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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嚣

我国人民高举觉的总路拽、大跃进、人民公社兰面缸旗；正以高度的革命热情

和科学分析的精稗向大宜然进罩。在遮伟大的斗争中，人们迫切要求掌握气候特诬

和它的变化规律，以便利用气僳资源从而改造不良气候，能更好地进彳亍生产劳动，

枢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鄢现代科学文化灼伟大韵

耻会主义国家；并且避一步由澎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会G江苏省各生产

部粥对气候工作者一再提出了糯写江苏气候志的任务。我系师生在中共南京大学

t气象系总支委鼠会的支持和领导下，箭出了糯写补划和工作翩要，并派人到各处收

集资料；套部工作格子在短短几个月的时嗣内胜利地完成了。
由乎汪藩辔躲敖前气象台站太少(垒省只有六个观测站)，资料叉残缺不全，而

且在观测时飓秘税溯织器宠霹『氆}梗茶—致，因此，大参数熊气诿要索，‘凝韪采用解

放以后的观澳i资料作为裳艰：解放以后劐19斟年jo艘台站甚每日兰哭观测，／．954

年以后全国改为每日四次观测。观测我数不同，平均值就会发生澳差。为事便于

各台站进行此鞍，我俏把长短不一，叉无法进行衬正酶买紊(如鼬哥冬等>，就只采用

了1954—1958年四年蚋观测资料。为了补救由子年份太短而引起兢甜．，E的禊差，

我鸺对各个要素，届两鹾眈从文献中鄢所能找刮的资料中收集该处各耍素的极端·

镳，耀过分析盾补充进去，以供参考。一温度和降水这两个最基本的葜秦，、在毓补年

平均信时，我们都一律按照基本台站，河正到最长年份；温度的月卒均值，也越过了

同样的酊正6此外，本书所附图表资料包括了上海市气蒙局所属宝山、嘉定、川沙、

南汇、松汪、上海、崇明等台姑。 、

，

本书除叙潞’江苏省的辐射因素、地理环境、大气环流情况以外，对乎每个买
絮也进行了分析，，舛对各个要索纳资料情况、兢缸方法与锤产遣我的关系和作用、
农业指标等方面也褫要地作了蔑明。

本书主要是幽气候专业1959年毕业班学生执笔糯写，气候专业五年瓶的同学

也参加了资料统计和校对工作，蕞忙的时候三四年j酸的同学也帮助抄写和整理费

姆，最履艇；窭气候教研褪教师们分别审棱修改才定稿灼。在糯写过程中，得劐很多

部P巨帮兄弟单位的帮助，如江苏省气象局和’匕海中心气象台供箍很多资料；汪苏省

极琳疗学簧有关农业生产指标y本檬地理系提供了江苏省地理方氟材烀。我髑愁
‘

。

嫩谢忱d
最后，娶藐明昀是，虽然我《li≈做了褶当努力，但是由子台站太少，资料年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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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糯写时髑也此较紧迫，特别是由于我们的水夺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安之处，栽囊

会有蜡貘，恳蒲藏者批莽指正，以便今后补充和修改。

南京大学气象系
1 9 6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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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测啦的位厦与高度

