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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党的总路糍的光辉照耀下，备业生产飞跃发展。在

大跃进中，箭多生产部尸I]和研究机关在制定生产静戈q、远景规划中

均需要气候资料。我局为了配合备业生产的大跃进和满足备方面

的需要，子1959年春季开始，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华南师范学

院地理系等单位协作，进行了本气候志的糯写工作。

本气候志，主要是利用本省过去仅存的历爽气象焚料和解放

以来积累的鞍精确的气象资料进行垒面比鞍、审酊、分析，将本省

富饶的气候资源和气候面貌标志出来，以便于农业及艇济部同参

考。

垒册共分六章。第一二章以下垫面、辐射、环流气候形成的三

个因子出发，叙述了广东气候盼形成过程，第三章是各个气候要素

的分别叙述，介糯气候要素的分布情况。第四章主要是本省气候

特征的描述，第五章着重指出本省灾害性天气～一台凰、塞潮的特
征，第六章为农业气候条件的分析。．除上述分析描述外，拌附耙了

各种有关的气象资料。本书所用地名系气象站所在地之地名，故

未根据行政区划变动而更改。

本气候志于1959年9月完成初稿，曾征求过有关方面的意

兄，并艇协作单位几度衬徐修改和补充，于1960年2月始行定藕，

但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恐分析和琵裁仍不全面，可能还有瓣

多错谈的地方，敬希有关单位和蓣者随日寸提出批薜和指正。

广东省气象局

196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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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环境

一、地理位澄对气候的影响

广东气候是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季凰气候，这和地理位鼹有

密切的关系。

广东位于J诅国的最南方。本省最北部(乐昌县北境)在北樟

250317，大陆的最南端(雷州半岛南端)为北樟20。10’。海南岛南

端为18。09’，而南沙群岛中的曾母蹭沙和它附近的礁滩还远布予

北樟4。以南。北回归蔽横过广州和清远之嗣，大部分地区在北回

归艘以南。这种低德的位遥，使太阳高度角鞍大，因此接受到的太

阳辐射热最也特别丰富。

本省从最北到最南的海岛之跚，耩度相差达21。以上，直彼距

离长2000公里有余。因此，南北之蠲的气候，特别是热量的分布，

有着很大的差男Ⅱ。气候学家把广东陆地的大部分划为亚热带，海

南岛、南海蓿岛大部以及广东大陆的南部划为热带，南沙群岛划为

赤道带。
。

、 广东最东为镜平县的东澎岛，位于东褪117。18’，最西为东兴

县的西境，均在东衽107027’。东西之同桎樟度相差虽有10。左

右，但由于海岸深入本省西部，海岸械近于东西走向。因此广东气

候上的怒度(亦郎东西之同)差异不如华东各省显著，而裨度地带

性却特别明显。．

海陆位遥对于广东气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般在北回归粳

附近的地区，由于行星凰系的大气环流关系，每形成沙漠式的干热

气候。而广东因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且面向着浩嗣的太平洋

和南海，故形成特殊的季凰气候，使广东成为祖国最湿涌的地区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而广东海岸棉长，海瀚q匕部游)深入本省西境，粤北距海最远

处也不到400公里，使海洋影响几乎遍及全肖。因此夏季的极端

最高温度反低于长江中游盆地。但这种海洋的影响仅在有夏季凰

吹拂的时节鞍明显，至予冬季里，则除海南岛东部和其他海岛之

外，受海洋的影响就不显菩了。

海洋的影响还表现在昼夜出现(白天向陆，夜圈向海)的海陆

凰上。这种现象以海南岛及雷州半岛一带特别明显。

二、地形对气候的影响

广东虽无高山大l岭，但地形却相当复杂，山脉纵横交错，，中等

山地和丘陵广布。此外还有不少台地，真正的平原不多，仅珠江三

角洲和潮汕平原=处较大。此外LL|圈盆地和海演圈有局部平原，

但面积都不大。

广东的地势大体北高南低，粤北·带多为高山峻岭，如大庾

岭、珞山、九迪山等，有不少超过]000米以上的商峰，其中最高峰

为石崆岭，海拔1922米，位于乐昌和湖南宜章之筒。南岭山脉横亘

于珠江和长江=流域之阿，对广东省气候仍有很大的屏障作用。故

有“南岭两枝梅，南枝已暖，北枝塞”的藐法。然而南岭山脉中颇多

低矮山口，如梅关、折岭隘以及其他山口j它们的高度大都不超过

海拔三、四百米，仍难阻描强劲的北凰。所以强大的两伯利亚寒流

每可乘隙南下，使岭南突然降温和发生霜冻：糙广西桂林、柳州等

地南下的一支寒潮至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之蔺的低隘，、亦可南侵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部。使雷州牛岛的极端最低温度降低到o。c

