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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关系极大

更加密切。可以这样说，国计民生的各个

《孟县气象志》是在孟县地方志编纂

站预报员台定勇同志主编，站长、工程师

李继华二同志对全书修改后定稿出版的。本志根据“统合古今，

略古”的原则，“纵横结合，经纬交错”的方法，力求做

文实相符，达到存史与致用之目的，以便于为无产阶级

当前的四化建设服务。

本志通过对我县气象情况的初步总结

气象灾害有较全面地历史地了解，从而在

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胜利。这就是我们编志

本志书的气候资料起讫于公元6 3 7

为l 9 5 4一一1 9 8 4年。

然而，此工作是首次尝试，加之部分资料捷鎏
水平有限，本志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熬茸读者和
见，待后补充修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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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县概 况

孟县，据《河南通志》记载“古为孟涂国。周武王会诸候予盂津即此，后为苏念生食

邑。春秋属严为河阳。战国属魏为河雍。秦为三JlI君15。汉置河阳县，属河内郡。新莽改河

亭。东汉仍为河阳县。属河南郡。三闭、魏、晋因之。北齐废县为河阳关。隋开皇十六年

置河阳县属河内郡。唐初改为犬基县。寻复改为河阳属孟州。五代为孟州治。宋孟州置河

阳三城节度使。政和二年改属济源郡。金(世宗犬定二十八年，盂州为河水所害，又北去

十五里筑今城称上孟州，故城称下孟州)因之。元初治下孟州。宪宗八年复立上孟州属怀

庆路。明洪武十年改孟州为县，始称孟县，属怀庆府。清朝因之。”民国三年(1 9 1 4

年)属河南省河北道。后又改为予北道。l 9 2 7年(民国十六年)，道废直属河南

省。l 9 3 8年，日寇占据盂县后，在县城设立伪“县公署”，l 9 4 4年4月，孟县抗

日民主政府成立，1 9 4 5年8月l 4日，日本宣布投降，伪“县公署”解散。l 9 4 7

年7月8日，全县解放。“孟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孟县人民政府"，属平原省新乡专

区。1 9 5 2年，平原省撒消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l 9 5 4年，改为“盂县人民委员

会”。1 9 6 7年1 2月3 0日成立“孟县革命委员会"。l 9 8 0年1月成立“孟县人

民政府m,i。

解放后，孟县人民政府将全县4 0 1个自然村建立成5个区，l 9 5 2年又增设第六

区于缑村。1 9 5 5年撒区并为l 4个中心乡。l 9 5 8年全县成立1 O个人民公社。

1 9 7 3年3月又将吉利、槐树分别划成吉利、石庄、槐树、东小仇4个公社。1 9 7 8

年，吉利公社划归洛阳。于今全县只有l 1个公社。

盂县历史上灾害较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据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盂县

志))载，盂县自唐以来出现较大的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地震、病疫等9 8次。据年

老人座谈，自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至l 9 4 9年，出现较大的水灾、冻灾、旱灾、

风灾、虫灾等十多次。有时数灾并发，有时连年成灾。经济以农业为主。解放前，农业生

产水平很低，尤其是西部岭区的“望天收”。东部平地虽有少量面积能用手摇辘轳，1日式

水车灌溉，但平均亩产不足2 O O斤。广大人民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背并离乡，逃荒要

饭，若遇上灾荒年， “饥人相食，瘟疫死者枕籍道路。"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

大搞以兴修水利为中·IL,的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挖河修渠，打井配套，排涝治碱，积

极进行综合治理。火力推广科学种田，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使昔日贫穷落后

的旧河阳，变成了今日欣欣向荣的新孟县。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

工业，在解放前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县目前有工厂

3 2 5个，年总产值5 3 9 O万元，是l 9 5 7年的2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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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高中l 2所，初中1 2 8所，小学l l 2所，在校学生已达6 5 5 l 0人。