二iE稗 东艇 高度 北耩 东衽 高 康
站 名 始 名

皮 分 度 分 来 度 分 度 分 米

赣 榆 34 50 119 08 2．1 泰 兴 32 10 119 59

峰 县髀 34 47 117 28 35．0 扬 中 32 09 119 53

沛 县 34 44 117 06 唐 东 32 Q2 12’l 45 4．O

迪 云 港 34 44 119 27 南 通 32 01 12l 52 5．8

丰 县 34 39 116 46 南 京 32 OO 118 48 8．9

新海连(新浦) 34 36 119 lO 4．0 靖 江 31 58 f19 14

海 州 34 34 119 12 丹 阳 31 S8 119 34

灌 云 34 29 119 19 5．1 旬 容 3l 55 119 09

碍 Ⅱj拳术 34 25 11 6 35 江 阴 3l 55 120 18

邳 县 34 2l 118 02 23．0 海 FB 3l 53 12i 08

徐 州， 34 19 }l 7 22 34．3 六 安枣木 3l 48 115 33

流阳茸伊湖 34 14 1}8 57 3．7 常 州 3l 46 119 29 11．5
g J

滨海响水口牢 34 13 119 36 金 坛 3l 45 119 35

萧 县枣木 34 1l 117 05 常 熟 3l 45 120 40 ’4．0

滨、 海 34 04 120 13 l。6 漂 水 3l 40 119 02 90．8

宿 一话 33 ’56 118 18 崇 明术球 31 39 12I 24

毫 县霉球 33 54 115 48 无 甥 3l 32 120 08 6．7

睢 宁 33 53 11 8 04 2r．0 溧 阳 3l 26 119 29 11．5

阜 宁术 33 48 119 48 宝 山枣木 31 25 121 27

泗 阳 33 39 118 43 太 仓 3l 25 12,0 59

淮 阴 ‘3
36 118 58 20．O 昆 山 3l 23 120 57 6．3

推 安 33 28 119 13 宜 兴 31 22 119 50 7．O

盐 城 33 23 r20 06 嘉 定拳术 31 22， 121 Il

宝 应 33 10 119 21 2．6 失 县 3l 19 120 37 5．9

兴 化 ’32 56 119 50 苏 州 3l 18 120 37 7．O

东 台 32 5I 120 lO 6．3 舆 江 31’ 14 120 40

高 邮 32 46 119 27 吴县洞庭东山 3l 13 120 37 17．5

泰 州 32 29 119 52 3．7 川 沙卑永 3l 11 12l 43

泰 县 32 29 119 S5 青 清术术 3l 10 12l 07

扬 州 32 25 119 25 上 海术木 3l 加 121 26 4．5
～

六 合 32 "24 118 49 头县洞庭西山’ 3l 08 120 18

如 皋 32 22 120 31 余 山枣木 31 06 121 11 100．0，

仪 在 32 16 119 l’3 橙 江：l：术 3l 00 121 15 4．3

．续 江 32 13 119 28 4I．O 南 汇牟宰 30 S3 121 49 4．1

。为水文站i

··为非江苏省的县，为魏明嗣鼹方便亦列入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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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支配气候的因素

气候是大气界的物理过程。这种过程的出现和黉展，太阳辐射是它的唯一的

动力来源，地理环境就是它的边界条件。地面上的大气，好似大洋里的水，不断的

在流动着，所以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过程，脱离不了广大范圉内大气环流的作用。

、当然，本地方的气候特征，也影响大气环流。因此，我佣要衬流江苏省的气候特征，

首先要搞清楚江苏的辐射情砚、地理环境和影响到i：_【=苏的大气环流。这就是支配

气候的三大因素。

．§1．辐射因素

要搞清楚太阳辐射这一因粢，首先要有畏期的精密的观测资料，同时还受有地

面畏波鞯射、大气反辊射等等观测，井进—步研究辐射平衡的空阔分布和时圈变
化；但是由于这些观测在我省还刚开始，因此我们只靛暂时从本省的粹度位置出黉

来封狳耋夜的畏短和太阳辐射理螽的数值。

江苏位于北耩30035‘与35。7’之髑，正处于副热带的北部，所以夏季害畏H
L1，

诗，冬季耋短日低。例如南京在32。Ⅳ，夏至蜜畏有14小时，正午日高81。去；相
厶

1，

反，冬至盎畏只10小时，正午日$134。丢；春分、秋分盎夜等畏，各为12小时，正午
二

日高68。。夏至日可以代表夏季的标准情况，因为夏季里日照时蠲畏，日射高度

大，所以太阳辐射热最多。冬季耋短夜畏，日射叉低，所以太阳辐射热最少。春秋

两季盏夜等畏，日射适中，所受太阳幅射量也适中。由于太阳辊射在年内是这样分

配，所以夏季温度最高，冬季温度最低，春秋季温度适中。现从理狳公式算出江苏

省内各耩度两个栖端月份的日射总量并列表子下：

表1．1．1江苏省各耩度在6月、12月太阳辐射的疆谕值

(予卡／方厘米)汰 30。 310 320 330 34。 ，360
●

六 一 月 30．08 30．15 30：22 30．27 gO．31 30．38

十 二 月 15．09 14。51 14．13 13．65 13．26 12．73

～Z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6月份耩度越高，太阳辐射的理徐值就越大；1．2目份簿皮越

