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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周围的大气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生存

与发展必须离对的基本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人类认识自然、了解天气气

镜、抵都气象灾害、适应气候变化、利用气候资掘的历史。中国历代对天气与气候现象，以及社

会气象洁动的记载史料十分丰富.(<湖北省气象志 0979-2000 年均又为丰富气象史料增加了

新的内容。

梅花省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其边缘起着承东启西，逼南达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

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期::It 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但气候复杂多变，暴雨、洪费、干旱、雷暴、冰雹等多种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发

生接繁，特别是季风异常造成的旱捞灾害往往在时空上交替出现，对区域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

展带来徨大影喝。湖北是全国气象灾害多发和重灾省份之一，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

损失占自然灾害萤失的 85%。最据湖北省民政厅统计资料， 1996←2000 年，气象灾害平均每

年给湖北省造成的直接经济援失达 137 亿元。丽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气象灾害造成的绝

对提失呈萌显上升趋势。

为全面提升湖北气象防灾拉灾预报预警能力，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全省气象事业实现了

长足发展，气象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基本建立形成了综合大气探那律系 z包括地面

气象观测站网、高空气象现拥站网、天气雷达现那站网、农业气象现黠网、雷电探测阔、酸雨观

测网、GPS/MET 观测网、气象卫星接收站网 F气象预i黯预摄体系 z 主要包括短时灾害性天气预

警援、中短期天气预报、气候预醋、农业气象、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等业务的监翻分析、颈摄预

测、评估应用等;公共气象服务体系 z主要包捂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公众气象服务系统、专业专

项气象服务系统 z气象信息与技术保辈体系:形成了地面宽带通信和卫星通信相结合的气象通

信网，配置了运算速度达每秒 300 亿次的 IBM RS6000 高性能并行计算就系统，裙步建成长江

中上游暴雨洪吉普数据共享网站和华中区域五省新一代天气雷达、自动气象站、闪电定位等资料

实时共享平台，实现气象信皇的部分共事。

研究气候规律，深刻了解湖北气候的基本状况和变化规律，保护和合理科用气候资、源，是

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丐持续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湖北省气象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丰藏

成果。 1978-2000 年，湖北省气象部门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勋的科技成果 73 项。其中→

等奖 8 个、二等奖 18 个、三等奖 25 个、四等奖 4 个、科学大会奖 18 个。近 50 年来，有 70 多个

国家或地罩、30 多挝次气象代表团或专家到黯北采访、参观交流。

《潮立省气象志0979-2000 年) ))按照修志致用黑如，一方面客兢反映了湖北省基本气候

特点、气候要素、灾害性天气及其危害、逐年气候特征、主要气候事件 z 另一方面真实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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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 年湖北省气象局气象业务、气象服务、气象科研等工作的发展变化情况，反映了改

革开放以来，湖北省气象事业发展特别是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气象跟务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

就，对指导今后气象事业发展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参考价望。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全省气

象工作者和关心气象事业的各界人士提供借鉴和参考引府，是为序。

赞崔讲学，湖北省气象局局长。

……长练功
2009 年 10 月



凡倒

一、《湖北省气象志(1979-2000 年均是一部全面反映 1979-2000 年 22 年间湖北省气候

特征和气象工作的资料性工具书 a 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班点，以时间为

经、空间〈行政区如)为纬，据实记述，不予评论，力求客班、科学、实黑。

二、本志断限:以 1979 年为上眼，2000 年为F眼。

三、本志纪年采ffl公元纪年，月日采用公历。

国、本志所用气象科学名词、术语，以 1996 年公布的《大气科学名词》为准，未公布和未统

一的从习惯。

五、地名和单位名称挂历史名称书写，必要时如注现名称 z度量衡按 1994 年 7 月国务院旗

发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书写。

六、本志字体一律用《需化字总表》所列的需化字。引用古代文献，文字照录，仅将繁体字

改为简化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省气象档案馆、海北省气象局档案室、《湖北省气候志上《湖

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等档案、志书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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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主要气侯特征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位于长江中游，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的季节性明显。

