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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我区气象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

务，按照中央气象局对气候普查的要求，在各级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的直接

领导和关怀下，我们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组织全区气象台，站为广大人员

用了半年的时间对我区九县一镇的三分之一的社队进行了气候酱查，收集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全面调查和整理我区气象、水文、农业等资料的基础

上，编写了《周口地区农业气候憨》供领导和有关单位参考使用。

《周口地区农业气候蒜》包括基本气候，灾害性天气，农业气候三大部

分。基本气候部分主要是阐述形成我区气候的主要因素和气候持点，旱、涝变

化规律及今后发展趋势，并统计分析了我区光，热、水等气候资源数据及其

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价值。灾害性天气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区旱、涝、冰雹，

大风、雨凇、雷击等几种主要灾害性天气发生的原因、次数，危害情况及出

现规律和在不同季节对不同作物的影响，并绘制了各种灾害性天气图集。农

业气候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区气候条件对几种主要作物的利弊关系，统计分析

了我区光、热、水资源能否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及存在的气候问题，提供了改

进耕作制度、改革种植品种和能否引进新品种的科学依据，进一步探索了我

区小麦、玉米、棉花等几种主要作物主要生育期的气候指标和夺取农业稳产

高产的几个气候问题。

在我们普查和编写的过程中，得到地、县有关单位和兄弟气象台站、水

文站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省气象局资料室亲临指导并参加了具体工作，在此

深表感谢。

由于资料年代较短，特别是解放前仅有一些普查的感性材料，加之编写

人员刘兴明、薛玉滢，尹富全三同志水平有限，书中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请批评指正。

河南省周口地区气象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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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地形

周口地区位于河南省东部偏南，北纬330057至34。20 7，东径114。157至

1150407。境内包括商水i项城、沈邱、郸城、．鹿邑、太康、淮阳、扶沟、西

华九县和周口镇、泛区农场十一个县、镇、场。总面积11582．7平方公里，

人口600多万，北邻商丘、开封，西邻许昌、南邻驻马店，东部和安徽的阜

阳地区相接。 +

地势大致是西北高东南低，坡降为七千到八千分之一，最高的扶沟县西北

部海拔为64米，最低的沈邱县东南部海拔只有36米，高差近28米，从西北向

东南缓慢降低全区没有山川，丘陵，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

一部分。我区以沙河为界，南北稍有差异，沙河以北的扶沟、西华、太康、

淮阳、鹿邑、郸城，为黄河冲积平原，特别是扶沟、西华两县是有名的黄泛

区，靠近淮阳附近有些沟瞪分布，沙河以南的商水、项城、沈匠I；地势比较低

洼，近似于淮北平原，坡湖较多，易于内涝。

第=节±壤和作物

我区主要有沙壤土，黑土、淤土、两合土等⋯⋯沙壤土主要分布在贾鲁

河及沙河沿岸，黑土主要分市在汾河两岸以及西华西部、郸城中．东部等地。

淤土主要分布在涡河两岸及西华东北部，两合土遍布全区。太康、淮阳、鹿邑、

郸城、沈郾等县个别地方还有少量的盐碱地。

我区农业生产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作物种植是一年两熟制，主要粮食作物

有小麦、玉米、红芋，大豆等，最近几年个别地方还引进了一些水稻，但面积

很少，只是在水利条件特别好的情况下才种。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及芝麻．

油菜等。
’

．

为了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近几年来我区林业生产发展也很快，村庄内，

河两岸、沟旁，路边都栽满了树，特别是西华、扶沟又造了防风林带，对防风

固沙，调节气候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节河流及水利设施。

我区主要河流有s沙河、颖河，清水河、涡河等及其大小支流几百条．构

成我区早涝排灌网，这些河流都源于西北，流经我区，随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

势向东南流到安徽注入淮河，均属淮河水系。

解放前，历代统治阶级，不管人民的死活，对河遭不加治理，使河道常

年失修，遇雨成灾，多为害河，特别是位于河流下游的沈邱，项城、商水等

县河道决口特别严重。解放后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弦的战斗号

召，对淮河进行了彻底的治理、疏通了大小河道，又挖了很多排灌渠，修了

许多栏河坝，基本上达到了旱能浇、涝能排的程度，为我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我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较好，适宜机耕，是发展农业生

产的好地方。

第二章气候形成的主要因素

我区属于暖温带半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这种气候的主要因素，有太阳

辐射、季风环流和地形地貌等。

第一节太阳辐射的影响

太阳的辐射是大气中一切物理过程或气候变化的原动力。是地球上一切

生物生命的起源。一个地区受太阳辐射能量的多少，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纬度

高低，一般讲，纬度越低，太阳的入射角越大，地表接受的热量也越多。纬

度越高，太阳的入射角越小，地表得到的热量也越少。所以从赤道到极地就

形成了热带、温带、寒带的不同气侯类型。我区地处北纬33。"-'34 o正是中纬

度地带，既不像赤道附近终年是炎热多雨，也不像极地附近终年是千里冰封

寒冷异常，而是四季分明的暖温带气候。

在一年四季中，由于太阳位置不同，地面获得的辐射能量也不同：冬季由

于太阳位置在赤道以南，对本地的入射角最小，地面接受的辐射能量也最少，

温度最低，春季太阳位置北移，基本上在赤道附近，对本地的入射角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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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量也逐渐增多，温度开始回升，夏季太阳直射北回旧线，我们这里太