高，太阳辐射的理渝值就越小。这样算出的太阳辐射量，不过是太阳幅射在大气顶

腾的数值。太阳糨射从大气圈的顶蒋达勤地面，还要超过一系列的非常复杂的削

弱作用。这些剑弱作用由于各地方的自然气候条件而不同，所以jE波所列辐射热

的多少，并不能完垒表示銮夏温度的高低。但是，这样的辐射热的分布确是盔接支

配着大气温度、髑接影响某地气候要素的基本因素。

§2．地理环境

依照理渝，同一耩虔在同一期闼所受的太阳辐射应孩相同，但实际表现出来的

气候现象并不相嗣。这是因为支配自然气候的因素，除了太阳辐射之外，还有地理

，环境和大气环流两个因素参加作用的艨故。

我省是一广大平原，全省面积在107，300平方千米以上，山地不多，只有淮阴

山地和茅山山地。淮阴山地横列于淮河以北，新海湾市的云台山海拔642米是本

省最高山峰。茅山山脉棉延予溧阳、高淳、漂水等县之蠲，主峰大茅山也不过520

米。宁续山脉也是茅山余脲，罗凋于南京、缜江之圈，锺山最高也不过460米。这

些i上i地实际．上都是孤立破碎的丘陵，海拔高度_般不过200 300米，只能对当地

的气候有相当影响，对于全省大气环流，关系不大。

本省河JI懒锈黄，湖泊密怖，也是一个特色。畏江横委于本省南部，为最大的水

运；其次，运河直贯南J．4L。圣省有大小泐泊莉250个，。叛苏南的太湖，淮南的寥孥滓

湖、射阳湖为最大。u这些水面j对手誊串水汽的供船，气流的遍行，气团睦赞的改变，

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现有的气候观测赘料来看，它们的作用还是不太明显的。

．奎霜夕l’圈的地形和海洋，对于本省气候的影响是比鞍重要的。淮北平原基本

一k和华北大平原道在一起，冬牛年的塞潮可以随贯本密叠境，所j≥￡本省虽然东临犬

海，冬季温度却比同耩度的聂江中上游为冷，鍪季鞍聂，釜聂嘲羧短。
’、

本省虽最．j东赡黄海、东海，但是因为摄江口以北海岸棱褥I铷鸯北，南亲黑潮暖

流不能贴近海岸，丽且稼凄越高暖流离岸趑远。暖流要能影晌大酷拘气候，生要是

在冬季；但是我国冬零凰是从犬陆吹向海洋，所以印使苏南沿海程冬季也受不劐暖

一流的翻剂作用。春季四五月阉，丑幕海、黄海之I镧有小型的气流辐散中心，所以此
时由黄海鼍魍的气流吹向苏j匕，但因为黄蹶面上无暖流通过，海承瀣壤并不此陆一P
温度高，：凄或精鞘冶些；|所以苏北攀廪上番攀酶温度反不及北菌山东内黼的温度

高，例如徐州4月平均强度为18．J7．哩”薪济南为酾．畿Q．(m券磨陆暖圣苏北n当

．然还有别的原因)。’

我国、气候是世界一匕典型的季属气候捆0苏位予嵇国的-东南海漓i所锻孥凰环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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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配栽鬻气候的主要环流条僻。