孟县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韩文公墓祠。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的古建筑有三处；

元代的显圣王庙(在堤北头大队)，元代的状云宫大殿(在南关学校)，明代的无梁庙(在

梧桐大队)。有名冢六座：铫期、铫刚、冯异、岑彭、王蚰王、虢王。有仰绍文化遗址八

处，龙山文化遗址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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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地理状况

孟县位子河南省新乡地区的西南部。东与温县交界，西于济源相连，南濒黄河与洛阳

隔河相望，北与沁阳接壤，跨东径1 l 2
o
3 3 7——1 1 2

o
5 5 7，北纬3 4

o
5 O

7——

3 5
o
O 2 7。总面积5 4 1．9平方公里。西北部为济源壬屋山东麓余脉，丘岭起伏，沟

壑交错，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最高海拔3 0 5．9米，最低海拔1 O 8．5米，平均海

拔1 7 6米。地表比降8．4‰。境内有大小河流三条，黄河位于县境南界，上由坡底入

境，流经西虢，城关、化工、南庄四个乡，东至贾营东出境，流入温县，长3 2公里。蟒

河由沁阳大位入境，自西北向西南横贯全县，流入温县，长3 4．5公里。猪龙河由沁阳

崇义入境，流经城伯、南庄，流入温县，全长1 6公里，为温、孟两县的界河。

土壤以两合土和白土为主。两合土占3 O％，白土占2 2％，黑垆土占1 O％，沙土

占1 3％。红土、料礓占l 8％，盐碱土占7％。

第二章气候特点

我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特点是：四季分明，旱涝频繁。冬季寒冷雨雪

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丽晴和日照长。

年平均气温1 4．2摄氏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一O．3摄氏度，最热月(七

月)平均气温2 7．5摄氏度，最暖年1 9 6 1年为1 5．5摄氏度，最冷年1 9 5 6年平

均气温1 3．2摄氏度；大于或等于1 O摄氏度的有效积温4 5 3 9．1摄氏度。全年无霜

期2 O 9．8天。年降水量6 l 4．2毫米，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年平均蒸发量

l 6 9 3．1毫米，是降水量的2．8倍。

第三章四季的划分

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从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三个不同的角度，其划分结

果各异。

地球不停地绕太阳公转，在地轴永远与公转轨道平面交6 6
o
3 3 7的倾斜角的条件

下，致使北(南)半球所受太阳热能的多少也周期性地变化着，因而就形成了寒暑变迁的

四季。天文学上划分的四季(对北半球地区)如下：自春分到夏至为春季，自夏至到秋分

为夏季，自秋分到冬至为秋季，自冬至到春分为冬季。

而在气象学上，往往以阳历3一一5月作为春季，6——8月作为夏季I 9——l 1

月作为秋季，l 2——2月作为冬季。由于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不同，如距海远近，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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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及下垫面性质等条件差别很大，因此各地的温度及降水等气象要素的变化和分布还是
很复杂的。因此气候学就是根据各地的气候因素和条件而定的，气候学划分的四季各季的

