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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焉克思列宁主义。
，

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

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入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汞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

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

创造，有所前进。

‘， ‘备战、备荒、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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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为进一步贯彻执行“既为国

防建设服务，同时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气象工作方针；为更好地揭示济宁地区气
，

候，探讨其变化规律，使之充分矛'JY-VJ有利气候资源和积极克服不利气象条件，以适应围

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服务的需要，我1't’]对济宁地区气候进行了调查

和分析，供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参考使用。

为了使所用资料更有代表性、比较性，我们对全区气候进行了普查，搜集了较为丰

富的气候资料。通过r‘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结合气象台、站现有的(1959--1972年)资料，编写了济宁地区

气候。
’

本文分析内容共分六章：一、地理环境；二、气候的形成和本区气候特点；三、地

面气象要素；四、‘主要灾害性天气；五、农业与气象；六、气候区划。后附有关基本资

料。此材料我们虽然力求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观点，尽量使其内容丰富，分析从现实出

发，保证其实用价@，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分析，难免会有错

误和不妥当之处，望使用单位多予指正。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

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雒够完成。肌由于

气候随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变化，因而对气候规律性的认识，不是通过一次调查和分析所

能完成的，必须要坚持经常的调查研究、分析探讨、．深化认识，不断提高。在反复实践

中检验已获得的初步分析成果，不断进行修正和丰富完善，使之对于本区气侯规律性的

认识更深刻、更客观、更全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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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包括地理纬度、海陆位置、地形、山脉及

下垫面性质等。这些因素支配着各地的辐射平衡齐日大气环流，’并进一步影响着各地区的
温度场、气压场和湿度场，因此在各不同地区就形成不同的气团、气旋和天气。由于多

年的有规律的变化，就形成实际的气候特点。我们要研究本地区气候，首先要讨论与气

候情况有着密切关联的地理因素。
‘

第_节 地‘理位置

济宁地区在山东省西南部，位于东径116。20’一117。14’，北纬34。5l’一35。43’。西

临菏泽地区，东与临沂地区接壤，’南靠注苏省，北与泰安地区毗连。共包括十一县一

市．，168处人民公社，总人口640万。
．，

第二节 地形、面积

本区属于鲁中低山丘陵与鲁西平原交接地带，地处南四湖流域之下游。全区地形较

复杂，东部山峦绵亘，丘陵起伏，拔海高度在60一1 0 O米以上；峄山、凤凰山、莲青山

等，高达6 0 O多米。西部地势平坦，为黄河冲积之平原，拔海高度在40一60米；中部低

洼，内有南旺、蜀山、马踏、南阳、独山、昭阳、微山等八湖，由京航大运河连成一

系，四面皆高，形如盆地，拔海高度在35—40米。主要河流东部有泗河、白马河、北沙

河、城河、新薛河、洗漓河等；西部有赵王河、新洙九河、万福河、红卫河等，均注入南

四湖。 ，'

全区总面积为1830万．亩，其中山区占17．3％，丘陵占6．8％，主要分布在泗水、邹

县、滕县东部和曲阜北部及加祥县的南部；平原洼地占64．7％，主要分布在兖州、汶

上、济宁、金乡、加祥等县；湖泊占11．2％。全区总耕地面积为1063万亩，其中山地

1 09．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3％；丘陵7．8．5万亩，7占总耕地面积的7．4％；平原600．6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6．5％，低洼地21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5．8％。

第三节 土壤、作物

本区土壤主要有四种：壤土47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6％，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带；

粘-I-332J了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1％，主要分布在湖洼地带，沙土1587／亩，占总耕地面

积的15％，主要分布在东部山丘地区；盐碱地88．4万亩，占8％，主要分布在加祥、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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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汶上，济宁等县。种植作物主要有冬小麦、水稻、地瓜、大豆、高梁、玉米、棉

花、花生、烟草等。其中种植冬小麦550万亩左右，水稻120万亩左右(多分布在鱼台、

微山、金乡、济宁等县)，棉花80万亩左右，花生40万亩左右，地瓜200多万亩，高梁

玉米、大豆各150万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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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气候的形成和本区气候特点