全省山地占 56% ，丘陵占 24% ，平原湖区占 20% ，境内河斑纵横，湖泊众多。由于地形地貌复

杂多样，因而形成了气候的多样性。

1981-2000 年，湖北省气候呈现的基本特点:冬冷夏热、冬干夏雨、商热同季、旱潢频繁。

与 1961-1980 年相比，湖北省气候特征呈现出以下明显变化 z 日黑时数减少，日黑百分率降

低，太陆总辐射量下降 f年平均气温鄂西变化不明显，中、东部大部增高;冬季平均气温升高，夏

季平均气温降筒，气温年较差缩小 E平均年降水量在暴雨日数，鄂西变化不明显，中、东部大部

增多 z春季降水量减少，夏季、冬季降水量增多，秩季降水量东部增多，西部减少 5年平均降雪日

数减少;年平均晴天日数增加，阴天日数大部分地区减少;风速减小，大风日数减少:冻土出现

减少、减轻 z寒潮天气过程明显减少;春季连葫雨发生次数减少;梅雨期暴雨〈大暴雨〉日数及洪

涝次数增多 z伏旱发生的年份及高温 B数减少 p秋季寒露风发生的年份明显减少。

日照。 1981-2000 年，湖北省年平均吕照时数为 1068 ~ 2012 人与 1961-1980 年

1200~2200 h 相比，全省各地年平均 E 照时数均有所减少，大部分地区减少了 100~300 h 。

湖北省全年和各月平均太阳总辐射量均少于 1961-1980 年。武汉、宜昌全年总辐射量分别减

少 89 1. 3 兆焦/平方米λ520.0 MJfm2 ， 部分别减少 18.0% 矛口 12.3% c 

气温。 1981-2000 年，湖北省年平均气渥在 12~170C 之间。其地理分布特征为 z南高北

低，东高茜低，海拔越高越链。与 1961-1980 年相比，鄂西山区年平均气温变化不明显，中、东

部地区年平均气温普遍增高 O. 1~0. 6
0

C 。

湖北省各地 7 月平均气温在 23~29L:之间， 1 另平均气温在 1~60C 之间。与 1961

1980 年相比， 7 月平均气温绝大部分地区有所降饭，降温幅度在 0.1~ 1. 10C 之词; 1 月平均气

温绝大部分地区有所升高，升温幅度在 O. 1~0. 8
0

C之间。

1981-2000 年，湖北省各地极端最高气温在 34~430C之间;最高气温注35
0

C 的 5 数，大部

在 8~35 d 之间 z极端最低气温在 3~-190C之间。湖北省各地吕平均温度注10
0

C 的初日，

全省除海拔 600 m 以上的山区外，一般出现在 3 月下句。二三10
0

C 的终匠，除鄂西南 600 m、鄂

西北 300 m ~上的山地外，一般出现在 11 月中、下旬。二三10
0

C 的持续 B 数，全省在 200~260 d 

之闰。二三10
0

C 的活动积温在 4000~56000C • d 之间。与 1961-1980 年相比，全省均没有发生

显著变化 c

1961-1980 年据北省寒海天气过程出现了 15 次，大都出现在 1 月和 2 月 ;1981-2000 年

出现寒潮 11 次，比前 20 年瞬显减少，旦大部出现在早春的 3 月和晚秋的 11 月中、下旬，严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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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却没有出现寒潮天气过程。据有气象记录以来的记载，武汉寒潮 24 h S 平均气温最大降

温为 15.4
0

C ，出理在 1964 年 4 月 5-6 S ;48 h 日平均气温最大降温为 19.1
0

C ，出现在 1988

年 3 月 14二16 日。

秋季寒露风， 1981-2000 年有 10 年出现， 1961-1980 年有 14 年出现，秋寒发生的年份大

为减少。

地温。全省年平均边面温度在 14~190C之间。与 1961-1980 年招比，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年

