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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状况及气候特点

第一节地理状况

我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南麓，北纬3 5度0 8分到

3 5度2 9分，东径l l 3度1 1分到1 l 3度3 2分，。属于暖温

带大陆性气候。县境南北长6 0余公里，东西最宽处4 0余公里，总

面积达7 22平方公里。北部山区丘陵面积3 6 0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4 9．8％；南部为平原，面积达3 6 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5 0．2％。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在8 2．5米一1 3 0 8米之间。

地面坡向南及西倾斜，坡降1／1 oo一1／400。新河、沙河、大狮涝

河流经南部，1北部山脉走向为；西北部多南北向，北部和东北部多东

北向。

第二节气候特点’

根据我县的地理状况，分属于两，，卜气候区，即：平川气候区和

山区气候区。但总的气候特点是夏热多雨，冬季干冷，春多风沙，

秋高气爽，气候年差较大。

一、平川气候区

平川气候区，属于干热少雨区。春季干燥度为2． 2—2．5

度，年降水量与蒸发量比为0．3，夏季平均降水量为3 2 0—3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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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最大月为七月，平均降水量为1 5 1．0毫米；．最小月为1

月，平均降水量为3．7毫米。年平均暴雨日1．7天。春季平均

风速为3．3—3．5米／秒；年平均蒸发量为1 8 0 0—2 00 0

毫米；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 0变的积温为4 7 5 0—4 9 00；

日最高气温大于3 5度的日数为2 I一2 5天，高温时段最长达

I 3天，出现在1 9 6 1年7月1 8日，无霜期最长达2 4 1天。适

宜小麦、棉花、玉米、谷子，以及大豆、芝麻等油料作物的生长。

、 j‘

二、山区气候区

山区气候区属夏多雨、冬冷干旱区。地形起伏，平均海拔高度

在l 0 0 o米左右，最高海拔达1 3 0 8米。此区地势较高，气温

偏低，冬冷且长。年平均气温在I 4度以下，无霜期短， 一般在

2 0 0天以下，初霜期比平川地区早出现几天。热量资源少，一般

不利于农作物一年两熟耕作制。河谷地带，地形特殊，初霜早，终

霜也迟。一般年降水量在6 2 0—1 0 0 0毫米。春季降水量平均

在1 0 0—1 5 0毫米，占年降水量的1 1一I 8％；夏季平均降

水量比平川气候区明显偏多，降水强度又大。每'-3夏季暴雨来临，山

洪暴发，水土流失严重，对人民生命财产危害极大。由于本区地势

高，水位低，水利条件差，冬春雨雪少，初夏干旱亦常发生，不利

于农作物生长，而宜于发展林、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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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四季的划分

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标准，而在气

象学上，往往以阳历3—5月作为春季， 6—8尸作为夏季，9—

1 1月作为秋季， 1 2—2月作为冬季。但由于各地气候差异较

大，农作物的生长和季节来临的早晚也不一样，为能表、示出各地

具有实际气候意义的季节分配，目前，气候学上一般采用候温作为

划分的标准。、每五天为一候，平均温度低于摄氏1 0度作为冬季的

开始。高于摄氏2 2度作为夏季的开始。气候平均温度在摄氏1 0

—2 2度之间，为春季和秋季。按此标准划分，我县春季开始在

3月下旬，春季长5 5—6 0天；夏季开始在5月下旬， 夏季长

1 1 0—1 2 0天；秋季开始在9月上句末， 秋季长5 5—6 0

天；冬季开始在1 1月上旬，冬季长一般在1 4 0天左右。因此，

我县四季的规律一般是冬季最长，夏季次之，春、秋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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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要气象要素

