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212

湖北省气候志
乔盛西等编著



乔盛两荨编蒿

湖北省气候志
湖北省地力‘志编黎委员会办公’书编

湖旗，叁熙弛版挂



湖北省气候志

．．．。乔盛西等编著

，，‘任平 审定
￡ - 。一

! - {I喜· ￡

!

：， 湖北人民出版拙出版·发行

。。江汉石油报印尉厂印刷

8aO×1168毫米32开本11．6 25印张29．4万字

．1989年8月第l版1‘)89年8月第1次印刷

。 印致：1--3 000

ISBN 7—216—00429—9

K·65定价I 25．oo元



：：在明，清纂修的地方志中都有气候的记载，但所记的内容多

限于水，旱、风，雹等气象灾害。清朝同治年间，在我省个别的

县志，府志中，有当地气候概况的文字记载，题名就ⅡLI“气

候黟。由此可见，一早在一百多年前，地方气候就是地方志的编写

内容之一。民国时期，我省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气象台站，。不可

能用近代气象仪器观测的气象资料来编写省气候志。新中国成立

后，我省气象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50年代后期，巳经形成了

地区有台i县有站的气象台站网。60年代初，为了适应国民经济

各部门对我省气候资源了解的需要，省气象局于1961年编写了以

提供资料为主的《湖北省气候志》。由于当时使用的资料年代很

短，所以编写气候志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只有经过二三十年的气候

资科积累的今天，才有可能编写出一本内容比较丰富的省气候志。
’

为了反映我省各地的气候实况，本书用了我省74个县(市)

气象台站的气候资料及两个山地气象站的资料。在这76个气象台

站中有75个台站有20年至30年的气象观测记录。一为了进行气象要

素的空间比较，·我们采用各测站在相同的观测时期内取得的资

料，规定统一使用1961～1980年20年的平均值。极值是重要的设

计参数，为了不漏掉出现在1951--一1960年期间的极值，故选自各

测站从建站年到1980年期间的极值。为了提高编写质量，我们在

编写中注意了如下几个问题t ，，。。’、．∑ ．，‘ ：7一一．
‘

。～l、突出地方特色，即突出湖北的重要气候现象，如梅雨、

酷暑，伏旱，鄂西秋雨等，用来反映湖北气候的地方特点。 ，、

2，既要写平均状况，更应写变化的情况。这是因为气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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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在为用户服务时，极值，频率、变率等统计
量常常比均值更有用。另一方面，东亚季风气候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年际变化大，不写变化情况，就不能反映季风气候的特点。

3，气候是天气的综合，适当地运用天气气候学的知识，解释

气候现象的成因，丰富编写的内容。

本书既不是一般性知识读物，也不是学术性研究著作，而是一“

本科学性较强，实用性较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就能阅读的地方

气候书籍。本书介绍了我省气候的特点，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规．

律，重要气候现象，气候变化，气候分区，旧志中的气候记载和

湖北的气象事业，并附录了部分气候资料。 ．

本书从1983年提出编写提纲，到1986年修改定稿，历时4

年。虽然我们主观上想尽心尽力把它编写好，但是由于水平有‘

限，参加编写的作者又较多，故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

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 ’

本书的前言和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二节，第三章的第．

二、三、四、五节，第四、五、六章由乔盛西同志编写，第二章

的第三、六节由薛静英同志编写I第二章的第四、五节由赵明明

同志编写，第二章的第七，十节由辛红同志编写，第二章的第

八节、第三章的第一节由马乃孚同志编写，第二章的第九节由黄。

勋章同志编写，第七章由孙承训同志编写，第八章由黄勇飞同志．

编写，附录由游运珍同志编制。全书由乔盛西同志总纂、主编。
’

本书初稿完成后，于1984年11月邀请了国家气象局，安徽、

扛西，湖南和河南4省气象局，湖北省志总编室以及本省的同行一

专家和修志专家，进行了审稿和评议，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会一

’后我们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和华中农业大学等许多单位，都对本书的编写提纲提出过宝贵意：

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 一 1‘． ：

，
r ，’编著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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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气候特点