时间长短相差较大。相距不远的两地由予地理环境不同，从气侯学划分的四季也是有差异

的。

下面仅从气象学角度来谱论四季的特点。

第一节 春 季

春季(3—5月)，初春气温回升快，冷空气活动频繁，春雨绵绵，常有倒春寒出
现。开春以后由于暖空气势力不断增强，冷暖空气互为争雄消长阶段，每次冷空气入侵带

来一次降温过程。

雨量较冬季明显增加，元月份仅7．6毫米，四月份为4 6．8毫米，增加．6、．2倍。

晚春雨量丰沛，气温回升快，有利作物的生长，但阴雨天数多，四月份明显，按日降水量

≥o．1毫米作为一个雨日，那么孟县四月份雨日平均达8．1天。

第二节 夏 季

夏季(6⋯一8月)，气温日变化大，中午炎热，不遇大旱时，早晚比较凉爽，雨热同

季，雨量集中且强度大，雨量占全年的5 5％，分布极不均匀，常有旱、涝、风、雹等灾害

出现。

初夏期(六月)，正值我县麦收季节，常有连阴雨发生，雨量占全年的l o％，这个

时期的连阴雨平均2．5年一遇。不利小麦收打。

盛夏期(7月下旬一一8月)，闷热，易发生旱涝，历史上的大暴雨常发生在此时

期。如1 9 5 8年7月l 7日，目降雨量达2 1 5．4毫米；1 9 8 2年7月3 o日一日

降雨量达2 5 2．3毫米。这个时期温度虽然不是最高，但是由于受付热带高压控制，湿

度很大，风速小，人感十分闷热。

第三节 秋 季

秋季(9一l 1月)，是夏季向冬季过渡的时期，秋雨连绵，气温陡降。由于北方冷

空气势力逐渐增强，南方暖空气相应减弱，冷暖空气在3 5。N频频交绥，造成我县的秋

季连阴雨天气。历史上最强的秋季连阴雨是l 9 6 4年1 0月9号一1 1月5号，长达2 8

天，过程雨量7 2．1毫米。秋季连阴雨平均1．2年一遇。秋连阴主要影响棉花的收摘，使

其质量变劣，产量大减。

第四节 冬 季

冬季(1 2—2月)，严寒雨雪少，多偏北大风。日最低气温≤O℃的日数以元月份

最多，多年平均为2 8．7天，全月日最低气温均≤O℃的年份有l 0年，占4 O％。

冬季的降水量是一年中最少的。从十二月到次年二月的总雨量，仅占全年总雨量晦

4％。雨雪日也较少，每年每月3．4天。冬季的天气类型大致可分为雨雪少的干冷年和

雨雪多的湿冷年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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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气候

第四章热量资源

第一节气温

一、气温的年际变化。

盂县位于暖温带地区，气温比较适中。年平均气温l 4．2℃，最暖的1 9 6 1年为

l 5．5℃，最冷的1 9 5 6年为1 3．2℃，两者相差2．3℃(表2～1)。

表2～1 历年年平均气温

单位：℃

年 份 55 56 57 58 59 60 6l 62 63

平均气温 14．0 13．2 13．7 l垂．1 14．8 14．5 ：15．5 14．6 14．3

距 平 一O．2 —1．0 一O．5 一O．1 0．6 0．3 1．3 0．4 0．1

：年 份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平均气温 1轧7 14．8 14．8 14．2 14．4 13．6 14．0 14．1 13．8

距 平 一O．5 0．6 0．6 0．0 O．2 ～O．6 一O．2 一O．1 一O．4

年 份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平均

平均气温 14．3 13．9 14．3 13．5 14．3 14．3 14．1 13．6 14．2

距 平 0．1 —O．3 0．1 ～0．7 0．1 0．1 —0．1 —0．6 0．4

我衍把年平均气温距平绝对值大予平均偏差0．4℃作为冷暖年的话，1956、1957、

196垂、1969、t976、1980年六年的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小于一0．4℃，这几年则为偏冷年。

1959、1961、1965、1966四年的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大于0．4℃，这几年则为偏暖年。

年平坷气温的变化趋势是：l 9 5 5——l 9 6 6年，年平均气温变化较剧烈，l 9

6 6年以后到l 9 8 0年，年平均气温在平均线附近或偏下摆动，属正常或偏冷年。群众

也普遍反映近些年来冬天不太冷了，夏天不太热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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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0 65 70 75 80牟

图2～l盂县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

二、气温的年变化；

气温的年变化是指气温在一年内的变化情况。

表2～2 孟县各月平均气温

单位．．℃

月 份 四 五
—L
／、

平均气温 ～0．3 2．3 8．O 14．6 20．5 26．3

月 变 差 ～2．1 2．6 5．7 6．6 5．9 5．8

月 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平均气温 27．5 25．9 20．7 15．O 7．8 1．8