第一节 气 ，温(℃)
，

据1 9 6 0年一1 9 8 1年的气象资料看，累年平均气温为

1 4． 4度，历年值介于1 3． 7一l 5． 1度之间．冷暖年平均

温度相差1．4度。 我县的特冷年有1 9 6 4、 1 9 6 9、

1 9 7 6三年，特暖年有1 9 6 5、l 9 6 6，1 9 7 8三年。

(见下表)‘

冷 暖年统计表

＼孛笏

项r、、迦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年偏差(℃) 一0．3 0．4 —0．1 —0．4 —0．6 0．7 0．5 0．0 0．2 —0．7 —0．4 —0．2

冷。暖年 冷 暖 暖 冷

、、、、年份

项i、、嫂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合计 平均 一

十一0．4

年偏差(℃) 一0．4 0．2 —0．1 0．3 —0．5 0·3 0．5 0．2 —0．3 0．2 8．0

冷 暖 年 冷 暖

我县全年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气温为一0． 1度；最热月为

七月，月平均气温为2 7． 6度。年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 9．9度

(1 9 7 1年1，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 3． 5度(1 9 6 4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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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各月气温和极端最低、最商气温详见下表：

历年各月气温和极端最低，I最高，气温(℃)

＼迥份 一{ 一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顶自＼ ～ ；一

平均气温 一0．1 2．4。 8．4 14。8 21．1 26．．Z 27．6 26．3 21．0 15．3 7．9 1．5 14．4

极端最高
30．t 35．1 40．1 48．3 43．5 39。：5 35．9 32．0 24．0 20．7‘ 43．5

气 温
18．0， 28．44

极端最低。
气 温

一14．7 —15．2 —9．5 —7．8 5．0 11．8 16．3 12．5．4．8 一1．0 —7．2 —1 9．9 —19．9

我县气温的年变化皆为一致。 1月是冬季风最盛的时期，是我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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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是夏季风最盛的阶段，也是

我县最热的阶段．从8月开始，则又依次递减，与前者呈对称型形

式，在递减过程中，以7 1 1月降的最快(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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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气象站气象资料看，我县近二十年的气候变化不小，群众一

致反映说：现在夏天没有过去热了，冬天也没有过去冷了，过去种

麦时都穿上了棉衣，手持工具很冷，冬天雪下的很大， 沟，河，，

坑、塘结冰很厚，儿童们常在冰上推车，玩耍，就连屋里的水缸也

时常结冰，屋椽下的冰柱数尺长，近二十年来这些情景却极少见

到。各项农活也跟着相应提前了。但因县站气温资料短缺，不能对

比证明，现仅从有降水量资料的头五年和最近五年的对比，也能说
。

～

明这个问题。 (见下表)(1 9 5 9年以前为县水文站降水资料)

冬季(1 2月一3月)降雪雨量比较表(毫米)

≯≮份 I 9 5 5．-一．．一1 9 5 9 l 9 7 8一一1 9 8 2

劳＼
十二月 4 0．3 2 0．2

一月 5 7．1 8 2 3．3

=月 I≈．1 2 5．4

合计 1 1 0．5 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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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降 水

我县自然降水很不均匀，据i 9 5 4年一1 9 8 1年的资料

看，累年平均降水量为5 7 7． 3毫米。年际差别大， 变化在

2 4 8．4—9 3 3． 6毫米之间，最多年份降水量为最少年份降

水量的四倍。一日最大降水量l 7 I． 6毫米，是年降水量最少年

2 4 8．4毫米的6 9％。历年最大降水量为1 9 6 4年， 共计

+9 3 3．6毫米， 1 9 6 3年为8 1 7．3毫米，次之，最小降水量

为1 9 8 1年，共计2 4 8．4毫米， 1 9 6 5年3 4 6．9毫米

次之。

由于我县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在季节分配上，大致与

冬夏季季风进退是一致的。7—8月份，由于受夏季风控制，水气充

沛，雨量集中。到冬季夏季风撤离大陆，我县主要受干冷的冬季风

控制，降水量少。春季和秋季是冬夏季风环流转换季节，降水量也

介于冬夏之间。

我县的雨季大部分是从6月份开始的，9月份结束：汛期一般

为七、八、九三个月，最长连续降水日数为1 1天， 出现在1 9

6 9年的9月2 0日至9月3 0日，1 I天共降雨9 7．9毫米。、

从2 8年的资料看， 我县年降水量的极值相差很大(如下

圈．)。‘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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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年降水量距平值百分率大于3 0％的为多雨年，小于

