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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徽省位于东经114。54’～119。37’，北纬29。41 7～34。38’，全省东西宽约450千米，南北

长约570千米，总面积13．96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5％。居华东第3位，全国

第22位。安徽省居华东西部，中部偏东，是华东与巾部两个地区交会省份，地跨江淮，东连

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

长江、淮河横贯省境，分别流经本省长达416千米和430千米，大致将全省划分为淮北

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

全省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地貌南北迥异，复杂多样，从北到南依次为淮北平原、江

淮丘陵、皖西大别山区、皖中长江冲积平原和皖南山区。各类地貌面积分别为淮北平原

3．8万多平方千米，中部丘陵区3．6万多平方千米，沿江圩区2．6万多平方千米，皖西、皖南

山区3．8万平方千米。

安徽地处南暖温带与北亚热带两个气候带内，其分界线与秦岭淮河一线一致。按照中

国气候区划的标准，近50年来安徽≥10℃积温、最冷月平均温度两项指标均突破北亚热

带4500℃·日和0℃的界线，北挺到萧县附近，但年极端最低气温这一区划的限制性指标

(≤一20℃)的界线仍在淮河附近。因此，暖温带的南界或北亚热带的北界仍在淮河附近。

同样，安徽省最南部虽然积温和最冷月平均温度均达到中亚热带北界的指标(5000℃·日

和4℃)，但年极端最低温度过低，在一10℃以下，安徽省也不存在中亚热带北界。

安徽省一年四季天气气候特征如下：

冬寒夏热。这是冬季(12月～次年2月)和夏季(6～8月)两季气温的特点。最北部砀

山1月平均气温一0．3℃，南部屯溪和沿江西部宿松则均为4．0℃；整个冬季平均气温砀

山为1．1℃，屯溪和宿松均为5．1℃。南北各地的温度变化大致在4℃范围内。7月平均

气温砀山为27．0℃，望江28．8℃；整个夏季平均气温全省最低值为岳西25．0℃，砀山为

26．2℃，全省最高值为望江27．5℃，各地变化在2．5℃内。

秋温高于春温。4月平均气温最低值为泗县和岳西县14．3℃；最高值为屯溪16．3℃；

整个春季平均温度泗县和天长均为14．0℃，屯溪和沿江西部均为15．8℃。南北各地温度

变化在2．0℃之内。10月平均气温最低值为砀山15．3℃，最高值为宿松18．3℃；整个秋

季平均温度砀山为14．8℃，宿松为18．0℃。南北各地温度变化在3．0℃之内。秋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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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于春季温度l～2℃，且南北各地的温度变化也大于春季。

冬雨少夏雨集中。冬季降水全省最少值为砀山46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1％，全省

最大值为屯溪217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13．2％。夏季降水全省最小值为砀山418毫米，

占全年雨量的55．4％；全省最大值为黟县665毫米，占全年雨量的38．5％。愈往北，冬雨

少夏雨集中的特点愈加明显。

梅雨显著雨量集中。6—7月间，随着温高湿重的环境条件，降水性质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大到暴雨多集中持续出现。北少南多，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10～350毫米，

占汛期(5—9月)雨量(580～1 014．0毫米)的35．00～40．0％；占其年降水量的20％左右。

另一方面，安徽省具有中国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气候带多气象灾害的特征。其主要气

象灾害是：

干旱。干旱频率自北向南递减。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干旱最为容易发生、发展。

合肥及江淮分水岭地区，由于地理原因，干旱较为严重。大别山区、巢湖附近、宣城地区和

皖南山区比较轻。全省来说，秋旱最多，夏旱次之，冬、春旱较少。

暴雨洪涝。安徽省暴雨多在汛期(5—9月)出现，尤其是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多集中出

现在梅雨期(6—7月)。梅雨或雨季期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江淮切变线稳定，一次次