参季，本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处在强大的大陆反气旋控触之下，垒境盛行着橱

弛大陆气团。在这气团之中，只畿展着不健全的副锋和尉气旋疆建，表现出裘涂而

少雨的天气。每次寒潮南下，大多要到畏江以南，才有降水。东海中也有较完整的

气旋出现，但只在畏江口及南面的沿海一带，才鼗生鞍大凰力或有小雨。冬季凰的

琢度是不大的，在本省大致不离出三千米，所以在500毫巴等压面圈上出现的是一

致的蓖凰，我省正处于海外大槽的后部，所以西凤有俪北分力，500毫巴一h地蒋凰

逮孕均存30米／秘左右。

春季的环流是此鞍复杂的。这时袄蒙古高压已非常弱硝、，退赫到新疆西北的

西伯里亚。北太平洋的阿留审低压氇酲东避靠近北美阿拉矫加海岸，在黑龙江{：=l

有低压槽的形成，同时，从大陆爆磷丽入海的冷气团，常停滞在黄海，作为另一股变

性狗棰地大陆气团的辐散中心，因此，+我国畏江以北包括本省在肉，就处在这样南

北气流消畏不定的状态申，所以春季镣面反气旋特别频繁．天气变化多端，平均胤

力为全年最大，云雨此冬季大量霸加，J：≥l致日照鞍少，气温鞍秋季为冶，所以常有霖

寒之戚，

．夏季6月中旬，平均鳝带已趣跨过裔岭而到畏江流域，同时高签西凤带向北邈

笳，南支惫流也跳跃式地戮了畏江以蒲，但是这时候日本j匕都还是保存着两支西凰

惫流的活动，因此在南北鼹急流中阉，大致在日本海北部和鄂克霍次海的洋面，由

予动力的作用，加一h海岸地形的帮助，在两次急流中简出现了一阻塞高压。因此聂

缸流域平均褪舔带上的路面气旋，受到这个阻塞高压的拦搐而锛徊不前。一个未

去，一个叉亲，这样在畏江中下游流域造成了6月中到．7月上匈的梅雨现象。这也

是本省气候上的一个重要特性。

々：月上旬梅露牯束，本省官噼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导源的东南季凰控翩之下，同
li吐印度洋导源的西南凰也仲爨菇鳓我窟。这个时候平均棰鲸带已截黄河流域，所以

本客和长江其他各地一样，都在罩烧的热带海洋气团(职。)或赤道气团(甄；)影响之

下，很少锋面气旋活动，所以大部份降水以气团性降水、地方怪障雨、暴雨或雷雨为

牟。4曼据近年：褒天气工作潸的趣黢，即使在仲夏零节，在聂江流域耍鼗生大规模的

烽永，也还是必要有冷平流的参加，或由于高空低槽7，切变筏或冷溜引导着的。如

果溲有这些天气系流，所有热对流降水，宪竟只能限于劳常局部的地方。因此，如

果太举洋尉热带高压楔过分强壮，稳定地坐镇在栽圜东南各省，郝末由于高压气流

聋下沉千热，同时使冷平漉不褥南来，在畏江涟域就可能盥现畏期碧壅，漳月无雨

昀苦晕天气，1934年的大旱，就是这样造成的。反之，如果南北两支气流势均力

茸，樯持予我省，胶着不去，戳j可造成逮锦不断的大量海水，酸废水灾，1954年的大
本，麴翘这样造成的。 ．。

。

‘

Z、璺月il；j，薅术平洋港斡台凰；坦奄侵入旗籀，鸳链狂凰暴雨，这也是我们夏秋
降水的一个涞源。但是台凰降水在气候航计上所占比重究霓不大，朗使在上海，年
酶水量中，也不趟占lo％，歪予南京一带恐不蓟6％，：越掏北去所l譬此燕越少。

～3一



秋季9月髑，北方一次鞍强冷平流南下，在畏江流域印有小型反气旋停留，瞬

时高空的副热带高压楔，落后于行动，还在畏江上空，这时候卞屉为变性冶气团，高

空为副热搭气团，下屠为高压，上居也是高压，所以大气￡E棰为稳定，因此比现万

里无云的秋高气爽天气，这也是菠江中下游各省由于大气环流而造成的气候特征。。

当然，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也只有平均状态税哥频率一l：存在，大致有十分之一、=

