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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写“新乡地区气候志"是在中央气象局和河南省气象局布置搞气候普查的基础

上，总结和统计全区十五个市县自解放以来的气象基本资料并参照县志等历史文献记载，进

一步汇集、整理、分析而编写出来的。其目的是想藉以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使各级领

导和有关部门了解新乡地区气候资源和概况，结合各行各业需要使用各种气象要素时的必备

参考资料·

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深蒙全区各市、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农业，水利．．电力等兄弟

单位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全区气象工作者，不畏严寒酷暑，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又经过精

心计算，反复校对，几经易稿，终于取得这一辛勤劳动成果。

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资料年限不长i不少项目残缺不全，难以满足四个现

代化的需要与要求。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十月



～查一盒一地基查堕墨二．一魅一
拔海 记录

备 注台站名 站号 站 址 纬度 经度
高度 开始年代

原阳 53989 城西北(城郊) 35。03
7

1130577 75．8 1960 迁3次站

延津 53997 城关镇南关外 35。09
7

114011
7

71．1 1957 ”、"抖

封丘 53983 城东北范庄(乡村) 35。02
7

114。267 69．8 1959

汲县 53994 城南代庄(郊外) 35003
7

114004
7

69．9 1960 1

新乡 53986 东郊牧野村(郊外) 35019
7

1139 537 72．7 195l 2

辉县 53985 城关镇文昌阁东面 350 27
7

113。49
7

96．4 1955 1

获孤 53988 城东北角(城郊) 350167 113。40
7

76．3 1959 1

修武 53984 城关公社尚楼村 350147 113。257 85．2 1959 2

焦作 53982 焦新东路】4号 350147 113。167 112．0 1959 2

武陟 53987 木城镇西北角(城郊) 35。07 7 113。227 95．3 1959

博爱 53979 城北槽房村(郊外) 35。11 7 1130037 129．0 1955

沁阳 53972 城西北清平村东南 35007／ 1120557 119．6 196l 1

温县 57079 城北(郊外) 34。577 113。057 108．0 1959 1

盂县 57072 城北一北韩庄 34。55' 112。47
7

116．6 1955

济源 53978 城东郊、飞机场 35。061 112038
7

139，1 1960-

资 料 说 明

一，资料来源

全区各气象台、站及部分水文互占资料，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气候调查有关素材。

二、资料年代：

平均值一般采用60～78年资料，个别站使用了1959年以前的资料。

极值挑选自建站以来的气象资料，个别特殊项目采用了气候调查材料。

三、各台、站观测次数不同，各种天气现象出现的El数、次数的记载也有差异。在进行地区比

较和使用资料当中，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四，为了分析方便起见，在部份项目的分析中，以1、4、7、10月，分别代表冬、春、夏、

秋四季、特此注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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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乡地区气候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新乡地区的自然概况

新乡地区位于河南北部，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南邻黄河，东与山东荷泽．北与安阳、西与

山西相邻。本区地处中纬度，南从34。5c 7 N北至35。50
7 N相距一个纬度。东至112。E到115。

E，横跨3个经度。总面积1万3千平方公里。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全区

共辖2市、14县，人口60 0余万。

区内地形比较复杂，地势东低西高。焦作以西属于太行山和邙山之间的平川地带。太行

山从东北到西南蜿蜒于本区西北部，南邻黄河隔河与邙山相望。东部为平原地带。山地和丘

陵约占全区总面积的l／3。太行山在本区的最商拔海高度为1 700米(济源的天台ⅡI和辉县的

北部高峰)。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水库密布。主要水系有黄河和南运河，主要河

流有黄河、沁河、丹河、天然文岩渠，以及卫河大沙河等。河流总流域面积1万2千9百平

方公里。大小水库65座。解放后还修有引黄灌溉渠3条，排水渠道7条，全长约60 0多公

里。丰富的水利资源和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本区农业的发展：夔定了基础。

本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土质以壤土为主，间以沙壤土、沙土和粘土等。总耕地面积

85 0余万亩，其中水浇地60 0多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达49亿斤(78年数字)，棉花产量也

在全省占重要位置。本区是小麦高产区，全区小麦平均单产可达50 1斤(78年)。除小麦、棉

花之外，还产有玉米、高粱、花生、薯类等作物。

解放后，本区：E业也有较大发展。焦作的煤，享名于国内外；其次棉纺工业，和各县、

社的支农五小工业，也发展很快。

第二节 新乡地区气候形成的主要因素

气候，即是多年天气的平均状况。某一地区的气候，是由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理状

况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气候的辐射因子

大气中发生的一切物理过程，其能量均来自太阳辐射。所以太阳辐射是某·一地区气候形
成的原动力。

某地太阳辐射的大小，决定子某地太阳高度角的大小，而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决定予某