沿切变线有强降水东移，出现连续降水，暴雨多而集中，强降水区的面积广大，形成严重的

暴雨洪涝灾害。

大风。大风危害主要是由台风、寒潮大风、雷雨大风、龙卷风等所造成。大风每年损害

农作物、折断树木、毁坏房屋及电力通信等各种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

全省多大风区有5个：①沿江西部，包括宿松、望江、东至、太湖、怀宁县。②沿江东部

和江南东部，包括马鞍山、芜湖、宣州、广德。③沿淮和淮北东部、江淮东部，这一地带属于

平原，范围宽广，包括灵璧、泗县、蚌埠、定远、来安、天长等一大片地区。④大别山东南侧，

包括岳西、桐城、枞阳。⑤黄山、九华山地区，包括黄山、黟县、青阳。安徽的大风，以春、夏

两季出现次数为多，秋、冬两季出现次数较少。

冰雹。安徽各地均可出现冰雹。多雹区主要有4个：①淮北东部，包括淮北市和宿州

市的灵璧、泗县等地。②江淮之间东部，包括凤阳、定远、全椒、来安、天长等地。③大别山

区南部，包括怀宁、太湖、潜山、岳西、宿松等地。④黄山、九华山地区，包括黄山、绩溪、黄山

区(太平)、青阳、铜陵等地。其中黄山年平均雹日1．1天，为全省之冠。

安徽的冰雹主要出现在3—8月，9月一次年2月十分少见。各地冰雹集中季节也有差

别，3月份皖南山区出现频率最高，6月份则淮北比较多见。在一日之中，冰雹出现的时间

又以午后到傍晚前后为最多，而下半夜到次日中午出现的机会较少。 ．

连阴雨。连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很大危害，其中春季连阴雨主要影响沿江江南

春播，秋季连阴雨则主要影响沿淮淮北秋收秋种。

安徽江南地区连阴雨天气过程比较频繁，江淮之间次之，淮北地区较少。江南春季连

阴雨过程多于秋季，而江淮之间和沿淮淮北≥7天的长连阴雨则秋季多于春季。

春季连阴雨以清明前后发生频率为最高，尤其沿江江南基本上每年都有。秋季连阴雨

总体上也是南多北少，全省南北各地都可以出现15天以上的秋季长连阴雨。

大雪。降雪对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降雪出现的季节不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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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相同。立春以前下的雪称之为冬霄或腊雪，对农业生产有利；立春以后下的雪称之为春雪，

春雪出现越迟，对农作物危害就越大，常带来低温冻害。

安徽各地每年的降雪日数，长江以北地区历年平均在10～11天；大别山地区的霍山、

岳西稍多些，有13～15天；沿江和江南则在9～10天，山区也稍多些。

寒潮低温冻害。寒潮和强冷空气通常带来大风、降温、低温冻害、大雪等灾害性天气。

寒潮带来的雨雪和冰冻天气对交通运输危害很大，可使铁路车站道岔冻结，铁轨被雪

埋，通信信号失灵，列车运行受阻。雨雪过后，道路结冰打滑，交通事故明显上升。

寒潮袭来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大风降温天气容易引发感冒、气管炎、冠心病、肺心病、

中风、哮喘、心肌梗死、心绞痛、偏头痛等疾病，有时还会使患者的病情加重。

安徽省平均每年有3次左右的寒潮，自北向南呈递减趋势，以沿淮一带为最多，黄山以

南屯溪等地为最少。

安徽寒潮天气多出现在10月一次年4月。安徽各地寒潮最早出现在10月份，最晚出

现在4月份。

这次《安徽省气象志(1986--2005)》编纂，恰逢安徽省气象事业处在国家改革开放期

间，全面、快速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其内容十分丰富，有首轮志的续写部分；有全新

内容、首次修志部分；也有首轮志的补遗部分。其编纂基本思路是：续修并重，续则连贯，修

则规范，续修融合；全面展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安徽气象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安徽省气象志(1986--2005)》“气候综述”篇，其气候均值。按行业规定，均取用全省各

台站1971—2000年标准平均值。各篇编纂，属于续编的，其所用资料均为1986—2005年；

属于修编的，如电视天气预报、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人工影响天气、卫星遥感等，其时间上

限为始现期，下限仍为2005年；属于补修的，如新中国成立前安徽气象资料站点，其时间上

限为1880年；涉及气象业务中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流程，因其难于断限，如天气预报、气候

预测、卫星通信、流媒视频等，其下限到2010年。

从《安徽省气象志(1986--2005)》篇目结构及其内容巾，不仅能获知安徽省各气候要素

的分布特点及变化、先进的大气探测和气象预报技术及其服务水平，且有许多适应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气象服务需求而首次编修的内容。如气候资源、大气综合探

测系统、电视天气预报、气象手机短信、雷电防御、农网、大气质量评价、人工增雨、卫星遥

感、法制建设等。

在其第一篇“气候综述”中，给出了全省各气候要素最新、最具权威的科技成果，并增加

“气候资源”一章放入其内；安徽省区位特别，多气象灾害，并考虑与首轮志的衔接，将《主要

气象灾害(1986--2005年)》列为单独的第二篇；第i篇包括了安徽省从地质时期至近50

年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以及安徽气候区划和各个分区的特点；大气综合探测、台站气