年份，因为大气环流的反常，也可出现秋雨棉赫，妨碍秋收的现象。

从夏季的大气环流转变成为秋季的形势，为期不过16天印完成，所以秋季在
四季里是最短的。以气温作标准，秋季不过2个月或不劐2个月，比春季少鞠牟个

月。10月闼，她两屠已以橛地大陆气团为多，高空的西凰屠也已扩展到西藏高原

以南，南支惫流也就建立而稳定超来，也就是进入了多季的大气环流形势。

§4．小特

为着更清楚地揭露三大气候因素的作用，并对本省气候得到赣廓睡了解，把我
省气候和月簿度地方的气候作一比毂是有好处的。

首先从温度来看，下表所列南京、上海、汉口、霞庆各地都是畏江流域的代表性

台站，裤度相差不过1。一2。，因此太阳辐射相差氍小，但是温度的嫠嬲却是很大，

‘特别是在冬季，1月份2li蚂温度，川江河谷之内温度高出下游沪宁一带60；成都海

拔虽在500米以上，也此畏江下游高出。3。以上，此畏江中游高出2。，这由于地理

环境的不同而引起6}‰已如宣《遗，畏江下游北通华北平原，襄潮可以直达，丽武汉
． ，

表1．4．1江苏温度和其他地方温度的此鞍
，

地 名 高度和簿度 1 4 7、 10 年

徐 州 34。17' 一O．1 14．0 27．4 15．7 14．2

34。15，
西 安 上O．6 14．7 27．5 14-．5 14．1

39．50米
济 南 ，36。40， —1．7 15．S。 23．2 16．2 14．6

东 台 33。10， 1．2 12．7 26．6 16．1 14．1

32。56’
2．7 16．1 25．8 15．9 15．0南 郑 520．0米

．南 京 32。03， 2．3． 14．7 27．5 17．2 15．4

上 海 310．13． 3。4． 13．9 27．1 17。6 15．3

汉 口 30035， 3．9 16．4 28．8 18．5 16．9

30。04’
5．5 17．1 16．3 17．8 16．9成 都 503．5米、

29。3lo
茧 庆 217．1多k

7．8 lS．8 98．9 18．9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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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有大别山等山岭障蔽，NJil盆地：受劐秦岭大巴Ilj的包圈更密，装潮气流_≥；l二强必

一定程度不易侵入。雨加四川盆地正处予飚藏大高原的东侧，境内丘陵起伏，腻力

特小，这样也促成云雾特多，阻揩了地面聂波辐射，加强了地蕊保温作用。所以四

川境内冬季霜雪棰小，丽获省在南部11月中初霜，来年3月底黪霜，霜期4个月，

苏北霜期更畏，霜H更多。栽省冬季最低温皮降到一10。以下是微普遍的，闷川盈

地以内温度冶到一6。以下的剧很少。江苏冬畏，有4个多月，四川只有；I．---2个

月。汉中盆地的南部，因受泰岭障蔽，冬温也此同簿度的东台为暖。

至于夏季温度，也因为江苏髫地位此鞍容易接近海洋气流的翻剂，而夏季风是

从海面吹向大陆的，所以气温此四川盆地和武汉一带的温度低些。夏季，从上游厨

下游变短，四川省4—5个月，武汉有4个多月，丽我省只有3个多月。但桎端最热

天气的最高温度，可以和上游相似，高到42。以上。淮北的徐州簿度和西安相同，

也因为西安北方有山地障蔽，海拔虽然熹出400米，商两地一月温度相似。济南樟
1 o

度在徐州以北2三一之多，而春夏秋三季温度都此徐州为暖，这是地形和海洋影响
厶

的粽合，牿果。日平均温度>6。的生畏期，在我省280至310天，中游可32q天，四

川境内可350天左右。>t0。的积温，畏江中游在8500。j三乏上，四川盆地以内可副

6000q，而戏省只5000。左右。
‘

， 其次，关于降水量和云雾日照的比较，全流域的降水量可算相差无几，苏北降

水量也和殛方各地相仿，但是多雨季节和降水强度是不同的。江苏境内，垒年雨量

的60乡刍集中=龟三6、7、8三个月，聂江中游大嗣45％的降水在5、6、7月；川扛上游

60％集中在6、7、8三个月，川北的雨水57％集中在7、8、9月。雨量从上游向

下游藏少，所以上游雨势比鞍稷和’，而中下游此较急暴，淮河流域暴雨特多，所以我

省的降水性贾并不顶好，旱涝机会此四川多些。

四川省内因为云霭多，．所以日照少。栽省南部日照摄少，～年总量还有2000小

时，向北增加到2500小时，相对日照都在50％以上，但是聂江中游就不劐2000小

时，相对日照只有45％，四川盆地只有1200小时，相对日照不到30％，秋冬云霭

最多，每天日照只有2--3小时，一般相对日照率只在20％以下。徐州和西安相

毙，甚照也比西安多，但此济南少。

载省虽然东赂东海、黄海，但是因为地理条件和环流因素的棕合影响，和反江

中．王二游比起来，冬季鞍冷；生畏期鞍短，凰力较大，雨量并不算少，但暴雨较多，雨势

工七上游为强，日照上匕皎丰富。本省雨水和自然蒸发相此，在淮河以北，降水蛩不够

豢登之用，淮河以南，降水量却有剩余，所以全省是副热带的竿湿润的过渡性气候。

囊l熊，新有±壤和自然植被，也呈现着过渡性状态。江北里运河以东为棕钙士，璧、遂蝴为褐土，淮河以南已大都由于人工耕种而成为7l：1—4"15“1土，淮北因为降水减
少，雨攀艇促，所以只有畏撩林，淮南以及江南雨季畏、雨量多，；上}现了落时麟R}常