平均地面温度都有所降珉，但降蝠均没有超过 l
O

C 。全省各地地面极端最高温度在 63. 9
0

C (来j

)1 j) ~74. OOC (竹山)之间。全省各地地面极端最低温度在 25. 70C (十疆、麻域) ~ -6.1 oC (宣

患)之间。

全省各地冻土最早出现 E期大都在 12 月中旬，最晚出现日期大都在 2 月上旬，冻土出现

葡终日最长间隔日数在 40~60 d 之间，最大冻土深度在 5~10 cm 之间，最长连续冻结日数一

殷在 10 d 以内，最大冻土深度在 5~9 cm 之间，有冻土出现的年数在 6~12 年之间。在

1961-1980 年向，冻土最早出现日期一般都在 11 月下旬，冻土最晓出现日期在 2 丑下旬→3

月上旬，冻土出现韧终 B 最长间隔日数在 70~100 d 之间，最大冻土深度在 5~10 cm 之间，有

冻土出王军的年数在 15~20 年之间 o 因此，在 1981-2000 年坷，湖北省冻土出现有减少、减轻

的趋势。

降水。 1981-2000 年，湖北省各地平均年降水量在 770~1680 mm 之间。分布的总趋势

是南多北少，东多医少。与 1961-1980 年相比，全省不同区域平均年降水量变化有显著差异。

鄂东布江汉平原东部年降水量增加比较明显，一般在 5%以上，其中鄂东沿江和鄂东北大部增

如 10%以上。其他地方平均年薛水量有增有鼠，增减幅度一般在 5%以下，且无这域性的一致

增减变化。据北省年降水量的最大值均出现在鄂东南和鄂西离商个多爵区，最小值期出现在

鄂西北少南军。全省各地春季捧水量普遍有所减少 z夏季绝大部分地区有既增加;秋季鄂西地

区有所减少，中、东地区有所增加 z冬季全省各地均有所增加。

1981-2000 年，海北省梅雨期分区暴雨总臼数在 22(鄂匮北)~88(鄂东南〉天之间，大暴

雨总目数在 2(鄂西北)~32(鄂东南〉天之碍。与 1961-1980 年柜埠，分到增加了 5~32 d和

1~12 d o 

1981-2000 年，湖北省梅雨期分区洪涝发生总次数在 13 (鄂西北)~30(鄂东南〉次之间，

比 1961-1980 年分别增加了 10~15 次。

1981-2000 年，据北省教季连阴雨发生次数，嵌然是西部多，中、东部少。其中，以鄂西南

地这最多，崽施然达 50~60 次，鄂西北 35~45 次，鄂东北一般不足 20 次，中部地区在 20~30

次，鄂东南山区 30~35 次之间。与 1961-1980 年比较，湖北省秋季连阴雨发生次数没有这域

性的一致变住。但二三10 d 的秋季连j勇雨过程发生次数西部一般减少了 3~7 次，幅度在20%~

40%之词。

1981-2000 年，湖北省春季运院雨发生次数南部多于 30 次、北部少于 30 次，其中，鄂西

南地区最多，达 60~70 次。与 1961-1980 年比较，期北省各地春季连阴雨发生次数有费减

少，减少辐度大都在 5~15 次之间 o

全省各地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明显。如=武汉年降水量的最大值为 1894.9 mm (1 983 年) , 

最小值只有 946.6 mm(1 997 年h宜昌年降水量的最大值为 1807.5 mm( 1989 年) ，最小值只

有 825. 1 mm(1 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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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年平均大雨 s 数在 6. 9~20. 2 d 之间，暴雨 R 数在 o. 9~6. 6 d 之间。与 1961-

1980 年相比，鄂东和江汉平原东部均有明显增加，其他地区无明显变化。

全省年平均降雪白数在 7. 4~37. 9 d 之间。与 1961-1980 年间相比，全省绝大多数地区

有所减少。

其他气象要素。全省各地年平均风速在 o. 5~2. 8 m/s 之间。与 1961-1980 年相比，除

去个别地方外，全省各地年平均风速均有所减小。全省年大风 (8 级〉平埠出现日数绝大部分

地区明显减少。

全省各地年平均晴天民数在 20~76 d 之间，年平均明天日数在 131~241 d 之间。与

1961-1980 年比较，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年平均晴天日数有所增加，期天日数大部地区有所

