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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总方针的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支援农业，‘加强农业

战线，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我局从1962年下半年以来，

组织力量，开始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对全省各地区的气候

特点、．变化规律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写成了<甘肃气侯

志>，供农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科学研究单位，根据本省各

地气候差剔性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和开展科学

研究，．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甘肃气候志>共分九章。第一章叙逍影响本省气候

的主要因子。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阐迎本省各地温度、

降水、凤、湿度、日照等气象要素的变化特点。第八章叙

述危害本省农业生产的几种主要自然灾害。第九章介绍本

省气候区划。最后附有本省各地有关气象资料图表。．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在编写过程中，应用本省

所有台(站)记录，．进行了具体全面的分析，但为了缩小

篇幅，附表仅选用了有关部分的资料i‘第二，引用资料的

年代，一般均到t960年，但个别项目，由于有现存资料和

考虑到资料长短对分析影响不大，所以使用的年代亦稽有

出入。
’ 。

‘

本志的全部统计资料，由省气象局气候资料室统计组

负责审订，文字分析由缪培俊、吴诗敦、程馥伯、常延



声、王道藩：李道远、雷兴汉、石崇壁等同志执笔，初稿

写成后，笛经本局技术领导小组讨论，最后由本局曹恩爵

工程师审阅定稿。
+‘

’

本志初次编写，由于业务水平有限，以及掌握的资料

不多不全，在分析内容上不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各单位

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改和补充。

甘肃省气象局‘

1964年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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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覃影响气候的因子

位屋与地形

甘肃位居我国大陆中部，面积为460，360平方公里：，约占全

国面积的4．8％。南超北纬32。317附近，北迄北纬42 4577附

近j跨纬度约lO?261；西起东经92。137附近，东迄东经108。

407附近，跨经度约16。277(洼)。本省是一个地形复杂、以

高原山地为主的省区，‘山地占垒省面积的43％，高原占32％。’

全省拔海大都在i，000米以上。沿本省西南边境顺次有那连山、

拉脊山、西倾山、积石山，、与青藏高原相连，拔海平均在3，500

米以上。东南有叠山、岷山、摩天岭(总称为南秦岭)，拔海

在2，000米以上。河西走廊以北，有断续的马鬃山、合黎山、龙

首山，拔海2，ooo一2，500米，与宽广的内蒙沙漠相接。东北有

六盘山，拔海2，soo一3，000米。更东有拔海l，300一1，800米的

子午岭，与陕北黄土高原连成一片。 ．

省境以内，山岭重重，从北到南大致可归纳为四条东——

西走向或西北——东南走向的主要山脉(如图1．1)。．·

第一条：毛毛山、老虎山、．米峡．山和尖山，拔海2，500一

3，000米； ．

第二条，马牙雪山、．宝金山、

届吴山，拔海在2，500米左右；．i

魏家大山、宋家梁、桥金山、

[注]本省边界是根据甘肃省民政厅辐制的‘甘肃省行政区划图'

(1963年版)确定的，其余书中附图的本省边界，刖系根据

’’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第四版袷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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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拉脊山、七道梁、‘兴隆山。马街山、华家岭，拔

海2，500一3，000米； ， ．

，

第四条，北秦岭。(太子山、白石山、莲花山、云雾山’)，拔

海2，ooo一3，000米；一· 一

‘．

·‘

此外还有：’陇山(即六盘山)，拔海在2，500米以上，把本省

黄土高原分为陇东与陇西两部分；岛鞘岭，在3，o．oo米以上，把本

省河流分为内流区和外流区两部分。山岭之间也有幽深的河谷

和盆地j．例如：‘南、北秦岭之间，有平均高度在1，ooo米左右

的徽成盆地；’：自龙江河谷，相对高度一般都在2，000米左右；

河西由于南山与北山的对峙，．形成狭长达1，000公里的河西走

廊。至于黄土高原，又以植被缺乏，土质疏松，受雨水长期侵

蚀的结果，’形成了沟壑纵横、土地破碎的地形。

本省由予距海较远，‘四周高山、‘高原环绕，海洋潮湿气流

不易达到，做空气中水汽稀少，，气候干燥，特别是河西地区更

为显著。。由于经纬度跨距较大，致省区内东西南北．的气候有着

很大的差别i例如：陇南的康县、碧口，’‘位居东南，水汽较多，

年降水量达800毫米；而河西的敦煌、安西，位居西北，水汽

较少，·年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下，．较陇南少15倍之多。当陇南南

部的河谷地区，春暖花开、禄树成蘑时，而河西走廊，却仍然是

天气严塞冰卦地冻。西北部纬度较高，距海又远，答、夏太阳

辐射差别大，气温的年变化也大；东南部纬度较低，距海较

近；?答、夏太阳辐射差别小，气温的年变化也小，如安西气温

年较差为36．1。c，，．而武都是22：2。C。 一

·，‘复杂的地形对局地气候有很大影响。如河西因两山对峙的

狭长走廊地形，故极地冷空气侵入时，速度较快，来势较猛；

而在本省东部地区，由于东西或南北走向的山岭阻挡，极地冷

空气侵袭的强度和速度，逐渐减弱。地形对降水的影响特剧明

显j 1如相邻的武都和康县(咀台子)的直线距离仅60公里左右，

因康县位居白龙江东侧山地，：拔海较高．(王，250米-)i，年降水量
。

o

．
．

，

一

二。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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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31：5毫米，武都居山地的背侧深切的白龙江河谷中，拔海又