椽闼叶的混合林。聂江中游的植被土壤和我省相同，但四川箍地之肉．因为溢高湿

重，作为成土母鬣的贾岩凰化作用强，盆地内为黄壤和粒壤，山地上为Ⅱj地黄壤，、自



表1．4．2江苏降：象曼、日赂和其他地方比较．

降 、_7K 量
⋯地 名 ，

1 ·4 7 10 年
- ●

徐 州 18．3 49．7 180．7 22．5 733．0

西
、

安 3．5 ：40．4 90．6 58．8 557．2

济 南 8．4 、no．1 ’203．6 】9．1 63乳3

东 台 31．2 58．1 190．6 43．2 967．8

南 郑 1．3 41．2 150．2 84．3 841．3．

南 京 37。O 90。1 1甜．5 41：4 986．7

上 海 50．O 90．6 】53．6 73。2 1150_．B

汉 口 46．O 150．8 184．0 75．3 1266．6

成 都 】3．8 49．8 ’139．2 63．5 1311．3

燕 获 18．5 D8．8 137．9 109．7 1096．4

● 151 照 付 数<酉分举) ．

地 名
i 4 7 i0 年

徐 。州 150(48) 224(57) 223(51) 225(65) 2485(56)，

，西 安 126(41) 14l(36) 221．(50) 151(45) 1955(44)

济 南 178∞7> 188(48) 254(58) 231(66) 2513(57)

东 台 139(44) 195(50) 190(44) 213(01) 22f；3t51)

南 、郑

南 京。 136(43) 1_86(48) 197(4：5) 214(61) 2230(50)

上 海+ 134(42) 150(39) 201(47)1 ’188(54) 1980(45)

汉 口 117(30) 144(够) 240(56) 16 c±(47) 1967(45)

成 都 62(19) 1_02(筋) 161(37) 72(20) 1152(26)

重 庆 48(15) 120(31) 221(52) 63(18) 1281(28)．

然植物则以常绦林为主，所有副热带作物如柑桔、荔枝、甘蔗，郎使香蕉、龙眼翻5有
}{：_{产，稻米年可两熟。我省在淮河以南水稻和麦翰种，淮北似小麦杂粮为主。我省

夏季雨水惫暴，秋季多晴天，所以盛产棉花，四)Il棉产不佳。

上文所遗载省气候上的优缺点，只在比鞍的意义上存在，总的耩，我省的气候

条侔不裣在奎蟊或奎世界来看是优良的。棼稠必须嫠展气候上的优点，加以刺用，
同时也箍要和气候上的缺点做斗争，使它蒋化成为有蒯条件。在解放以后的今H，

截产党的镇导下，从滤河的整治开始，接着建骰苏北防护林和采取奎省水翮化、
气象化的措施，逑一愿塑的胜和现实是指日可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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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温度