湖北地处北纬29。077至北纬33。207，东经108。21，至东经

116。077。位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区内，季风气候的影响特别显

著。

湖北又位于全球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的东部。其春季连阴

雨、初夏暴雨和鄂西秋雨的形成，都与青藏高原的存在有密切的

关系。 ． ：

境内复杂的地形对各地的气候要素的再分配作用，又形成了

湖北特有的地方气候。

_i．．j一第一节_：季风气候一，-_1
’。?⋯，～．i’： ， ．：。 ‘o r‘ ’j

。

．。，

。 在东亚季风区域，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从汉

口1月和7月的风玫瑰图(图l—I)可清楚地看出冬夏风向转

变的特点。+冬夏风向相反的变亿反映出季风的季节转变。随着
风向的转变，天气和气侯的特点也跟着发生变化。季风气候的最

主要特征，是一年中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雨量主要集中在夏

季，雨热同季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特别适合喜温喜湿的水稻稆

棉花的生长。但是，季风气候的气象灾害较多。由于每年季风

的强弱与进退时间的不同，容易造成大范围的旱、涝灾害，风、

雹、低温等灾害也时有发生。’
。

、 一 ．
．

， 。。， ’j。F， ，j’。

7+ ’f
’

’

· 一 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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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妒j‘。 ；

～、≤

- ，-
· l

一‘ 南、

图l—l

汉口1月(实线)和7月(虚线)的风玫瑰图

一 冬冷夏热

冬季由于大陆上的蒙古高压和海洋上的阿留申低压都发展勇f

鼎盛时期，盛行强劲的偏北风。湖北处于冷高压中心的东南，受

南伸的高压脊①控制，吹东北风(图l一2)。这个冷高压中心

就是寒冷的冬季风的源地，那里的空气非常寒冷和干燥，气温经

常在一20℃以下，有时可降到一50。C，近地面层空气中的水汽含

量极少，比湿③常低子I克／千克。冷空气在源地堆集到一定程

度，在高空气流引导下，向南爆发，途经湖北时，造成降温和雨

雪天气。冷空气过境后，天气转晴，气温回升．隔十天半月又有

新的冷空气南下。在一次次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下，使得湖北省冬

①由闭合等压线构成的气压场，气压值由外面向中心增大。
称为高气压区，其延伸出来的狭长区域称为高压脊。

(参比涅是指每千克湿空气中舍有多少克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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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东亚海平面气压和盛行风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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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气温明显地低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冬季较冷便成为湖北省冬

季气候的基本特征。湖北各地的1月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平均

值，约低8一lO℃。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位子欧亚大陆西岸，

弓O。237 N，跟汉口纬度相近，冬季受到来自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

响，温暖多雨，1月平均气温为13．8℃，比汉口的3．2℃高10．6℃。j

美国新奥尔良位于北美大陆的东岸i纬度也和汉口相近，但北美

的冬季风远没有东亚的冬季风强盛，一．加上受墨西哥暖流的影响，

冬温也较高，为12．3℃，、比汉口高9．1℃。汉口从10月到次年4

月，各月的月平均气温都明显地低于上述的两个城市；说明冬季

风对湖北省气温的影响长达7个月之久。‘／i ：二，” 4．。。．o’

在冬季风异常的年份，由于蒙古高压和阿留申低压的反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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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导致我国大范围的冬季异常冷暖的出现。异常的冷冬对国民经

济的危害很大。凡是蒙古高压的月平均气压值比常年高8毫巴以

上，与此同时的阿留申低压又较常年低4毫巴以上，两者之间的

气压梯度很强，我国大陆在强劲的冬季风侵袭下，就会出现异常

寒冷的天气，江淮流域以南严寒而多雨雪。建国以来，湖北省出

现过3个异常的冷冬，造成了严重的冻害。例如1954年冬，自lz

月16日至1955年1月4日，连降了10天雪，积雪日数长达3I天之

久，最大积雪深度达32厘米。1955年1月有15天的日最高气温低

于零度，结冰终日不融，出现几十年少见的汉江结冰封冻断航的

现象。汉口在1955年1月5日出现了一14．5。C的低温。持续的低

温、雨雪，造成了水陆交通的中断，电线倒杆停电，农作物和果

树都遭到了严重的冻害。还有两次低温大雪的冷冬，分别出现在

1969年1月24日至2月3日和1977年1月25日至30日。汉口的最

低气温，前者是一17．30C，后者为一18．113。都伴有5天以上的

雨雪天气。1977年1月的低温使三峡河谷的柑桔遭到了毁灭性的

冻害，产量大减，后遗症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例如宜昌地区的

柑桔产量，由大冻前的1976年的31．1万担，下降到1978年的5．5

万担，经历了15个减产年，到1982年才恢复到大冻前的产量水

平。 ， ，

’