左右。由于地理环境复杂，故在气候上各地有着明显的差晃。此

外亦因各地土壤植被等不同，以致产生静多微气候的差别如：粤北

较高山上时有积雪，而谷地就浚有，各地植被条件不一，土壤也有

差别，在箭多低地上有不少热带树种；而在较高的山上其U多生长温



带树种。这些都是地域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气候差别。

地形对于雨量分布的影响更为突出。}=}{于广东的山脉走向以

东北一西南者为最多，大致与海岸藏平行，这种走向恰和夏季凰a

(东南凰)和台凰的走向威直交或斜交。因此使向凰坡的雨量特别

丰沛，而背凰坡和谷地就较少。例如，遵花山脉比东江谷地多雨，

阴那山脉比梅江谷地多雨，以及海南岛东西岸雨量相差悬殊等现

象，均与地形有密切的关系。

兰、海流、陆地水等对气候的影响
＼

、

。

海洋对于气候的影响简不限于海陆位渣，而海洋的形状和海

水的水文对气候也有重大的关系。但由于口前对南海的情况了解

不多，现在仅就海流一项对于气候的影响，简述如下：

南海的洱流是相当复杂的，据初步了解，有寒流和暖流两种。

流入南海的寒流，主要是冬季发源于渤海和日本海，‘循黄海、东海

过台潜海峡南下。由于它的源地裨度井不太高，且流桎暖海变性，

所以水温井不很低。但常由于冬季凰(主要是东北凰)的吹逡，寒

流向西南伸得很远，可流过海南岛东岸，直至南海中部。夏季，寒

流劁变得不明显。

流入南海的暖流主要的有二股。一为黑潮的一支，一为季凰

诲流(或爪哇海流)。黑潮为太平洋西岸最重要的暖流，但其主力

通过台淹以东，仅有西面的一支通过台淹和菲律宾群岛筒的巴士

海峡，流入南海，以反时针方向折向西南。夏季由于偏南季凰的吹

送，另有一股暖流，由爪哇海而来，流桎南海，穿越台瀚海峡而北

上。这些暖流对于广东气候上的影响如何，目前筒少研究，然而可

以肯定它对广东的气候是有一定影晌的。苏联地理学家卡列斯尼

克指出：“洋流所柽过的路耧，往往好象是低压所喜欢走的大道。



如安的列斯热带气旋趣常强佛罗里达洋流与滏流上空耵。④而东甄

的台凰所走的路艟，也和流褪菲律宾以东的黑潮和爪哇来的季凰

海流大致相符，其同关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陆上水体分布的情况和河流的水文特征对于气候也有一定的

影响。广东河流众多、水网稠密。特别是珠江和裤江三角洲，河渠

湖沼占相当大的比例，大量水面的蒸发，增加了空气湿度又消耗了

一定的热量，调节了当地的气温。而北江流域西部的石灰岩地区

和雷州牛岛、海南岛北部的玄武岩台地，地面水流救少，土地高亢

或岩石裸露则加强了当地气候的干热性。

难过去反动就治时代，森林的溢伐引起某些地区严重的水土
流失，对气候自然会发生坏的影响。解放后，大规模的水；5ll建设和

群众性的护林、植林，在逐步改变不利的气候条件。

●

第二章辐射情现及环流大势

气候是由太阳幅射，下垫面性质以及和太阳辐射及下垫面有

关的大气环流所形成的，在舌于耥一个地区气候形成过程时．需要研
，

究这三个基本因素。有关下垫面因素的介耜巳列入第一章内，故

这里不再叙述。

一、辐射因素

太阳辐射时热量收入的大小与地理樟度有密切的关系，因樟

度决定着～令地方的太阳高度角的大小和昼夜的长短。广东南北

德度差，如果按海南岛的南端算起，到北端为止为7。22’(海南岛南

．④()；B，卡列斯尼克：“普通地理学原理。上册．155螽，地质出版缸1958年板。

·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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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在北裨】8。09’，乐昌县北端豹在北裨25。31’)直棱距离钓针825

公里，南北各地一年中备月15日及二分二至太阳高度角兄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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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F————一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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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88。29 l 76“Q3’l 62。167，f 4拳。327 f 34。647．j 21。287 8120’

