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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任何地方性天气都有着它特殊的规律，所以，气象要素的分布

也就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海南岛气候志》对海南岛十九

个气象台站的多年气象观测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就是为了找出

这种差异和一般的规律以及变化情况，以便更好地对它进行研究，

指导天气预报，并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实用的气象参考资

料。本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天气与气候说明，供了解一般天

气和气候概况；第二部分为气候图，供查阅各气象要素的地理分布

及年际变化等情况；第三部分为气象资料，供掌握各地气象要素的

历史情况。

本志所搜集的主要是气候资料，即各项气象要素的某一地点和

某一时期内的平均状况。因此，图表所列的数值主要是多年观测记

录的平均值或极值。它表示的是该地区的天气和气候的一般规律。

气候资料年代愈久，则代表性愈好。而本志中有些地点和某项气象

要素由于记录年代较短，代表性不足，特此明示。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指正，以便

改进。

编

1 99 2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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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台站一览表

海拔高度
编 地 纬度 经度

观测时间 守
(米) 详细地址 班

号 点 (北京时) 否
● 度 分 度 分 观测场 气压表

l 海 口 20 02 110 2l 14．1 14．9 海口市郊红旗村 2、8、14、20 o

2 临 高 19 54 109 4l 30．6 31．6 临高县城东郊 8、14、20 ×

3 澄 迈 19 44 110 00 31．7 31．8 澄迈县金江镇京岭坡 2、8、14、20 o

4 定 安 19 42 110 20 21．5 22．0 定安县定城镇(东郊) 8、 14、20 ×

5 文 吕 19 37 110 45 21．7 21．4 文昌县文城镇紫贝岭上 2、8、14、20 o

6 儋 县 19 31 109 35 168．7 169．4 儋县那大镇镇郊 2、8、14、20 o

7 电 昌 19 20 110 06 118．3 118．1 电吕县电昌镇镇郊 2、8、14、20 o

8 琼 海 19 1 5 110 28 23．5 24．7 琼海县加积镇山叶岭市郊 2、8、14、20 o

9 昌 江 19 16 109 03 100．2 101．0 昌江县石碌镇河北区郊外 8、14、20 ×

10 白 沙 19 14 109 26 217．O 218．9 白沙县牙义镇镇郊 8、14、20 ×

ll 东 方 19 06 108 37 8．4 8．0 东方县八所镇镇郊 2、8、 14、20 o

12 琼 中 19 02 109 50 250．9 251．3 琼中县营根镇郊外 2、8、14、20 o

13 万 宁 18 48 110 22 8．5 9．2 万宁县万城镇教场坡郊外 2、8、 14、20 o

14 乐 东 18 45 109 10 159．9 160．0 乐东县抱由镇郊外 2、 8、 14、20 o

l 5 通 什 18 46 109 3l 328．5 328．4 海南岛红旗镇郊外 2、8、14、20 o

16 保 亭 18 39 109 42 8、14、20 ×

17 陵 水 18 30 llO 02 13．9 8．2 陵水县陵城镇南门岭郊外 8、14、20 ×

18 莺歌海 l 8 3l 108 4l 5．9 乐东县莺歌海镇郊外 2、8、14、20 o

19 三 亚 1 8 14 109 31 3．9 5．2 三亚市三亚镇港门村 8、 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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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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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弟一郡分

天气与气候说明







第 一章

地理环境和气候概述

第一节位置与地形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约3 3 900平方公里，

位于北纬1 8。09’～2 1。1 O7之间。它的东部和南部面向浩

瀚的南海；西部是北部湾：北部是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

隔海相望，最近之处只有20公里左右；乃四面环水。由

于它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亚热带地区，一年四季光照充

足，热量丰富，构成本岛温高，热力对流条件充分。除山

区少数地方外，其它地区终年不见霜雪。

岛的北半部有约1 5 000平方公里较为平坦的平原，

其中穿插有1 OO～300米的零星小山地。岛的南半部以山

林地带为主，山地面积约占其南半部的三分之二，其中

1 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 1座，著名的五指山高达1 8 67

米，位置为北纬1 8。54'、，东经1 09。40’。与位于它西北

部的1 8 1 5米之次高山鹦哥岭相对峙，乃全岛最高之山

峰。

琼州海峡呈东西向，东狭西宽。秀英港和海安港南北

相据，是本岛与大陆的水上交通枢纽。



第二节决定海南地区气候的主要因素

一、季风、—，一，’’V

海南地处亚热带地区，广阔浩瀚的南海洋面，属亚热

带气候，季风气候明显。大致可分为东北季风与西南季风

两种。东北季风源自大陆，西南季风源自海洋。由于两者

源地不同，加之地形的影响，其风向、风速和风的性质都

有明显的差异o

(一)东北季风期

每年自1 O月下旬至翌年3月上句为东北季风期，地

面风向主要是偏北。由于东北季风势力较强，全岛风速较

大，特别是岛的北半部迎风面更为明显。琼州海峡(因地

形狭管作用)风力尤甚。但是由于地形的影响，各地风向

并不完全一致。在该季节海口以东北风为主，风向频率占

70％以上，在万宁因海岸线呈南北向，故多偏北风。

在东北季风期间，大陆冷高压中心平均位置在贝加尔

湖以南地区，它距离本岛较远，本岛位于此高压中心之边

缘。当其高压中心扩散南下到河套地区向东移动时，在华

南和广东沿海常为一南北向的高压脊。除寒潮暴发外，到

达本岛之冬季风厚度不大，一般在1 500米左右或更低

些。1 500～2 000米之间为风向转换层，该层以下为偏北

风，以上为西到西南风。

东北季风空气寒冷而干燥，但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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