地所在纬度的高低。本区地处中纬度，自南到北、从北纬34。50，到35。50，，纬距差1度，纬

度偏低，纬差小，故太阳高度角大，南北辐射差小。

从本区各地“两分”、矗两至秒(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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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太阳高度角是随纬度和季节不同而变化的。纬度低，太阳高度角大，同一纬度-一

年中各季太阳高度角差异明显。见表1．1

新乡地区“两分”“两至”正午太阳高度角(度．分) 表1．1

地 名 纬 度 春 分 夏 至 秋 分 冬 至

汲县 350 2S 7
54。37

7
78。047 54。37t 31。107

瓿乡帝 ：5。i97 54
o

417 78 0081 54。4l 7 31。147

原 阳 35。037 54。57
7

78。247 540 57
7

31。3G
7

从表1．]f看出，本区所处范围内，正午太阳高度角从冬至的3i。jo 7～3l。3c7，增加到夏

至的7s。C4，～78。24，，这就造成了率区气候冬冷、夏热的根本原因。但也应看到出于南北纬

差小，故在同一季节里，太阳高度角变化不大，而南北气候差异也比较小。

另外，出亏：某地距离海洋远近的不同，即使处同’一纬度，也会造成显著的气候差异。

如新乡市和出西；青岛市，所处纬度和拔海高度相差甚小，但由于一个位于内陆，～‘个地处沿

海，形成了聪地截然不同的气候特点(见表1．2)

新乡、青岛气候要素比较表 表i．2

＼要
地、＼素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降水量 年平均风速 年平均蒸发量

名＼＼～

新 乡 14．0 628．3 2．6 2033．6

青 岛 12．1 790．6 5．2 1438．5

新乡：纬度35 0191、经度113 o 577，拔海72．7米
注 明

青岛：纬度360047经度120
o
19 7拔海76米

新乡市远离海洋，大陆对新乡气候的影响比海洋大，年平均温度比青岛高2度，而降水

量比青岛少20 0多毫米，风速小，蒸发量大，大陆性气候特点明显；而青岛则相反，温度

低，降水多，风大、蒸发量小，海洋性气候特点突出。由上可见，尽管太阳辐射对一地气候

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某地所处的海陆位置对某地气候的形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气候的环流因粢

太阳辐射引起大气环流。地球周围的大气在不停的运动，这种大范围的气流运动情况，

即是大气环流。由于大气环流结果，把冷热干湿不同性质的气团输送各地，就形成了各地

不同的天气，因此大气环流是形成各地气候的重要因素。

本区位子亚洲大陆的东南部，常年受交替的大陆气团和海洋气团的影响，冬季盛行偏北

风，夏季盛行偏南风，季风环流极为明显。

冬季：(以_1月为代表)该季50 0毫巴等高线密集的区域，在北纬32度，和东经14 0度

附近。本区处于东亚犬槽后部辐合区里，受大陆气团控制。(见图1．1)地面图上处于强大

的蒙古高压的南部边沿。(见图1．2)在高空西风急流的引导下，导致冷空气不断南下侵袭

本区，造成本送整个冬季寒冷、干燥、风大、少雨雪的气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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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形对气温的影响：

从气温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平原地区气温高于山区，西部平川气温又高于平原。如：修

武以西，属于两山之间的平川地带，气温比东部明显偏高，以沁阳和延津为例，拔海高度和

纬度基本相同，由于751jH处于平川里，风速小，吸收辐射强，所以沁阳各季和年的平均气温

均比延津明显偏离；再如山西省的晋城和阳城，(位于：穴行山区，可以近似代表本区山区)