减少。

全省各地年平均雨酷吕数在 0~2. 5 d 之间。其地理分布特征为中部多，东、西部少。与

1961-1980 年相比，全省各地年平均雨磁 5 数一般都有所减少。

1981-2000 年，据北省各地强对流天气灾害次数达 1961-1980 年均有所增加。其中，江

汉平露和鄂东北增加了一倍多，增幅最小的鄂西北，也增加了近 30% 。

1981-2000 年，湖北省各地理区域夏季伏旱发生的年数与 1961-1980 年相比都有所

藏少。

(二)气象韭务

1952 年湖北省气象站只有 4 个:汉口、老河口、思疆、宜昌 c 1955 年全省有气象站 17 个，

气候站 62 个。 1980 年，湖北省有国家基本主占 19 个，一般站 60 个。 1989 年后，湖北省有国家

基准气候站 4 个，基本气象站 19 个，一般气象站 61 个。

1973 年 5 月，湖北省人工降雨办公室购置一部 3cm 波长的 711 车载移动式天气雷达，主

要用于人工影略天气作业的探测。这是湖北省气象部门使用的第一部气象雷达。 1975 年 3

月，武汉中斗气象台开始使用 5 cm 披长天气雷达，进行程时天气颈报服务， 1987 年 3 月武汉

数字化雷达正式投入业务应用。到 2000 年，全省有武汉、宜昌、患施、十疆、荆州、襄樊等 6 部

天气雷达，其中 10 cm 波长 3 部、 5 cm 波长 2 部、3cm 被长 1 部。

湖北省气象卫星云盟接收系统始建于 1971 年。 1972 年 7 月 12 月，武汉中心气象台设置

卫星组，当年 9 月 8 B ，先后接收美国极轨卫星播发的艾萨、诺阿、泰罗黯系列云图和苏联流星
号极轨卫星云霞。至U 2000 年，全省气象部门有卫星云图接住处理系统 9 套，其中静止卫星接

投处理系统 8 套、摄轨卫星接l技处理系统 1 套。

1988 年，武汉、宜昌、襄樊定为酸雨观测站点建设。 1990 年 1 另 1 B ，酸雨兢测正式进行。
1996 年，中国气象蜀在巳东增设三峡漳区噩离现摊点， 1997 年 1 月 1 B 该站点正式现捕。

1954 年 5 月接据农业部和中央气象局的联合通知，将崩北省农业厅所属的 5 处农场气候

站划归省气象部门建制领导。这是湖北省气象部门最先建立的农业气象现那站。到 1959 年

j霞，开展农业气象现蜒的姑点握增到 76 个。 1981 年，省气象局确定了 27 个农业气象基本观

测站，又于 1989 年，对农业气象现黯站点再次进行调整，磷定国家级农业气象基本观测站 16

个，省级农业气象基本观测站 12 个，直至 2000 年。

气象通信技术随着气象信患量的不断增加京通信技术装备的改造，在部电等部门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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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从繁重的人工操作发展到现代化高速电路传输。其发展经历了 5 个阶段:无线莫部其后

通信(1950-1957 年订以电传和传真通信为主体的气象通信系统 (1957-1985 年) ;以计算机

通信为主体的气象通信系统 (1985-1989 年h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信患阿络系统 (1989二

1995 年) ;以卫星通信为主的综合通信网络系统(1995-2000 年九湖北省气象通信合作为华

中地区的气象通信枢纽，每 S~交集处理加工和分发的信患量达 100 兆字节。 2000 年 7 月，湖

北省气象局大院千兆高速局域网建成。

湖北省捏挡保存的气象现据资料始于 1880 年。截至 1997 年底，省气象档案信共收集到

全省各级气象台站的各种气象记录报表 6000 余册;天气图表 4000 余册，计 24 万余张 z气象信

息记录磁盘 1500 片、 640 M 光盘 3 张;气象业务瑕务、气象科研、气象仪器设备、气象基本建设

等档某 2300 余卷;国内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气象资料以及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松

花江、鸭绿江等流域的水文资料共 6100 余册。生宫藏总量 2 万余过去。现存气象资料档案中，时

间最早的为 1880 年 3 月的汉口海关气象站的地面气象现测记录。

天气预报有各种类型，就击报的时效长短前言，有短时 (6 h 以内〉、短期札 ~3 d) 、中期

(3~10 d)和长期预报(10d 以上)。

、湖北省开展短期天气蛮报业务最早开始于 1937 年。天气预报制作水平和盾量随着天气

探测信忌的不断丰富及适吉、计算机、天气预报等技术不断发展商逐步提高 c 20 世纪 50 年代

至 60 年代，以天气图方法为主制作短期天气王震报。 70 年代至 80 年代，采用天气型结合新技

术新方法制作短期天气颈援。进入 90 年代，实现了以数值分析预报产品为基础，结合应居各

种气象信怠和先进预报技术方法，制作短期天气预报。

1957 年，湖北省气象局汉口中斗气象台开始制作中属天气预援。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

代中期天气预报主要使用统计方法。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期数值预摄产品在中黯预报业务中

应用比重增长很快，数值预报产品和释用产品成为中期击报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到 90 年

代，国家气象中心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逐步升级，中期数值琵报指导产品的数量、贵量和时

效都有很大提高。武汉中，岳气象台采用动力释用技术，建立了中期 3~5 d 暴雨预摄系统和中

期 3~7d 的逐日滚动预报系统。

武汉中，心气象台于 1972 年 7 另配备接收美国极轨卫星云图的设备。 1975 年 3 月开始使

用波长 5cm 天气雷达，进行短时天气预报服务， 1987 年 3 月武汉数字化天气雷达正式投入业

务运行。

1990 年武汉中心气象台建成天气预握实时业务系统。结构为:资料整理、客观分析、预报

方法、预报集成、实时资料库及非实时资料库、防汛决策子系统、区域内 STYS(即:省级天气颈

报业务系统)、地台预摄系统、预摄贡量及其效益评份等 9 个部分。

1997 年武汉中企气象台建成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 (MICAPS) ，它是一个与全国