8月16日 8l。097 73。177 l 60。187 469397 f 321517{19407
7

6’34’

9月16日 f 70’107 I 6-5。9,57 l 64。517 42。127 f 28148’f 16。05‘f 1j’18
7

9 H 23 11 }66’52’I 62。39’I 62。47
7

40。34’I 27。22’i，13。46’{0’00’
10月15}j 58。38’J 55‘22’l 47、03’1 35158’I 23130’ 10、20。l
11』】‘15 Ii I 48135 46 04’I 30二167 29’a7’I t8‘16’1 5 54’i
12月15 EJ 43‘39 dr'2-5 l 35。14’l 26。17(；1量32‘；3。40’{
12爿22日 f 43’25

7

f 4l。ll’f 35 03’f 26、077 i 15 20 3‘33’I

广东北端(北裤25。3t’)

、

日 期 12时 11及13时 10及14H．』． 9及15时 8及16时 7及17时 6及18时

1 J 15日 43’14’ 4tl。02
7

34。65’ 26“02 15。2l
7

3‘32’

2 J 15日 · 610347 48。547 41、44’ 31’44
7

9,0 706
7

7、33’

3蚓 15目 62。04,7 58。32’ 49、43 38¨17
7

25。397 12 4譬0’

3． 22订’ 64’29’ 60140’ 51’24’ 39：j9 26150 13 30 0。00
7

4， 【15日 73。59’ 一68。34 57。217 44128 31。047 17 32’ 4、04’

5， 15}j 83’10 74“30’ 61。26’ 47。56 34125
7

21。02’ 7。557

6 J 【15 FI 87j．43’ 76 08’ 62’37 49“087 35146
7

22咯7
7

9。47
7

6， 【22 n 87。667 76117
7

621447 49115
7

35“53’ 22‘45’ 9。56’

’7， 【15日 86107
7

75041
7

62。16’ 481457 35‘19 22、04’ 910S7

8， 15{j 781．16
7

71。59 69’43 46’277 32、55
7

19、25’ 6106’

9． 16口 67。47
7

63’30 53‘36’ 41。20 7． 28’22。 14’56。 1。9．67

9 J 23【J 641'29’ 60，、40’ 51。2,1 39 3口。 267∞7 13 30’ 0。OO’

1Q J 15 U 56。15’ 53、15
7

45j24 3重。45 22139 9。46’

11 J 15 H 46。12’ d3151’ 37123 28。OG 17104‘ 4’59

12 J 15日’ 41’16
7

39’10’ 33。16’ 24138’ 14。11’ 2、35‘

12 J 22 H 4l。0'2
7

38。47"7 82’66
7

24。217 13。67
7

2。23
7

广东各地太阳高度角随樟度增高而减小i在北回归彼以北各

地．一年中以夏至(6，月22日)最大，冬至(112月22日)最小。在北

回归粳以南各地，一年中在夏至前后有两；欠太阳位于天顶．夏至时

太阳位蘧偏于j匕方，故距北回归彼愈近，太阳高度角愈大，例如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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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于琼山，琼山又大于海南岛的南端。一·年中太阳位于天顶的

时f{fj，海南岛南端为5月13、日和8月1 H，琼山为5月21日和7

月2，4日，广州为6月12日和7月。1日，愈近北回归彼的地方，两

次太阳位于天顶的时蠲衄隔愈短。

广东各地日出日溲时嗣及昼夜长短(未考察大气折射的影响)

可参考表2。 ‘

’

表2广东各地日出日没时嬲及整是对嗣

， 海南．岛南端

日 期 日 出。 ～日 汉 ，j 昼矢时踌

一．，．—．．．．．．．—．．．．．．．——：．．．．．———．——．．．————．———．——．———．．。—。—．，———J．——．———．———．—————二———————————-——二————————————一6时29分——17时30劈
6小J’17分——二一17 mr 42分
6时3分—一17时56分

6时0分一18时0分
5时47分一一18时12分
5时34分一一18时25分
5时27-分一一18时32分
5 tl,}27分一一18时32分 l 13时5分

一

’