第一节 气候形成的主要因素

所谓气候，是指某地区或某一地点在长时期内天气的综合状况。它是由于太阳辐

射，下垫面性质，以及跟太阳辐射和下垫面有关的大气环流所形成的。 、

一、太阳辐射对气候的影响．·

太阳辐射是气候的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影响着大气和地面的增热和冷却作用。大气

中所发生的各种过程都是依靠着地球所获得的太阳的热能量而进行的。所以，太阳辐射

基本上决定了各个地方的气候特点。

太阳辐射量的多少，在一般情况下是与纬度有关，纬度越高，太阳高度角减小，而

太阳辐射量随之减小。

某一地而言，太阳辐射量也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从济宁气象台直接太阳辐射的观

测记录可看出，太阳辐射量夏季大于冬季。冬季各月平均辐射日总量一般在150一2 0 0

卡／厘米2，其中12月最小为159．3卡／厘米2。夏季各月一般则达380一460卡／厘米2，其

中六月份最大为463．O卡／厘米2。(见表一)从日照时数在一年中的变化来看也是很大

的，处在夏至季节的六月份最多，各地为240--280小时，处在冬至的12月份最少，各地

为1|60—180小时，若从日出到日落全有光照的可照时数看，冬夏相差更大。故本地区之

所以夏热冬冷，日射的多寡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表一济宁地区气象台累年月平均辐射日总量(卡／厘米2)(1963--1972年]

、求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平均辐射
日总量．

166．8 210．7 291．3 340．4 426，1 463．0 404．9 384．5 332，0 268．8 195．5 159．3

二、大气环流对气候的影响

大气环流是指多年间空气在正个地球表面的一般流动情况，是由于地表面上太阳热

能的不均匀分布而引起的。它表现着不同来原的气团输送．是形成各地气候的重要因素。

本地区正当高空盛行西风带的南部边沿，加之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就形成了季风环流

及西风急流的季节变化。

(一)冬季环流

冬季常为蒙古高压所控制，位于蒙古高压的东南部。盛行极地大陆气团或变性极地

大陆气团。冷平流不断接连南下侵入，盛行偏北风。‘我区雨雪稀少，气候干燥而寒冷。

．．(二)春季环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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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冬季风过渡到夏季风的期间。此时期，南北两支气流相互争雄，进退不

‘定，酿成春季天气气侯的多变。在其入海高压后面，。紧跟低压或低压曹东移，常见气旋

发生。随着气旋向东或向东北移动，就成为本地出现西南大风的导源。

四、五月份，日射总量迅速增加，地表面升温很快，而此时太平洋上暖湿空气还力

不能及，降水稀少，常发生春旱。但有的年份暖湿空气吹入我区，锋面位置偏北，也能

造成阴雨连绵的天气。

(三)夏季环流

夏季受大陆热低压控制，处于低压槽前部，气压为全年最低。此时蒙古高压北退，

高空西风带北撤，太平洋高压活动加强。高空与地面形势均在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之

内。盛行热带海洋气团，在暖湿的东南季风控制之下，水气足，降水多，湿润而炎热。

此时，北方冷空气活动虽已减少，但小股冷空气仍不时入侵本县，北进的太平洋高压常

与蒙古冷高在淮北黄河下游地区交绥，暖湿空气经过冷空气的冲击，常形成大量降水和出

现冰雹。另外，江淮气旋时常经我区东移入海，故引起降水量大，降水日数多，成为降

水最集中的季节。并造成降水量南部多于北部的特点。

个别年份，由于付高势力强大而北移到河北省内，造成我区降水较少，出现夏旱。

(四)秋季环流 ．

秋季暖湿海洋性气团逐渐南退，蒙古高压迅速增强。由于高空付热带高压的南退比

地面迟缓，所以地面是冷高，高空是暖高，垂直结构稳定，‘云雨较少，故秋季多晴好天

气。但有些年份冷空气势力较弱，冬季风迟迟不来，南方暖湿空气仍很活跃，造成我区

阴雨连绵的天气。

三、地理环境对气候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同__大气过程控制下，4

会形成不同的气候。所谓“山下桃花山上雪，山前山后不一天”．正阐明了地理环境对气候

的影响。我区地形较复杂，山脉走向及下垫面性质的不同，造成了各地气候上的差异。

从大范围地形看，我区东面是连绵不断的太沂山脉的西缘，与西北部的太行山脉形

成南北走向的一条天然狭道，我区正处于狭道的东南边缘。此地形对我区气候有着一定

构影响，特别对风的影响更大。尤其在春季，华北经常有一地形橹出现，形成南高北低

的气压型，由于这一种形势的存在，经常出现西南大风。而由于狭道的效应，在我区就

加大了偏南气流的势力，使之西南风较强。另外，当东南气流经过太沂山区下沉至此地

时，因水汽减少和下沉增温作用，使本地区春季气候显得十分干燥。
”