月 变 差 1．2 一1．6 ～5．2 —5．7 —7．2 —6．O

一月份是冬季风最盛的时期，孟县一月份月平均气温为一O．3℃，是气温最低的月

份。从二月至七月的六个月，气温逐渐回升，三至五月升温最快，四月比三月高

6·6℃。七月份是夏季风最强的时期，孟县七月份月平均气温达到2 7．5℃，是气温最高

的月份。从八月开始，气温表现为递减，十一月份降得最快，月变差为一7．2℃。总

之，春秋两季气温月际变化较大，冬夏两季气温月际变化较小(表2～2和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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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月平均气温直方图

一年中，最热与最冷月的平均气温之差，称为气温年较差。孟县气温的年较差为

2 7．8℃。

单位：℃
表2～3 各月极端最高和最低气温

-、＼月
项1＼芝 四 五

．1‘

／、

极端最高 20．9 23．6 30．4 34．2 40．J1 42．8

极端最低 一18．3 一17．9 —9．6 —2．2 3．7 9．8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42．3 41．4 36．4 34．6 24．8 20．2 42．8

16．0 11．7 4．8 0．0 —7．1 一17．4 ～18．3

孟县极端最高气温是1 9 6 0年6月2 1日出现的4 2．8℃，极端最低气温是

l 9 5 5年1月3日出现的～l 8．3 oC。年极端最高气温多出现在6月与7月份，很个别

在8月。年极端最低气温多出现在一月，其次是十二月和二月，极个别年份出现在3月。

三、气温的日变化：

气象观测表明。一天中气温有一最高值和一最低值。最低温度出现在日出前后，日出

后气温逐渐回升，夏季到l 4～l 5时(冬季l 0～1 4时J出现最高温度，以后气温又

逐渐下降到次日日出前为止(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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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蠢8 l2摹6 20柑
图2—3气温的日变化曲线

四、气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的初终期、初终间日数及积箍。

气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的初终期、初终间日数及积温情况见表2～4。

第二节 地温

地温是指土壤表层及地中不同深度的温度。

l、地面温度：

我县累年平均地面温度为l 7．2℃。极端最高为7 3．0℃，出现在l 9 6 2年7月

l 0日；极端最低为一2 4．5℃，出现在l 9 5 6年1月2 4日。。地面温度一般在一天

里具有一个极高值和一个极低值。最高温度出现在l 3时左右，最低温度出现在将近日出

的时候，其最高值的出现时间比气温最高值的出现时间提前，最低值韵出现和气温相似。
2、地中各深度温度：

从地面到4 0厘米深度的地温各月变化趋势与气温基本一致，最低出现在1月份，最

高出现在7月份，l～7月份为逐月升温过程，8～l 2月为逐月降温过程。

表2～5孟县各月平均地温

单位：℃

＼月
●

d-

顼＼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目＼
5cm 一0．2 3．2 10．5 18．7 26．7 32．2 32．6 31．4 24，6 17．型 8．3 1．6 17．2

locm 0．9 3．7 9．4 16．3 23．2 28．4 30．0 29．1 23．1 16．5 8．8 2．6 16．0

15cm 1．5 3．9 9．3 15．8 22．3 27．4 29．2 28．7 23．2 t6．叠 。9，5 3．4， 15．9
—

20cm 2．6 4．3 9．0 15．1 21．3 26．3 28．4 28．4 23．4 17．B 10．8 4．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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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无霜期