象仪器及气象通信网编入第四篇，以展现安徽省在天基、空基、地基气象探测的站点分布、

观(探)测手段及其气象通信方面的成就；第五篇包括了安徽省短、中、长期气象预报预测，

气象预报高新技术的数值天气预报，以及包括航空气象在内的各个应用气象预报；第六篇

涵盖了安徽省气象事业以“服务”为根本立足点的方方面面，亦即电视天气预报服务、气象

短信及语音查询服务、农网、人丁影响天气服务等等；第七篇为农业气象和气象卫星遥感；

第八篇为气象科研机构、队伍，科研成果、教育培训；第九篇为安徽省气象学会；第十篇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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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徽省气象事业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第十一篇录入了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重大活动。

至2005年底，安徽省气象局基本建设完成功能丰富、布局合理的大气综合探测系统。

该系统由地面观测、高空探测、气象卫星观测、闪电定位监测、GDS／MET观测、应急气象观

测等各分系统组成。气象观(探)测仪器，实现了常规仪器与自动遥感监测仪器相结合；具

国内外先进水平，安装在合肥、马鞍山、黄山光明顶等地的多普勒气象雷达安全运行，显著

提高了短时及临近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气象通信技术迅速发展，实现了宽带通信及计算机

网络传输；天气预报、短期气候预测、气象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及其保障系统等均取得辉煌

成就，气象预(警)报准确率稳步提高，服务于政府决策、经济安全生产、公众生活保障的气

象预报受关注度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1986--2005年，安徽省气象科技人员的科研成果丰硕，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

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5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7项；省科技进步四等奖64项。

安徽省气象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和取得的累累硕果，都归功于党和国家，以及一

代又一代气象工作者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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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Z,li7月22日．Jt京军M空军派E机到安徽省帮助黄⋯光州厩吊装714天气雷逃

1986z,IiI ok】16H 我卜q第 酃高⋯运祚

天气雷达一越Ih圯明m714大气霄选站蝗r
用寐。豫^¨aK’lj兜絮(第一排左，、)．安
徽计剐竹长盂富林(旃二排冉7、)々程Ⅲ晡
r蝗I她礼



1988年5月9日，约旦国家气象局局
里阿巴德(右二)携夫人来安徽
彖局访问，中同气象科学研究院副
|午梓秀，省气象局局长张锋生(左
墙同。

)88年7月25日．安徽肯垂l}i己
：(中)，省委副书记、省防汛抗
二长盂富林(左)到省气象台幢在
作，听取省气象局埘K怅锋乍
7E报，赞扬气象T作做得i}{好

张润芸鬻；是瓷昌童§霎曹型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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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1999年5几I R．择古机橱编制委

员会办公审批准，置徽省农村鲸舟经
济信息中一C,Lii省气教岿挂牌成立中
心主要职责是 承扣仝省农村综音信
息{啪q规划管理和网络服务l‘佧q，
0南省农¨1作领导小组办公窀统一指

导H悄管理1竹⋯省‘L象』4负责

J999年3爿28日下午，省委副书
Id、常务副省长汪洋(前排左三)．
副肯长张平(前排右二)宰省政府办
公厅、省计委省财政厅等单位有戈
负贵人冒雨来到台肥s波段多普勒天气
0}达站建设r地．现场办公解决雷达

建设中的有芰M聒

i999{1i7川I 3lj，安徽竹委剐书

记、省长F凡’#(日H排。It)n省政府

秘{；长闻睫办主任Ⅲ维潍(曲排
f-)的陪同下．刈“肯政府同嵌50蒯

年砸点I群蝗f项目一一龠肥多并
恸^7t雷达站观察并现场办公解决
钉盖f．1题

■一。

1一。



气雷冀麓蔷裂?锚黠裂辫黼张瑟奋战，创眵波段；普勒*

1999年12月26R，中国气教局在台肥举
办“☆肥新代天气雷达验收会” 中同气
象局刖埘长、验收}H长李黄(中)育布找
f1 J带若必奋、自崇的心睛．验收通过首台t”
国新ft天气宙选

】99晌i11月30H晚．安静省委{s记同良玉
(左)靠台肥稻香楼宾馆会见赴皖调研的中
同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温克剐(右)．双
方就进步发展安徽气象现代化1|作进行了
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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