较低(993米)，年降水量仅为496．5毫米，两地相差‘360多毫

米。又如徽县年降水(771：5毫米)+多于天水(。545．8毫米)，

临洮(484．3毫米)多于兰州(329．7毫米)’；都是国．为前者位

于山南迎风面，后者位于山北背凤面之故。降水量与拔海高度也

有很：幽关暴；在一÷定蓖鏖薨旦勇，，降查量一般随着拔海高度的

： 武。天乎兰
。 郡水凉，州

、增加而增加。例如：

岛鞘岭拔海(3，0．4

．二5．1米)较松山(2，7

．．26．7米)为高，降

．’．水量也较松山为多

．．一(前者为476．8毫
．． ．米，后者为270．8

。。 毫米‘)；郡连山拔

海．海(3，022．5米)

．较张掖(1，468．5

3000M 米)为高，降水量

’也较张掖为多(前

2500N：者为j56·7毫米，厦
‘者为122．9毫米)。

20曲就气温零言，．由图’。一
1。-2可以看出，

．气温的高低与拔海

oioo门：j，南度的关系十分密

乌最高软 。．

朝．勤．白 煌
。

’峙 一

：’。。： 图li2j气温与裨度、高度的关系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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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对地面风向的影响很明显。．例如：兰州、天水，因位

于东西向的河谷内，故全年多偏东凰；而河西的安西，因南北

。两山对峙，．?形势东高西低，·气流多呈东西向i则全年亦多偏东
凰。本省各地的地面凰向，因受地形的约制，．而使季节性变化

不太明显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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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太阳辐射． ．·

‘

j ’一t

‘

-一-一， 一⋯+’一‘ ～● ●。’’⋯‘
： 本省年太阳总辐射的殓布，从南向北逐渐埔加，(．附图1

和表1．I)，基蛮多范围垄!QQ=!鱼Q±圭么厘米笪芝≥问一，—等
。值线的分布与年日照总时数的分布一致。‘河西及中部偏北地

．区，年颁封为j37_1_69亍卡／厘米2·年，螂煌魄J5嗵一
童么星鲞：二年美垒笪÷复．最太值一兰州及1中部倔南地区和陇东地
区，年总辐射为120-：-138千卡7厘米钆年。甘南及陇南地+区律总
辐射为120千卡／厘米2·牟以下，其中武都的100千卡／厘米三生
为全笪笪垦丛!笪童。形壁鲨登坌查的原因．，主要墨奎省摩童隆气一．
中水汽合量多，云量多，晴天坐，愈往北则晴天逐渐增多。．

， 全年中，以12月的总辐射值最，ji，全省平均在5·8千卡／

厘米2·月之间；6月(威7月一)的总辐射值最大。．全省平均在
11—19千卡／厘米2·月之间。两值相差1倍多，．且从南愈往北

’差值愈大。例如：南部的武都差7．1千卡／厘米，·月，中部的

兰州差7．9千卡，厘米钆月；北部的敦煌则．差N：12．1千卡／厘‘

米2·月o-本省年温振辐从南向北增大与此有关。
’+

． 从备月总辐射的变化看，各地从1月起，。月总辐射开始增，

加，三、．四、五月增加最速；以兰州为例，平坷每月增加2．2千卡／‘

‘厘米2·月’。7月(或。6月)以后，开始降低，九十、十_月
降低最速；．也以兰州为例，平均每月降低2．3千卡／厘米2i月。

三、四、五月的总辐射的急剧增加，是导致本省绝大部分地区

春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同一时期里，降水量少，土壤中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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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多，1加以投射到地面的太阳辐射能，大部分作用于增高地

温，加快了土壤变干的过程，造成土壤干旱，影响作物生长。

1月，本省太阳总辐射在6—8千卡／厘米，·月之问；4

月，在10一16千卡／厘米2-月之间；771，在12一19千卡／厘米2·月

之间；lo月，·在7一12千卡／厘米2·月之间。一各月等值线分

布形式与年等值线分布形式相同，不过1月间南北差异较小，．

仅1．5千卡／厘米2·月，而7月间南北差异则相当大，+达到6．2

千卡／厘米2·月。 ，，

’