纬度和本区的汲县、辉县、相差甚小，但拔海高度相差500一700米，所以年平均气温相差
3—4度(见表1．3)可见地形、地势对气温影响之大。

山区、平原年平均气温比较表 表1．3

山 区、 平 原

地点 纬度 拔 海 气温 地 点 纬 度 拔 海 气 温

阳 城 35。29
7

659 11．7 汲县 35。23r 67 13．9

晋城 35。281 742 10．7 辉 县 35027f 96 14．2

2、地形、地势对降水的影响：

从调查和各台站降水资料分析，不论降水强度和降水量，山区和平原，迎风面和背风
面，降水分布极不均匀。一般规律是山区多于平原，山的迎风面多于背风面。这是由于山区

夏半年发生局地热力作用，和迎风面对气流的抬升作用所造成的。如位于靠近山区的辉县

年平均降水量比周围台站多80—lo 0毫米，一日最大降水量可达400多毫米，比西部几个县

大200多毫米。

另外，由于地势作用，对各地各季降水量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夏季，中部山区，

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和偏南气流影响大于西部山区，故降水量多于西部山区，而冬季，由于

受西南气流的影响不同，西部又大于东部。

3、地形对风的影响：

本区处于东亚季风区域，一年四季受夏季和冬季季风交替影响。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

南风。但是由于地形的影响，使冬、夏季风的一般规律遭到破坏。东部平原地带，东北风

机率高，风速也相晓偏大，这和太行山的东北西南走向，以及太行山和山东泰山之间形成的狭

管作用有关。相反，由于太行山的阻挡，在焦作以西附近地区，偏西风机率较高， 风速也

小，因为这里处于两山之间的平Jli地带，地形对偏西气流的影响较小。(见表1．4)

西部平川和东部平原风速比较表 表1．4

西 部 平 川 东 部 平 原

地点 纬 度 拔海 年平均风速 地点 纬度 拔海 年平均风速

沁 阳 35077 119。6 2。3米／秒 延津 35Q9p 71．1 3．5米／秒

总之，在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地形、地势等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形成本区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型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早涝频繁。冬季干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

夏季炎热雨量多，秋季“秋高气爽”季节短。

e 4，



第二章新乡地区主要气候要素分析

第一节 气温

一、平均气温的区域分布：

1、年平均气温的分j布：

我区地处中原，属暖温带，气温比较适中，常年平均在14度左右，但因地形等因子的影

响，各地亦有差异。新乡和新乡以东各县由于处在太行11I脉东侧，地势平坦，北风强盛，气

温较低，年平均13．9度一14．O度。新乡以西各县地处南、北、西三面环LLI的平川之内，由于

北部受山的阻挡，冷空气不易侵入，加之逆温作用，气温较高，年平均14．1度一14．4度。焦

作地处向阳坡，又受工矿区小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高达14．9度。

2、各季气温的分布：(以1、4、7、10月代表冬、春、夏．秋四季)