3 0％的为少雨年，从l 9 5 4—1 9 8 1年以来，多雨年有t 9

5 4，l 9 5参，．1—9 6 4、l 9 7 4四年，少雨年有1 9 6 0、

1 9 6 5，1 9 7 8，重9 7 9、1 g 8 1五年。

第三节 日 照

日照是指太阳一日内实照的时数，即从日出到日落，太阳直接

照射的小时数．据1 9 6 5年一l 9 8 1年的气象记录，我县年平

均日照为2 2 7 l奠一7小时，比北部相邻的陵川县2 6 0 1．3

小时少3 2 9．6小时，比新乡地区日照时数最多的汲县2 57 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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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少3 0 1． 3小时。 少的小时数相当于我县元、二月份两

个再的日照时数的总和。就喜温作物从生长到成熟(≥1 0℃。)

觌阕妁日照数l 5 3 2． 8小时看，它占总日照时数的6 7％，它

又占作物可能生长期(≥0．c 1日照时数的1 9 9 3． 2小时的

8 8％。这可以说明，我县总日照时数比他县略少，但日照时数的

分布对于作物的可能生长期和喜温作物的生长期提供了优越的光照

条件。 例如1 9 8 0年≥1 0℃期间的日照时数1 4 6 3． 1

小时， 比1 9 8 1年≥0℃期间的日照时数1 2 1 8．6小时多

2 4 4．5小时这，就是l 9 8 0年棉花取得丰收的一个先决条件。

又从日照时数及日照百分率看(见下表)，从1 1—3月，五个月

的日照时数都在1 8 0小时以下，全年5—6月日照时数最多，每

日最长可照1 3． 3小时， 5月份平均2 9天有日照，这对小麦干

物质形成极为有利。从六、七、八三个月来看，七月日照．时数最

少，平均每月只有3天的晴天，这也是棉花因光照不足落铃落蕾的

一个原因。从9一l 0月份的日照看， 1 0月大于9月， 1 0月有

日照时数平均为2 7天，这就给太秋作物送来了良好的日光照条

件。但我县由于日照时数簪际差异大，这就给作物生长带来了不利

因素，造成作物产量不稳定。金年有日照时数为3 0 8天，比陵川

县有日照时数2。垂蚕：秀多19 3t：零，，1垂海薅秃嗣数为8 3天，仅次于

新乡地区晴天日数量最多的原阳县(8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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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各月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及有旧照时数的天数

总之，我县的日照时数比较少，但作物的生长季日照时数多，
j、

j：

．‘

， t卜

作物关键季(5、6、1 0月)日照时数长，这就给我们提出怎样
：¨ f ：

充分汞l用生长季萝的光照资源，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关键。
’’、^一F 。

日照是农作物生长的主要气象条件之一。在一年中，春、夏之
，|。j。 j，。‘

一? r

交是日照最长的时期，而冬季日照最少，这是因为春、夏之交不但
1、、 ■‘‘ j 一

Ⅶ‘．I ～+
，

白昼长，而且云雾少。我县月平均日照时数及变化如下图：

1b

(日’只最时连炙、)

承 四 五；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

日照
时数 162．6 153．4 177．2 198．2 242 i81235．4 202。2 204．9 181．1 191．2 159．0163．7 2271．7