一 三大气环流- ． ．

一 = 大气土1、流’ ． ．

‘

●

●

●-

，

，

’

●。

～

’

本省地处中纬度内陆，全年大部分时间受高空西风气流的

控制，所以，高低气压系统多依此气流方向，自西向东移动越

过省境。‘在此移动过程中，形成的大范围天气，。对本省气候的

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下面分季加以叙述J．’

一冬季；二地面为蒙古高压所控制，高压中心位于蒙古人民共

和国中部；·中心气压达1，040毫巴。本省位于高压南部，地面

多东北风，气压较高，气温簌低，：降水稀少，多晴冶天气。省

境上空为北支西风急流，西凤急流上游有西凤槽及波动产生

肘，’‘一趿引极地冶空气南下‘每次极地冷空气南下肘，前绦总伴

有冷绎，．-冷锌过境前后，。常引起急剧降温，天气阴娶，偶有阵
雪。

，．

．‘

’’

’．． ．．·二’·
’

。

春季，蒙古高压巳向西北退缩，中心气压减到1，020毫

巴。本省位于其东南部，地面仍多东北风。‘太阳高度角已逐渐

增大，裸露地面受热较多，各地温度上升较快。这时，省境上

空，仍在北支西风急流控制下，但儡南暖湿气流，在西风槽前

可达本省，故雨雪比冬季逐渐增多。‘西凤波动，在春季仍时有

发生，相应地在地面有移动性的气压系统越过省境且较频繁，

因而构成本省春季大风和风沙天气特多、夭气多变的特点。当



西风波动较强时，常导致环流型式的较大改变，‘冶空气大举南

下，而形成严重的晚霜冻，一给生产带来危害。：此外，如在青藏

高原上空有暖高压稳定存在时，’气流下沉，又往往给本省带来

较长时间的连续晴天，．造成春旱。。i· ．．j ’．：，‘．o一：．

’·夏季，蒙古高压已衰退到西伯利亚的北部j：大陆为低压所

控制。．本省位于其东北部，盛行倔南及偏东风：．此时，二匕空北

支西风急流也向北撤出本省i高空西风势力较弱，。副热带高压

已向北推进，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来较多的水汽，与

西北方侵入的冶空气相遇，形成了省内大范围的降水，强者可

以发生暴雨：此外，高空西南低涡，不时从本省黄河以东地区

越过，由于辐合作用强，也常导致本省中部、陇东及陇南地区

的暴雨发生。 、 ． 一：’．．一．，
一’

． 秋季，由于太阳高度角的降低，地面辐射支出热量较多，．

温度开始迅速下降。大陆低压减弱并向南撤，、’北方蒙古高压又

复迅速南下(中心气压为1，025毫巴一10月。)，上空北支西风

急流，又重新控制本省；r副热带高压渐向南移，但行动较慢，

故初秋本省上空水汽仍多，-加上冷空气的活动，降水较为．丰

沛。入秋时，+由于环流型式的改变，导致较强的冷空气入侵，．

常出现秋季较大的降温和早霜冻，给秋作物带来危害。．．．．·
·． 上面提到的，只是多年平均环流的一般情况。由于中纬度

西凤带波动的次数不一，季节的分配备异j副热带高压进退的

不同，因而每年的天气和气侯，就有所差别。 ：．．

’ ’ -
’‘ ’

● ●_’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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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温 度

一一气温分布

本省气温的年、月分布(附表1、附图2—5)，可归纠

为以下四点。 ．．

．

，

· ：

(，1)全省及各季(以一、四、七、十月代表各、春、夏、

秋备季‘)的等温线的分布趋势，大致相同，’并有两个低温咩

心：■药面酷山地，_翘篷整蔓原。这是由于大的地形影响币
产生的。 ．

‘

． (2)除大的山系和高原对气温所产生的影响外，垒年各

季气温的分布，一般而雷，太塾堕蔓廑撞商面摩皂侄巳，如年平均
气温，武都为15。2。C(位于北纬33。237)，野马街(位子北

纬互1。387)为4-．0。C。’但受局部地形的影响，‘中部黄河谷地

和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下游盆地，较四周氩温为高，．，．形威两
个高温区。 ’

·

。

(’3。)郡连山区附近，1月等温线的分布较7月稀疏。这

是由于冬季反气旋盛行，在大气低层形成深厚的逆温层，使温

度的垂直梯度减小，从而使山区附近实际等温线的温度梯度减

小，所以1月的等温线反比7．月稀疏。 。．

’

(4．)月．平塑氢温，都以7月最高，1月最低，并且春温

高至垂蔓逄，春季擗温法，秋季降温也侠。这是大陆性气侯的基
：r矗：△ ．—一“’F? 、J一≠#“一。一
本特色。． ：．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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