1月：平均气温在一0．1度～一1．1度之间。自西向东递减。本月气温的分布受地形影响最

明显，在全年各月中东西温差最大。

4月：平均气温呈马鞍型区域分布。两个低温中心在封丘、温县一带，局平均气温在

14．6度一14．8度。两个高温中心在原阳和焦作，月平均气温分别为]一．3度和15．6度。中部各

县界于14．9度一15．2度之问。

J 2 弓4- 多 6 7 8 夕 jO 11 盟

固z．1蟊导、蓼莎黟暴逐月平均气滑罔琴妁叠

7月：各地月平均气温在27．0度以上。以

焦作、修武、武陟等中部各县为最高，在

27．6度～27．8度之间。由此逐渐向东、西方向

递减，其中东部递减快，最低值在新乡和汲县，

为27．2度。西部递减慢，最西端的济源为27．4

度。

10月；气温仍维持中部高，东四低的分布

趋势。焦作．武陟，获加在15．3度--15．6度；

汲县、封丘分别为14．7度和14．9度。其余各县

均在14．8度一15．2度之问。

二、气温的年变与日变

l、气温的年变化

气温在一年中的变化称为年变化。我区各

地气温年变化具有明显的大陆性特征。从孟

县、新乡、二县气温年变曲线中可见(图2．1)，

全区各地气温的年变皆为一致。1月是冬季风

最盛的时期，是我区各地月平均气温最低的月



份。在2—7月的6个月中，气温渐次递升，尤其是4月到5月升温最快，4 J_j较3月一般

增高6．5—7．o度。7月是夏季风最盛的时期，是我区各地最热的月份。从8月开始，则又依

次递减，与前者呈对称型式。在递减过程中，以¨月降得最快，lo与11月间的温差，各地均

在7—8度。冬夏两季，月际变化较小，特别是6、7两月，各地温差都只有1度生右。

若把春秋两季温度作一比较，可知我区各地一般春温稍高于秋温(如表2．1)。这是由
于春季多风少雨、地面增温迅速的原因。

洙 春 温 秋 温
(3—5) (9—11) 较 差

＼
孟 县 14．5 14．5 0．0

新 乡 14．6 14．5 0．1

延 津 14．6 14．5 0．1

＼矣名 孟县 新乡 延津 冷暖年笋传＼
57 一0．5 —0．7 一O．8 冷年

58 —0．1 —0．3 一O．3

59 0．6 0．6 0．5 暖年

60 0．3 0．2 0．1

61 1．3 1．1 1．2 暖年

62 0．4 0．1 0 2

63 —0．1 —0．1 —0．1

64 —0．5 —0．6 —0．5 冷 年

65 0．6 0．6 0．8 暖 年

66 0．6 0．5 0．8 暖 年

67 0．0 0．0 0．1

68 0．2 0．2 0．6

69 —0．6 —0．7 —0．7 冷年

70 —0．2 —0．3 —0．4

71 —0．1 —0．3 —0．3

72 —0．4 —0．5 —0．5

73 ．0．1 0．1 0．1

74 —0．3 —0．1 —0．2

75 0．1 0．3 0．2

76 —0．7 —0．5 —0．5 冷年

77 0．1 0．4 0．3

78 0．1 0．5 0．5

平均偏差 ±0．4 ±O．4 ±0．4

·6·

2、气温年较差：

一年中最热月与最冷月的平均气温之

差，就是气温的年较差。年较差的大小，表

示了气温年变化的大小。它从一个方面反映

了某一地区气候的特征。年较差大的地区冬

冷、夏热，气候变化剧烈，大陆性气候明

显。年较差小的地区，气候特征则相反。我

区各地年较差在27．5度--28．5度之间，东部
大于西部。

3、气温逐年变化的振幅

气温逐年变化的振幅，各地趋势基本一

致，只是变动的幅度略有不同。从1957—1978

年的年温距平值可以看出，各地年温的变化

都在半度上、下。只有个别年份由于冷空气

活动频繁，降水又多，造成年温明显偏低。

如1969年的年温比常年偏低0．6～O．7度。

有些年份又因长期受西太平洋付热带高压控

制，久晴少雨，使年温又显著偏高，如1961

年的年温各地比历年偏高1度左右。

若以某年年温距平值大于年平均偏差的

变化幅度来做为划分冷暖年的标准，那么全

区性的冷年有1957、1964、1969和1976四

年；暖年有1959、1961、1965和1966四年。
(表2．2)

4、气温的日变化和日较差：

气温在一日中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



律，只有当某些天气过程影响时，这种规律才有可能破坏。

在通常情况下，一日中最低气温出现在凌晨日出之前，最高气温出现在午后13时115时。

最低气温出现的时问在夏季偏早、冬季偏迟、春、秋二季相近。最高气温则与之相反。

气温的日变化大小，可用气温目较差表示，即一日中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之差。

圈互z裔器。衫、廷滓兰暴孕期野较差遂载翻
从图2．2中可以看出，我区各地日较差以5、6月最大，

月最小。也就是说春、秋日较差大，冬、夏日较差小。这是

因为春、秋季节，白天照射增温快，夜间辐射降温剧烈，

造成显著的昼夜温差。

就地理分布而言，我区日较差最小区域在原、延、封

一带，最大值在济源、沁阳、博爱。由表2．3可以看出日较

差的大小与各地拔海高度密切相关。地势低的地方比地势

高的地方日较差要小些。(表2．3)

三、气温的极值

l、极端最高气温

我区各地的极端最高气温皆在42度以上，其中以原阳

的“。1度为最高。(出现在1960年6月21日)

从地区分布看，西部极端最高气温要比东部高，新乡

以西各县一般在43度以上，以东均在43度以下。

狄时I剐分布看，我区的极端最高气温绝大多数县都出

现在6月份，其中有6个县同时出现在1966年6月22日。

个别县出现在7月，(修武、获加)时间是1964年7月

8—9日。

2，极端最低气温

我区的极端最低气温，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部在零

3、4、10月次之，以7、8

各县年平均日较差与

拔海高度对照表表2．3

拔海高度县名 日较差℃ (米)

济源 11．8 139

孟县 11．3 116

沁阳 11．5 118

博爱 11．5 129

温县 11．0 108

焦作 11．0 109

武陟 11．0 95

修武 11．4 85

获加 11．3 76

辉县 11．4 96

新乡 11．0 72

原阳 i0．7 75

汲县 11．6 69

延津 10．8 7l

封丘 10．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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