(小时
日照百

●

分率 5 2 4 9 4 9 5 l 5 6 5 5 4—6 5 O 4 9 5 4 5 0 5 4 5 l

(％)
有日照
对数的 2 6 2 3 2 6 2 6 2 9 2 8 2 7 2 8 2 5 2 7 2 5 2 5 3 0 8

天数



一、气压

第四节气压和风
-1 、’ J|

大气作用在地表单位面积上的压力称气压．气压是支配空气流

动的基本条件。气压的高低与当地的海拔璃度有密切关系。据I 9

6 0年一。1 9 7 8年记录，我县累年平均气。压为1 0 0 6．、6毫

巴一月平均最高气愿。出现在1月份，为1。．．o 1≯7；．p毫巴；月平均最

低气压出现在7月份，为9 9 2．6毫巴。气压年较差(最高月和

最低月之差)为2 4．4毫巴。

气压和气温成相反位相。‘低温季节气压较高，高温季节气压较

低。因此，气压年变化的特点是冬季高，夏季低．我县月平均最高气

压出现在元，月和l：2月、i：最低出现在7月，从2月开始下降j从8

月份又开始上升，见下图。 。|

、



二、弘L
一 一，一￡

风是由于气压分布的不均匀所形成的空气水平运动。它是一个

矢量，分风速和风向两部分、。风速，即单位时间内空气运动的距

离。据l 9 6 8一l g，8 0年的资料记录，年平均风速为3． 1

米／秒。风晌，即风的来向j由于我县位于太行山南侧j因地形影．

啊，、盛行风耐多与。山’势走向-致∥‘以西南风为最多，其次是东ab

风。

、 第五节湿度和蒸发

一、-湿度

湿度分绝对湿度(水汽压)和相对湿度两种。绝对温度是指单

位体积空气所含有的水汽量(单位是克／立方米，实际工作中是尉

水汽压的大小来表示水汽含量的多少，单位是亳巴)。据1 96 0年一

l 9 7 8年记载，年平均绝对湿度为1 2．8毫巴。‘一年中定时最

大绝对湿度出现在7月，4沩2-．2亳巴。定讨最小绝对湿度出现在

1月，为3．3亳巴。相对遵度是指空气中锅水汽廛与同一瘟度下饱

和水汽压之比。据1 9 6 0年一1 9 7。i，8年记录，年平均湿度为

6 5％， 月平均最高湿度出挈在8月0 为7譬％； 月平均最小湿

度出现在6月，为5．5％。‘，
j j

二、蒸发i》：．_嚣豫’曩。’。。；：
蒸发是指水面上分子的消耗。蒸发量的大小决定于气温、风



。速、湿度等要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我县气象站观测到的蒸发量，

。并不是自然的地面蒸发量，而是口径为2 o厘米謇高约7 o厘米的
；

。3 j—f≯

蒸发器内的水面蒸发。据l 9 6驴年一l 9 7 8年记录·年均蒸发
j

‘

量为l 9 6 o． 1毫米，最大蒸发勤现在6月，_j为3 3 5．6毫
，f ’＼． 。}

一

米；最小蒸发量出现在1月，为7 4．‘．2亳米。； 、

． j5第六节地 温。
，

≠ 。

，
，

。

地面温度是指土壤表层及地面各层的温庶据，1 9 6 o年至1

。9 7 8年记录，累年平均地温为1 7．o度， 最高是l 9 6 5年， 为
f

l 8． 4度。最低是1 9 6 3年，为1 6． 1度。极端最高地温为

6 9． 4度，出现在1 9 6 7年6月．1 7日；极端最低地温为

一2 5．4度，出现在1 9 7 1年1 2月2 7日。

我县的地面温度的年变化趋势与气温的年变化趋势大体一
‘

致。一月最低，平均在。度左右，春季地温逐渐回升， 6，7月份
，

一．

’

温度最高。平均在3 l一3 2度；秋季地温开始逐渐下降，冬季l
。

；{
’

p

2月地面温度均降至1． 4度，年较差为3 2．4度．我县逐片乎
，。7 、

-‘‘

均地面温度变化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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