广 州

分分分分分分分1钓够。幽∞4时时时时时时时nnn您趣挖坞

分分的罢：}时时
2

2]1

分分分分分分

8

o蚶如弱融时时时时时时拢=：nn加加

分分姻曲时时掩船二
一

一分分∞幻时时
6

5

分分分分分分

4

o构；；}婀疗时时时时时时勰螺"""订一一二二分分分分分

弱

加雅{；；鼢时时时时时时

5

6

6

6

6

6日H日HⅡ日日甘H日HH日日日日蛆拍拍船蚶弱蝤喜；蝤蝤拍宅寻蝤蝣尬船月月月月见月见月月爿月月月月月月

l

2

3

3

45

6

67

8

9

9加n姐您

一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一

7

勰H阻。船6嬲嬲勰驰n

o弘_：l}蹦雅一
．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一如nu：i=：珀坞玲"={船您n如加如一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一

殂盯弱。玷；：i她匏{；；笳o

o铝盯""一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一玎""均船坞掩强揭船坞勰""玎"一．一三．三三三三一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一

2：；零j
4

o鹳船""舡弱雅oH匏船舷一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一

6

6

6

665665

65

6

6

6

6

6^。．．。．．。．．，，，。。。。．．．。．．．——．．．，，．．，，．。．。f}l一

、

，

一jjjj0]{j日jjjj}}、lll{EEE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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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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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0匕端

各地的昼长时弼，春分与秋分相等，夏至的昼长是随耩度的增

商而加大，故广东北部比海南岛南端要长30务。

各地的太阳辐射强度，在不种算大气影响的情况下，是随太阳

高度角的大小、及昼夜长短而变化的。广东省由于位于低樟度。一

年中正午时的太阳高度角都相当大，达到地面的太阳辐射热量是

很丰富的。

在本省最北部一带一年中达到每平方厘米地面上的太阳总辐

射热量有110仟卡之多。海南岛的南端就更多了，可达135仟卡

左右。本省东部地区一般就来比西部同德度地区所获得的阳光要

多，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年中平均云量较少，所以达到地面的阳光也

就较为串富。到达地面上的阳光井不是垒部被地面吸收的，按照

术省地面一般情况大构有到达地面阳光的18％被地面反射回天

奎去。

本省地面每年吸收了这样丰富的阳光，因此地面上的热量资

源就非常丰富，这是本省具有热带及副热带气候的最基本的条彳4：。

本省地面上每年获得的热量中，除了向在气电辐射放散了一部分

热量外，余下的热量仍很可观，这些余下的热量，色fj称为辐射平衡。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弘9舯。郛“挺跖汀弱均。鹪盯蟛鲢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n“堙您坞螺培招也船吻n如∞加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娩分分分

"艇{8

0拈盯盯钾档耵o

o必窨寻托均时时时时时叶时时计时对时时盱时时"W仃螺揭掘媳强鹅媳招馋仃"押：皇三三三三三一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船嬲40n心掳据砺{：j船。拍驺酊靠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羁HHn日玎日B日H日H日日H日

5

55

2

565

2

5

5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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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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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211i

2片月月q一月月片月月月月月月见月

H、2

3

3

45

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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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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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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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射平衡的数值，在本省北部一带，每年每平方厘米豹为54仟卡。

在海南岛东岸，可多至70仟卡(兄图1)。本省土壤温度的分布及

贴近±壤空气的温度分布情况，在极大程度上就这样取决于这些

辐射平衡数值的分布了。本省辐射平衡数值既然到处都是很大，

因此土壤和空气的温度也都很高，农作物年可二、三熟，格年葱椽

盈野。由于热量的多少，能直接地影晌到植物和有机体的基本生

活机能，所以在一定的水分条件下，辐射平衡分布的界彼，往往与

植物分布的界彼相吻合。如图1上56仟卡这根簸与热带植物分

布颇为一致的，例如热带果品的香蕉、裼桃，木瓜、荔枝等，以及热

带性野生植物如黄藤i猪髓草、鹗胆子等，在56仟卡横以南各处都

可以生长，在这根横以北的地方，促难生长。

本：甫年幅射平衡的热量，除了一小部分借地面与空气之鼹的

乱流热量交换使空气增热夕L，大部分便治耗在水分的蒸发上，但是

有些降水较少的地方，输送耠空气的热量与清耗在蒸发上的热量，

是差不多相等的。海南岛西南一隅便是这样，例如海南岛的北黎，

每平方厘米年辐射平衡热量有p5仟卡，消耗在蒸发上的热量，只

有35仟卡，而输送耠空气的热量达到30仟卡之多，这里热量与水

分之同的不适应，决定着气候的干燥。

=、环流大势

地球上广大的副热带地区是一片荒漠地带，著名的撒哈拉大

沙漠，阿拉伯沙漠，澳洲中部的沙漠，卡拉哈里沙漠(南葬西岸)，阿

他卡属沙漠(秘备、智利一带)，热利褐尼亚沙漠(北美)等，都位于

副热带稗度上。但是，，r“东处于季凰著称的东亚东南边绦，年中有

来自海洋带有充沛水汽的气流，因此本省各地除有充分的热量步}，

还有充沛的雨水。正是有了这些炎凰署雨优良的季凰气候条件，使

本省也象我国其他的副热带地区一样，农业生产获得了热量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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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自然保缸。