本区境内地形对气侯的影响也明显的表现出来。特别是山脉与水陆分布的影响。首

先山脉对低层气流是一种屏障。泗水站南北面是5 0 0多米高的山脉，由于狭道效应，

年主导风向为东风，而处在同纬度地势平坦的测风记录年主导风向是南风。我区湖面

面积近2 0 0万亩，对气侯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水面上的温度升降比陆地缓慢，湖内微

山岛上无霜期比湖外陆地长3 0天左右，农作物提前成熟一星期左右。东部山区春季温

度回升快，，春播期比湖洼地区提前十天左右，小麦收获期相差1 0—1 5天。就是山

前山后无霜期也相差半月左右。‘邹县气象站位于钢山之前，年平均气温比周围气象站偏

高0．5。C左右。另外，由于湖面上水分条件充足，湿度大，雾日多，|降水量多。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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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气系统影响下，湖面上的风力比陆地大1—2级。：． ，

”

’．影响气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三大因素的综合影响外，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

也起着一定作用。如城市建设、近代工业的发展，绿化造林、兴修水库和灌溉等。
I．-

‘

7，- 第三节 本区年季气候特点
’

’

。

本区鏖暖温带季风大陆气候，具有冬夏季风气候的特点。四季分明，冷热季和干滢
季的区别都很朗显。‘年平均气温在1 3．2-1 4．1。C2_间(见图一)．东南部稍高于

图一全区各地年平均气温分布



西北部。最热月出现在七月，最冷月出现在一月。’极端最低一2·2．3度，出现在微山站

1 9 6 7年1月。3日，极端最高气温为4 3．1度，出现在加祥站6 6年7月1 9日。

年平均降水量在G 5 0—8 2‘0公厘之间，南部多于北部。‘降水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

都很大。各季降水丰枯悬殊，分布很不均勾，形成我区“春旱、夏涝，晚秋又旱”的气

候特点。但个别年扮也曾出现春涝、夏旱或秋涝的现象。
’

一、春季(3_5月) 。

温度回暖怏而变化剧烈，降水稀少，多西南大风，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常形成春

旱，影响春播和小麦的正常生长发育。本季气温回升迅速，各地四月份比三月‘份升高

7．0。C度左右，为各月间升温最大的月份。气温日较差大，常由于寒潮的侵袭而出现

晚霜冻。有的年份伴随大风，阴雨天气出现倒春寒，影响作物和果树、蔬菜的正常生

育。春季平均降水量各地在8 8—1 3 0公厘，占年降水量的1 3—1 6％左右。个别

年份降水偏多，造成春涝，但很少见。春季平均风速为3．5—4．2米／秒，为全年之

冠。≥8级大风日数平均达1 0—2 0天，占全年总大风日数的4 0％左右。五月份的

西南干热风：往往使小麦提早成熟，造成籽粒干秕而减产。 ．．

二、夏季(6—8月) ，

天气炎热多雨，高温高湿，并常有暴雨、冰雹和连阴雨的出现。夏季平均气温在

2 6．5度左右。其中7七月份最高，月平均气温2 7．0—2 7．6度。本季降水达4 2 5

—5 2 3公厘，是我区降水最集中的季节，占全年降水的6 3—6 7％。尤以七、八月

。份降水最多，常有大雨或暴雨出现，易造成水涝灾害。个别年份由于付高北挺，我区在

付高中心控制之下，则天气晴热少雨，造成夏旱。冰雹多出现在春末夏初，因为此时太

‘阳辐射强烈，低层空气增温快使之气流急剧上升，加之较强的冷空气有时侵入我区，使

空气对流更加强烈，易形成冰雹，常造成严重灾害。

三、秋季(9—1 1月)

．气温急降，雨量骤减，多晴朗的秋高气爽天气。付高减弱南退，蒙古高压增强，气

气温急剧下降，一般十月中旬可出现初霜危害。季降水量一般在1 1 5—1+4 4公厘，仅

占全年降水量的1 6—1 9％，常发生秋旱，影响秋播。秋季温度变化较大，白天暖，

夜问凉爽，日较差大，这样日照充足的晴好天气，有利于作物的成熟和收获。但有的年

份也常发生阴雨连绵天气，影响地瓜的切晒和晚秋作物的收获。

四、冬季(1 2—2月)