9210 工程的通信系统和数据库系统配套的亲接员工作平台，能快速、充分利用网上各类气象

信息，制作天气预报服务产品 3

湖北省短期气候预部〈长期天气旗报)工作始于 1953 年，由汉口气象台越作。 1973 年初，

武汉中，仨气象台建立长属天气预报组。从此，长期天气预报的基础性业务建设逐步增强。

1990 年，建成长期天气预摄自动化业务系统。

湖北省气候影响评价的常筑工作是于 1983 年开始的。该年年弱，湖北省气象局气候资料

室首次棋作并发布 1982 年度湖北省气候影响评价。以后，该单位每年年初制作并发布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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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气候影喝评价，年中发布本年上半年气候影响评价。 1995 年初据北省气候应居所发布了

第一份气候诊断分析报告《湖北省气候监测公报一九九四年上

1978 年 9 月，湖北省气象局正式崖建湖北省农业气候区划办公室。 1988 年，省气象局没

置农业气象中斗，承担全省农业气象情报业务与服务任务 o 1988 年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编写完

成《湖北省综合农业气候区划》。

1989 年，湖北省气象局资料室和装备中，企先后成立了"湖::ft省气象局避雷装置检割所"

和"湖北省气象局防雷工程安装所"开展了避雷装置的安全检测以及防雪工程的设计安装工

作。 1996 年 5 月 15 fI ，湖北省气象局正式成立了"湖北省防雷中.lL'\" "定位为以前街雷电灾

害，保护公民的人身时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组进经济建设为宗旨的公益性科技型服务事业

单位。

1958 年湖北省开始人工降雨试验作业，为我国最早开展此项工作的省份之一。 1972 年

11 月，程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人工降雨办公室。 1978 年，转为湖北省气象局人工辞雨办公室。

1996 年 7 月，改称为湖北省人工影嘀天气工作办公室。湖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地西作业主要是

利用"三七押高炮手在火箭发射方法 o 至 2000 年底全省人工增雨防雹高炮共有 238 门、火箭架

17 架。同时，省政府报准的"湖北省人工增雨防雹减灾服务系统"项目建设完成。

1986 年 9 月 27 fI ，省气象科学研究珩和省气候资料室联合成立"环境影嘀评份中心"。
1987 年 5 月 5 日，湖立省气象局环境影响评价中心成立。湖北省环保局旗发了评价证书，准

予承担建设项吾影嘀专项(气象〉评价任务。

(三〉气象服务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气象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据

北省各级气象部门为了满足和适应各类用户的不同需求，逐步完善气象服务体系，建立气象服

务平台，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增加服务产品品种，改造服务手段和方式，服务效益显著。

20 世纪 60-70 年代，气象工作确定以农业服务为重点。 80 年代，湖北省气象局根据气象

工作要全面为农业、工业、屋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服务，JJ，农业服务为重点，努力提高眼务

的经济效益的气象工作方针，结合湖北省实际，进一步明确了气象服务的方向和重点，即在重

点做好为农业服务、防汛抗洪服务以及出区经济开发、林木特产等气象服务的同对，注意做好

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的气象服务;在进一步做好以暴雨为重点的灾害性天气预报报务的同时，

注意郎强气象情报、资料和农业气象及农业气候区划、气候资源开发和用、应用气象等方面的

服务。同时，还棍据社会各界的特殊需要，逐步开展针对住更强的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到U 90 

年代，湖立省气象部门己形成包捂决策气象服务、公众气象服务、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和科技扶

贫摄务等多种类型的气象服务体系 o 除了为各级政府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外，气象服务

领域己拓展到国坊、科技、教育、工业、农业、渔业、商业、能捷、、交通运输、建筑、林业、水科、海

洋、盐业、环保、旅静、民航、邮电、保险、消防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多个有业。气象服务内容扩展

到包捂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各类气象信皇、服务、专业气象信息服务、气象科技咨询和工程服务。

服务产品包捂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灾害天气预警、气候变化、农业与生态气象、大气质量、人工