冬季，本省处在蒙古高压南部边椽地带，近地面l一2仟米气

层中盛行偏北及偏东气流，印通常我们所称的多季凰，冬季每当强

大寒潮南下时，其前驻冷鲜可掠过本省南移出7海，形成本省降温、

括凰及阴雨天气j一次塞潮到来可使本省各地气温在24。小时内普

通下降100c以上。而塞潮大凰在本省沿海及肉陆和海南岛北部

一—般都可达6—7极，塞潮天气持精不长，通常3～4天左右便可回

暖，井薅变为晴朗天气，如果北来的冶空气势力恢弱，划冶锋可在

本省北郏二带趋于静止状态，多日不消。这时本省北部可形成大

片雨区，而南部因在较暖空气篱罩之下，多云而少雨，当冬季高压

畸|心在我国北方东移出海时，本省在商压西南部的高压脊控制下，

这时天气是晴好的，井且凰向不定，凤力微弱，同日寸可能在我国西

南地区出现一个明显的低压槽，有ll_j-这种低压槽，也跟着向东移

动。当本省在低压槽范围内时，可发生微弱的偏南气流，云量增

加，但不会有大片不良的天气区出现，低压槽过后往往大陆上又有

一／新的冷空气南下了。

夏季，海洋气候盛行吹偏南的夏季凰，使本省各地都获得了丰

富的雨擐，同时桎常受到热带，太平洋及南海中形成的热带凰暴和

台凰的侵装，带来狂凰暴雨。夏季南海中常存在一低压槽，如果本

省在此低压槽的范圈内，别会不断出现雷暴或暴雨。每当台腻过

境后或自我国东南沿海鞲向东北行后，太平洋高压甭往往向东t串

长，本省在此高压脊影响下，恒会出现晴崩暑热的天气。

春季和秋季是零凰交替的时期，也就是过渡季节。春季蒙古

高压日趋衰退，热带海洋气流首先在本省沿海登陆，这时锋面活动

频繁i雨季相应开始，各江上游地区，三月份降水量巳超过lI砌毫

米，春雨每可速棉一星期至lO天以上，势如长江流域初夏期间的

梅雨天气，如果某年春季鳞面活动频繁则可能带来大涝，反之绎面



活动过少时又有可能发生旱象。秋季蒙古高压势力增长很快，偏

北气流迅逮占优势，天气爽朗的日子鞍多，但依然还有不少热带凰

暴及台凰登陆过境，尤其是9月，骸月份与夏季的7、8两月同为台

凰侵扰本省频率最大的月份，台凰登陆和过境时气流方向印随台

凰中心所在的位匿而发生相应的蒋变，晴朗的天气蒋为阴雨，带来

了大量的雨水。

第三章各种气候要素的分析

一、气温

(一)气温的分布

本省由于地处低樟，太阳入射角度鼓大，辐射强，故年平均气

温较之全国其他各地为高。

省内分布以西北部最低在19。c左右。向南逐渐增高，至海南

岛南端巳增至25。C以上。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loc一22。C。井由

全年平均气温分布上，可以得出几个概念：

1．温度分布和地形有密切关系。山地、河谷一般低于平原。

如处于山区的遵平，耩度比韶关低，年平均气温比韶关低。另外在

背山向阳地区其气温也鞍平原区为低。如台lU虽然离海不远但因

位于古兜山之西北侧故其温度稍低于四周。

2．珠江三角洲以及沿海(河)港口，因受水面影响故温度分布

相对之下大于离海岸犊同样距离的平原区。 、

3．在塞潮程常侵入的路徭上平均气温多因寒潮影响而隐汝

海洋的罚节作用。如东部油头和梅县，二者年平均气温就相等。

这是因为有一支塞潮桎江西盆地和福建西南部进入本省斡江上

游，然后循斡江谷地直趋汕头和另一支冶空气由台湾海峡侵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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