与冬季相反，湖北省夏季气温又高于同纬度的平均值。汉口

7月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平均值高2．013，比阿加迪尔高6．7℃，

比新奥尔良高1．513。汉口及其以东的沿江滨湖地区是我国的高

温中心之一．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城"。武汉平均每年有22天的

炎热日数(日最高气温超过3$13的天数)．平均每年有9．1天的

酷热日数(日最高气温超过3713的天数)。1971年7月，武汉出

现了连续13天的酷热，因高温而弓l起的中暑人数急剧增多，医院

有病历记载的中署人数就达1000多人。 ，‘

．

’

湖北省7—8月的高温，与夏季风势力最强、在大陆上到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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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纬度最北有关。此时梅雨已过，在副高①控制’之下，气流下
沉，云消雨散，强烈的太阳辐射使地表温度升到65℃以上，地面

又源源不断地把热量传导给大气，使气温急剧升高。加上相对湿

度大、夜晚风速又小，从而形成了人体难以忍受的闷热。

． =冬千夏雨

湖北省冬季在变性极大的陆地气团控制之下，空气中的水汽

含量少。如汉口地面1月平均比湿为3．4克／千克，只有7月平均

比湿的17．7％，空气是相当干燥的，冬季的降水，是发生在冷空

气南下的过程中其前沿冷锋过境时所造成的短期雨雪天气，但降

水量一般不大。冷锋过境后，受冷高压控制，天气晴朗无雨。冬
季是全年降水的最少季节。各地12月～2月的降水量在30"--'150毫

米之间，仅占年降水量的4"-'13％。例如汉口冬季年均降水量为

115．3毫米，占年均降水量的10％。
。

夏季，大陆热源作用和海洋冷源作用都达到最强，盛行从海．

洋吹向大陆的偏南风。湖北位于印度低压的南部，吹西南风(图

l一3)。6月中下旬，夏季风到达长江中下游，随后继续北．

上，7月下旬到8月是夏季风势力最强、到达的位置也是最北的

时期。9月中下旬夏季风又南撤到江南。湖北受夏季风影响的时

间约有3个月。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和我国南海的夏季风，空

气中含有大量的水汽，7月汉口地面的平均比湿为19．2克／千

克，是1月平均比湿的5．6倍。从海洋上吹来的夏季风，给湖北

带来丰沛的雨量。因此，湖北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

6月中下旬至7月上中旬，夏季风活跃于长江中下游。此时

中纬度西风带的环流形势，有利于引导冷空气不断南下，在长江

①副高是指在西太平洋上生成的副热带高气压，简称为乱

高，是≠个稳定的大型暖高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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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与暖湿的西南气流相遇，形成了包括湖北在内的江淮梅

雨。湖北梅雨期的气候，具有降水多、湿度大、El照少和升温缓

慢等待点。‘各地梅雨期的平均降水量，一般为200"--300毫米，占

年均降水量的18---23％。梅雨期的降水强度比较大，暴雨量占梅雨

期降水量的50---70％，暴雨是梅雨的主要组成部分。梅雨期的异常

多雨常易造成洪涝灾害的发生，这与梅雨期雨量多、强度大有关。

，7月中旬以后，夏季风再向北推移，雨带也随之北移到华

北，湖北梅雨随之结束。此时，湖北处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

气流下沉，天气晴朗少云，降水骤减，开始进入盛夏期。从7月

中旬到8月底为湖北的盛夏期，一个相对少雨的时期，各地盛夏期

驹降水量，在130,-．,170毫米之间，比梅雨期降水量少20一．．3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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