气温上升很快，作物生长茂盛，麦类和夏熟作物，籽粒
开始饱满，尚未成熟。这时除温度外，需要有较多的光照和
直接太阳辐射，以促其光合作用，使其籽实更加饱满，因而
不需阴雨连绵，故有“有钱难买五月旱”之说。到了六月，大
气环流有着突然的跳跃性的变化，西风北撤，东风建立，季
风北上，在我国东部和南部，形成了雨季，长江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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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阴雨连绵的梅雨季节。这时芒种节令已过，作物已全
都１８种，只有雨水的滋润，开始生长，田间管理比较空闲，
因而总结出“六月连阴吃饱饭”的谚语。

秋季，是“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季节，秋高气爽，万里亢
石。但当北方的冷空气频频南下时，往往形成寒潮，出现绢
冻灾害。因而出现了“秋冷霜来早，秋暖霜来迟”、“秋寒火
烧天”、“十月不落杨，大水漫河床”，等等谚语。

冬季，北方是千里冰封的世界，在北回归线以南，又有
着葱绿的南国，全国气候差别很大。在北方，有“冬冷冬雪
多”、“冬季天冷结厚冰，来年庄稼好收成”的谚语。冬季，北
方由于冷空气不断入侵，形成大量降雪。这不同于我国南
方，在湖南、安徽、浙江、广东一带，有“冬冷冬晴”、“冬寒有
雾露，无水做酒醋”的谚语。

可见在四时气候的谚语中，就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了地
方气候的季节特点，而不是依据历法和大区域性的四时气
候来划定的。所以，四时气候的谚语有较强的实用性，特别
是对农业生产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冷暖和旱涝

旱涝冷暖是属于四时气候之内的，但是为了反映它在
四时气候中的特色，将它单独提出来归类。

旱涝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冷暖的异常变化，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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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灾难。对几千年发生的水旱冷暖灾情，在古籍
中有详细的记载。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求雨、求雪
的记载，并有确定的日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遇有洪
旱，就是“尸积遍野”、“道殖相望”、鬻妻卖子”、“颠沛流离”。
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些谚语，用以阐明冷暖旱涝的
规律和周期性，总结出趋势变化，以作出未来的预测和预
防。一般说来，我国是北旱南涝，或者北方春旱夏涝；南方
伏旱雨涝。从平均来看，旱多于涝，因而常有“三年一小旱，
十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早”、“春旱不算旱，秋
旱连根烂”、“夏水干，秋水宽”等谚语，这都说明了旱涝的规
律性和旱涝的程度。在有些省，更有一些生动、形象的谚
语。如黑龙江省有“三天一小旱，五天一大旱”，宁夏有“十
年九旱，三年两头旱，挑单不挑双”、“旱是一大片，涝是一
条线”等谚语。不难看出，我国大部分地区是干旱为主，尤
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更突出。在旱涝谚语中，干旱条目占

９０％左右，而水涝条目仅占１０％。从我国近五百年旱涝的
初步分析中，也反映了干旱出现的频次多于水涝出现的
频次。

就冷热而言，我国冷暖异常情况，多决定冷空气活动的
频次和强度，其次是由受副热带高压北上的时间和强度的
影响以及我国季风来临的迟早等等所决定。若北方冷空气
活动较少，副热带高压北上，这种局面持续很久，则将出现
干暖的天气气候，若强度很大，则会出现干旱。反之，若冷
空气活动频繁，则会出现冷湿的天气气候。因而在谚语中
有“天闷热，雨要缺”、“冬寒雨，夏寒晴，三四五六七八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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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冬冷冬雪多”、“春冷秋热，必是雨节”、“春寒雨水多，
夏寒眼瞪着”、“春寒雨涟涟”的说法。

四时气候谚语的特点

四时气候谚语范围和内容比较广泛，从气象科学上讲，
可分为气象、天气、气候、物候、大气物理、农业气象等等。
从暗语应用上来划分．有气象预测预报，气象和农业生产，
气象和水文，洪涝等等。从时间变化上讲，可分为短期变
化，即几小时至几天的变化和预测。例如：“早晨天气热沉
沉，晚上在家不出门”、“早上闷燥，中午打暴”、“日暖夜寒东
海干，明天一定是晴天”。中期时限，一般从几天以至月余。
例如；“旱天西北阁，有雨没多远”、“久闷出三烟，连阴七八
天”、“由冷变暖，雪来不远”、“九月路上牛喝水，不种麦子必
后悔。”于长期时限，一般在一个月以上，以至达几年的时
间。例如：“伏旱年有，就看久不久”、“冰冻腊月，干旱六
月”、“春寒不算寒，惊蛰寒半年”、“腊月冷过头，来年冷子
流”、“一涝三年旱”、“涝不过三，旱不过二”等等皆是。这些
谚语以极其凝练的语言，把四时气候，浓缩成一句话，形成
和谐，言词生动，便于记忆，一听就懂，理在其中。

四时气候谚语同其他谚语一样，地方性色彩浓厚，这是
由于气候的变化，除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因子之外，还受局
地地形和厂垫面的影响，使其气候特征局限在很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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