§1．率均温麦

支配温度分布的因字是彼诧影响，互相制莉的。因此，外在表现的温度甥的分

布和特征，便是它们矛盾献-的捂槊；
‘

从天文条件来藤，平均温魔的等值棱应孩是樟向分布的，但因海陆分布及

地形等的影响使礁鲸了这种兢律，

我们以1月毋代表冬季，大陆季凰从大随吹向海洋，减弱了海洋空气对内陆的

影响，因此，等值钱的走向便基本上决定予H射量辱值稷的努布(兑衙萄2．1．1)。

在冬季，不仅在日照时闭上，而且在日射强度上，南方均大于北方，梯度非常明

显。所以1月份等温橇不仅梅向夯布}：i}ii且非常密集，平均裤度每低一度币均温度

就增高—度。

沿海地区的海洋影响皋竟还很显著，它塘唆大陆，因此等温袋在沿海便改向东

北，呈现半个暖脊的形状，

o。(j等温棱从徐州以商耧灌云附近入海5 2。a通过携州以北。垂手太湖东西

两岸温度剐皂雀3。a以上，是垒省最鳇她送。

+4月舒可以}弋表春季，袁陪包癣伺北移越赤趱，大地日渐墙热，由于大陆培暖

顿快，所以在本省西部形成半壁高温区。苏南西部，大陆影响既重，簿虔叉低，所以

在南京：溧水地区形成高温中心，溧水达15．1。0。沿海地区因受海洋影响，升温较

迟，苏北海演均枉136a．以下，演海仅12．690i所．以等温棱便路呈南北向，与海岸

、彼大致币行(兑附图2．1，2)。 ．

7月是夏季的典型情况。由于夏季南北日射总量相差不大(北部太阳高凌虽

商但吝时略畏)，所以海陆分布因子便起了主导作用，大陆增温远快子沿岸，所以我

辔大陆彩成广阔的热低压j承省正处程热低压边艨地区。温度从沿海向丙陆垴加

、(篦附图2．1，8)。
‘

7

街予目射梯凌的凝小，所以温度梯度也变弱j以南京(3200昌7N)和南通02叼17N)

势魏j番攀为1．扩妖檀整7劳尉瞎为1．0。c。
’薏绚藐来，温度壤盼形势辅4胄井宽大烫，仅梯度藏拐，温度增高荷邑。’

蒋甍藕辆西北系南商袭恭：温度夯布为沿海碱予内陆，南方离子北秀j苏南西
部最热，漂承、金埴、苏州—轻以南在28。o以上，溧水为妫。o。o。苏北蕞温区，位

于拐州，弥睡爵譬囝l冀_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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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海洋降温影响是很显著的。如簿度相差微t多的溶海(34。04
7

N)和潍阴

(88。36’N)相距仅100公里，丽沿海的滚海瓷比淮阴诋2。(j，丽南北相差30N多公里

的徐州和南京却仅差0．1。a。
‘

lo月代表秋季。本省秋凉始于9月下旬，此系北方小高压南下，代替暖空气

的秸果。南方因耩度鞍低，故仍较暖，溧水、金墒、镇江垮为17．60G。

王0月气压埸形势E三适予鍪季，目射量因子作用渐趋显著，等温棱基本上巳鞲

为耩向分布，仅17．oC栈在常熟、南通附近过江北上。蚕省南北向温差开始增大，

例如同为肉陆的徐州及南京在7局仅0．1。a，而1．0月剐蓬1．．500(兑附图2．=1．4)。

年2}主均温度甥形势的分布与春季相仿(兑附图2．1．5)。

沿海地区因受海洋的影响，夏凉丽参暖。但因为冬季北凰盛行，培暖影响不显
蓍，故以垒年平均而言，沿海地区温度仍是鞍低的，演海仅13．3。a，为至省最低。

等温栈大致呈西北东南向。15．5。a在南京以南通过，大致z乒行于聂江而入海，

此徒以南为本省最暖地区，其中溧水温度更高，年平均气温达到15．{)。C}，为垒省之

提高琵录。

江苏各地各月平均温度兑本章附表2．1．Io

§2．四季

， 本省气候具有显著季凰的特征ot-冬季多干涂的西北凰，棰地大陆气团稳定控

制垒省；夏季剐多湿熟的东南凰，为副热带高压控制时期。．春歌季搬自冬至夏或自
夏至冬的过渡时期，’亦直Jl冬夏季凰的交替期。秋季中，只要蒙古高压南下，凉秋就

。 一 ～

骤变为塞多。在春季只要熏热的南凰早临，媛春就藻位于热夏。且冬季凰的势力有
、

。

嗲入春季，亦可槠短春季，所以春歌=季远不如冬季之畏，而且四季分明。
骂薹 ．，+ t节

天 数
春 夏’ 秋 参 春十秋 夏+参，

全省平均天数 64 113 58 130 122 243
，

就春秋=季而言，秋季亦鞍春季为短，因为冶空气南下代替嵯空气总是比相反

的过程迅速而澈底，所以秋高气爽的日数不多。

四季的划分有很多方法，现在国内通用的是谥宝垫先生的分法，他提出用候平

均温度来划分四季，--<2．o。o者为冬季，10—220a为春秋季}>22。a为夏季，取五

日中央之日为开始或格止日期。我们器为这个方法是比鞍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们

所用方法之一就是以五日zB均气温，’如达到上遗标准划取中隅一日为开始或移止

日期。其轱果兑本章附表乳2．1。

‘资料取自“中围气温资料”及1951年至1957年月报表资料(未趣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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