影响天气、吉电坊护等业务加工制作的产品，以及气象情报、气象资料、生活气象捂数、气象雷

达卫星信忌、气象实用技术等。服务手段包括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电话、元线寻呼等公众媒



6 湖北省气象志 0979-200的

体，以及警报接收机网、民特 j鸡、专业气象服务网、计算机河络等开展服务。气象服务的社会、

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高。在气象部门内部，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行了气

象服务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气象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

(四)气象科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昌成立前，攒北省的气象科学研究近于空白。新中国成立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颈报人员开始对预报技术进行分析总结。 1960 年 3 月，湖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成

立，以天气为研究重点，科研与业务结合，科研为业务服务。在此后的多年中，湖北省的天气研

究有较大进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中断，从 80 年代起得到块速发展。

湖北省气象科学研究主要领域有 z江准梅雨和环流系统研究;灾害性天气寒潮、保温连阴

雨、暴雨、强对流天气、伏旱的研究;数值预报及其应用研究;气象卫星资料应用研究 F天气雷达

系统开发应用研究;基本气候、应用气候、气候变化研究;农业气象研究;人工影E白天气研究;雷

电防护研究;计算机应扉开发研究等。

1978 年以前，湖北省气象部门取得的科技成果银少。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

广大气象科技工作者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成果不断增加。 1978-2000 年，湖北省气

象部门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达 73 项 c



二、湖北省气候特征

(一)基本气侯特点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跨北纬 29 001'53"~33016'4 7" ，东经 108021' 42" ~ 116 007'50" ，属于

典型的亚热带季风区，季风气候的影响特别显著，气候的季节性明显。又因位于亚热带的北

部，地势上处于中国第二级捞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转若干地带，与周边省份相比，过渡性特点比较

突出，境内西、北、东三国环山，中间假平，构成了南部向渭庭湖敞开的不完整盆地。省内最高

处在神农架，有 6 座海拔在 3000 m 以上山峰，其中持农顶主峰 3105.4m;最{是处在江汉平原及

鄂东沿江地区，海拔 30 m 左右。全省山地占 56% ，丘陵占 24% ，平原海区占 20% 。境内河流

纵横，湖?在众多。由于地丑圣地较复杂多样，因而形成了天气气候类型的复杂多样性。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海北省的气候仍保留以下基本特点:冬冷夏热、冬干夏雨、雨热雨

季、旱涝频繁 c

冬季，由于受变性极地大陆气臣控题，盛行西北风，于燥寒冷。本季是全年降水量最少的

季节，仅占全年的 5%~12%o 1 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渥大部分地区为 2~50C ，常有琢害。

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盛行偏离风，问热多雨。 7 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大多

在 25~290C之间 ;6~8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是0%~50% ，形成m热同季。海北省夏季气温又高

于同纬度的平均值，武汉 7 月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平埠值高 2.0
0

C 。梅雨期多暴雨，易形成洪

捞灾害。夏季丰涛的降水，使其成为世界同纬度m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出梅后，从 7 月中旬到

8 J:j底为湖北的盛夏挠，是一个福对少雨的时期。各地盛夏期的降水量在 130~170 mm 之

闰，比梅市期降水量少 20%~30%。加之气温高、蒸发多，容易酿成伏旱或伏秋连旱。

春、秋为季风交替季节。春季冷暖交替旗繁，多低温院雨，秋季大多款高气爽，但有些年份

阴雨绵绵，拌随低温 o

东亚季风气候的年际变异性造成了湖立气候的年际间差异。冬季风活动异常，可造成冬

季的大雪严寒和春秋雨季的母温冷害。夏季风活动异常，往往会导致大莲围旱潢灾害的发生。

若夏季风在长江中下潜停留时间过长，冷暖空气在湖北上空稳定对峙，便会主起暴雨洪涝灾害

的发生。 1980 、 1983 、 1991 、 1996 、 1998 、 1999 年据北都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捞灾害。相反，若夏

季风在长江中F潜捧留的时;可很短，或者跳过华中直挺华北，长江中下潜就会出现空梅或梅雨

不明显。在稳定的副热带高压控辑之下，高温、少雨，从而导致大旱的发生。 1981 、 1985 、 1986 、

1988 、 1994 、 1997 年榻花都出现了严重干旱。

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梧比，湖北省 80-90 年代的气候特征出现了~T明显变化=日黑

白才数减少，日照百分率降债，太阳总辐射量下降手年平均气温鄂西变化不明显，中、东部大部增

高;冬季平均气温升高，夏季平均气温F降，气温年较差缩小;平均年降水量和暴雨日数，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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