全县无霜期在2 0 0—2 3 5天之间，总趋势是南长北短，东南长、西北短t县境内

各乡平均无霜期(见表2—6)。

表2—6各乡平均无霜期

乡 名称 无霜期 乡 名称 无霜期

城关 2 O 9．8 赵和 2 O 5．O

化工 2 0 9．0 东小仇
‘

2 1 4．O

南庄 2 O O．O 槐树 2 2 O．O

缑村 2 3 O．O 西虢

城伯 2 3 0．O 石庄 2 3 4．0

谷旦 2 3 5．O

第四节农业气候指标

一、小麦适播期温度、湿度、日期、指标

1、当日平均气温下降到l 8一l 6℃，6厘米地温下降到I 9～I 7℃，播种冬性

小麦品种。

当日平均气温下降到16—15℃，5厘米地温下降到为15—13℃，播种春性小麦品种。

2、土壤水分为田间持水量的6 5—7 5％。

粘土土壤湿度百分率为1 6—2 O％。

壤土土壤湿度百分率为l 4—2 0％。

沙土土壤湿度百分率l 2～l 6％。

3、群众经验： “寒露种麦最适时”，1 0月8日～1 O月2 0日为小麦最佳播期。

二、小麦主要生育期温、湿度指标

1、分蘖期：最适气温为1 2～1 5℃，土壤湿度为1 5—2 O％，气温高予l 8℃

低于l 2℃，分蘖减弱，低予3℃分蘖停止I土壤干旱，或阴雨连绵对分蘖不利。

2、越冬期：分蘖节处温度不低于～1 5℃，并要求土壤湿度在l 5—2 0％为宜。

冷暖变化剧烈，湿度过大，干旱等均对小麦越冬不利。

3、起身期；要求适宜气温为8一一1 0℃，高予1 6℃不利于长大穗。

4、拨节期：适宜气温为l 2一～l 6℃，高于2 4℃则生长过快，茎杆细弱。要求

土壤湿度为田问持水量的7 0一一8 0％。

5。孕穗期：适宜气温为1 6——l 8℃，并要求足够的水分。

6、抽穗开花期：适宜温度为l 6一一2 1℃，适宜的土壤湿度，土壤水分为田间持

水量的8 O一一9 0％I气温低予9℃会延迟开花或发生秕粒，土壤湿度小于l 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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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率下降。

7、成熟期；适宜的气温为2 O一2 5℃，土壤水分为田间持水量的6 0—8 O％，

3 O℃以上的高温或遇干热风均影响小麦的物质积累。

三、小麦冬灌指标

l、日平均气温大于3．O℃。

2、土壤水分：粘土小于l 6％，沙土小于l 4％。

3、播种时欠墒，或播后无透墒雨。

四、小麦冬前积温∑L≥0℃活动T ZT。

l、冬性品种：6 0 0——7 0 0℃

2、半冬性品种：5 5 0——6 5 0℃

3、春性品种：5 5 0——6 O 0℃

五、小麦丰欠年农气模式：

＼ 发
指＼声 播前 播种 越冬 起身 抽穗

＼＼东＼苈
项、、，＼ 底墒 一越冬 一起身 一孕穗 一成熟

目 、o弋

R 100一120 50—80 50—70 80一100 80～100

丰

冬前 无干热风

∑T
500—700 <6天

连 阴 雨

<80 <80
R <50

>120 >130
欠

冬前 有干热风

∑T
<400 >6天

连阴 雨

六、夏玉米主要生育期适宜温度指标

1、苗期：l 8一一2 0℃

2、五叶——拔节期：2 0——2 5℃

3、灌浆期：2 5⋯一2 7℃，≥3 5℃或<l 8℃均产生不利影响。

4、成熟期：2 6一一2 O℃

七，玉米全生育期∑T指标

全生育期≥2 O℃活动积温2 2 0 0℃——2 5 0 0℃。

八、春播棉花主要生育期适宜温度，湿度指标

l、播种：5厘米地温≥1 4℃，最佳播期为4月l 0日一4月2 0日。

2、苗期：气温1 8～2 2℃，土壤水分占田间持水量指标5 5—6 5％。

S，现蕾；适宜的温度指标2 5℃，土壤水分占田间持水量的6 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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