温低寒冷，雪少干燥。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气压高，温度低，降水稀少。最冷月

在一月份，平均气温在一1．5_一2．5度。冬季漫长寒冷，日最低温度低子一‘1 OOC

达1 3—1 7天，土壤冻结期1 1 0天左右。冬季降水仅为2 3—3 9公厘，占全年降

水量的4—5％左右+：往往因冬季干、冷，影响小麦安全越冬。有的年份出现雨淞，严

重影晌交通和毁坏电话线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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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章搏1面。蕈象．要素
’笫_节 气 温

、

一 ．●’

．

●

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物理量，称为气温，通常以摄氏温标．“C”’．来表示。· ·

本区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气候。年温度较适中，但由于太阳直射角度的变化，天气系

统的影响，以及海陆分布、地形条件等各方面的作用，致使温度年振，隔较大，。并各月气温!

也有不同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

，‘-、气温的年、月分布： ‘

全区各地年平均气温在1 3．．2—1 4．1。C之间。因太阳辐射及地形条件等方面的

影响，造成了东南部稍高于西北部，西部略高于东部j西北部的汉上年平均．气’温仅
1 3．2。C为全区最低值；东南部的滕县、微山达1 3．7。C，邹县达1 4．1。C，7为全

区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西部的加祥年平均气温达1 s．8。C，东北部的泗水仅有

1 3．3。C(见表二)

表二 各月平均气温(o C)1959—1972年

—————●———————————————————～⋯⋯⋯‘■—一
注：汶上、加祥、曲阜三站因资料年代短，均用兖州资料进行订正。

1 3．2

13．5

13．7

13。3



(一)全区各季的平均气温情况：

冬季平均气温是0．3一一0．8度，南高北低明显。汶上、泗水为一O．8度，济宁

为一0．6度，邹县为0．3度，金乡0．0度，微山一0．．1度。

春季平均气温是1 3．8—1 4．5度，中部略高于南北两边。邹县1 4．5度，西边

的加祥气温升的较快，由冬季的0度升到1 4．5度，南边微山、北边济宁、泗水各13．9，

度，汶上最低为1 3．8度。 ．

夏季平均气温是2 6．2—2 6．7度，加祥、邹县仍为全区较高的地方，汶上、泗

水、济宁稍低_些。
’

秋季平均气温是1 3．8—1 5．0度，又呈南高北低形。微山1 4．7度，滕县

1 4．6度，邹县高一些为1 5．0度，’汶上仅有1 3．8度，’南北相差1度多。

全区除汶上、加祥秋温和春温相等外，其余各地秋温均高于春温，并且由南至北递

减。微山、滕县的秋温比春温分别高0．8度、0．7度，而兖州、济宁的秋温比春温分

别高0．1度和0．．2度。秋温高于春温，在气候上通常认为是属于海洋性气候特点之

一j因为气温受海洋的调节和影响，春季气温回升较慢，秋季又不易迅速降低，所以就

导致成秋温高于春温的现象。本区虽距海洋较远，但从秋温高于春温来看，仍受海洋气

候的一定影响，而且全区各地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见表三)

表 三 全区各地春季和秋季平均气温差(C。)

—一≥、?名 济 汶 允 曲 泗 加 金 邹 滕 微

目＼＼ ，～
上 州 皇 水 祥 乡 县 县 山丁

‘秋季平‘均气温 ．14．1 13．8 “．2 14．3 14．1 14。5 14．4 15．0 14．6 14．7

。春季平均气温’ 13．9 13．8 14．1 14．2 13．9 14．5 14．0 14．5 13．9 13．9

●

差 值 O 2 0．0 0．] 0．1 ’0．2 0．01 0．4 0．5 0．7 0．8
●_

(二)全区各月的平均气温变化： ·

一月：全区各地平均气温在一1．4_一2．5。C之间，北部低于南部。汶上、济宁、泗

水、兖州较低，其中汶上、泗水一2．5。C’，为全区最低值；金乡、微山．、一邹县较高，

其中邹县最高为一1．4。C。(见图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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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全区各地÷月(冬)平均气温分布
，’。

～
‘

二月：太阳辐射增强，各地气温普遍升高，比一月份上升2．4—2．8。C。汶上增

温比其他地方快一些，但和泗水仍然为全区平均气温最低的地方，仅有0．1一O．3。C。·

其他地方大于o．5度，邹县最高，达1．2。C。

三月：气温继续增高，比上月份增加6度多；除汶上、泗水平均气温升到不足7度

外，其余各地均升到7度以上，像邹县、加祥已分别到7．8度、7．5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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