阳入射角最大，辐射热量也最大，温度也最高，秋季太阳位置又南移到赤道

附近对本地的入射角又逐渐减小，辐射热量也随之减少，温度开始下降。太

阳位置这样周而复始的变化，便形成了四季不同的气候特点。

由于我区地处中纬度地带，离海洋较远，又无高山屏障，受地势和海洋

影响很小，太阳的辐射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四季分明，温差较大，是夏季炎

热，冬季寒冷的半大陆性气候。

第二节零风环流的影响

所谓季风环流，就是风的方向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这种随季节变化的风

向环流Ⅱq季风环流。

我区地处中纬度，西靠欧亚大陆，东临太平洋，冬夏海陆温差很大，所

以风随季节变化也十分明显。冬季陆地比海上冷，风从陆地吹向海洋，我区

多北到西北风，这种风来自干冷地带，含水量少，故造成我区冬季雨雪偏

少，气温偏低，夏季陆地比海上温度高，风从海上吹向陆地，我区多东到东南

风，这种从海上吹来的风，含水量大，造成夏季炎热雨水多而集中，春、秋两

季是陆风和海风的交换时期，风向不太稳定。因此我区温度的高低、雨量的

多少、每年雨季开始的早晚、春季温度回升的快慢都与季风环流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

第三节地形地貌及±壤性质的影响

我区地形简单，纯是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也叫黄淮平原。西

北部的扶沟，西华、太康和淮阳西北部海拔在50米以上，其它各县海拔均在

50米以下，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平无山川，区内气候差异较小，在同一

季节各县的降水量和温度相差不大。各县气候基本一样，不象有些山区，山

北寒风吹，山南百花放受地形影响那样明显。但是我区气候也有它特殊的一

点，这就是黄泛区气候的变化，我区西华、扶沟等县是有名的黄泛区。这些

地方由于土壤性质和植被的改变，气候也随着发生了变异。一九三八年蒋介

石扒黄河以前，当地有很大一部分是黑土地和现在的汾河以南商水、项城、沈

邱的黑土地一样，群众叫做“犟三响’’即“早上湿，上午硬，到了下午弄不

动黟，非常易旱易涝。黄水淹没之后，黑土的上面厚厚地盖上一层五尺以



上的沙淤土，有的地方达1丈以上，加厚了土层，改交了土壤性质，使原来

易早易涝的“犟三响’’±变成了抗旱抗涝的潮沙土(群众叫倒阴土)也就是

说坏土变成了好土，多灾变成了少灾。易灾变成了抗灾，这种土遇雨后，水分

顺着上层团粒结构很松的沙土迅速下渗，使表面既不易积水也不易水分流失，

水分下降到原来的黑土层时，由于黑土团粒结构严密下渗速度减慢，水分储

蓄在沙淤土以下和黑土层以上，实际上在沙淤土和黑土之间变成了一层蓄水

层，如遇旱天，这层水沿上层团粒结构很松的沙淤±很快上升，供应地表屡

作物对水分的需要，减轻了早情。所以这种上层土质的大量改变，促使了旱

涝灾害的改变，这是有利的一面，它的不利的一面是黄泛区的风沙多了，这

必须进行大量的植树造林，用改变植被的方法来减少风沙灾害。

第三章基本气候

第一节气侯概述

我区地处中纬度地带，为半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降水、风随季节变

化明显，夏季特剐炎热雨水集中，冬季寒冷雨雪稀少。由于雨量在季节上分

配差异很大，造成我区旱涝不均，旱涝灾害严重，解放前是有名的“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多灾区。从191,?年列1978年的六十七年中明显的

旱灾有41次，占总年数的61％，明显的涝灾有44次占总年数的65％。特别是

我区东南部的沈郎，项城、商水等县的低洼地区，解放前由于河道失修几乎

每年都有内涝，有些多雨的年份一年发几次水，沙河以北隶属黄泛区，历史

上多次被黄水淹没，西华、扶沟等县有些地方从1938年""1945年被黄水淹没

八年之久，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从我区调查的大量资料及现有的气象，水文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我

区早涝变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1．那一年有旱灾出现，相应的这一年也往往有涝灾出现，既群众所说

韵“有一早必有一涝，，(在一年内这个季节出现早，下一个季节出现涝或在同

一个季节前段旱后段涝)早涝在一年或一季内交替出现。如在1926年"--1942

年和1952年"-'-'1966年期间的旱灾多，同时这些年份涝灾也多。至于那种在一

年内光旱不涝，或光涝不旱和这年旱，下年涝或这年涝下年早的纯旱纯涝年



上的沙淤土，有的地方达1丈以上，加厚了土层，改交了土壤性质，使原来

易早易涝的“犟三响’’±变成了抗旱抗涝的潮沙土(群众叫倒阴土)也就是

说坏土变成了好土，多灾变成了少灾。易灾变成了抗灾，这种土遇雨后，水分

顺着上层团粒结构很松的沙土迅速下渗，使表面既不易积水也不易水分流失，

水分下降到原来的黑土层时，由于黑土团粒结构严密下渗速度减慢，水分储

蓄在沙淤土以下和黑土层以上，实际上在沙淤土和黑土之间变成了一层蓄水

层，如遇旱天，这层水沿上层团粒结构很松的沙淤±很快上升，供应地表屡

作物对水分的需要，减轻了早情。所以这种上层土质的大量改变，促使了旱

涝灾害的改变，这是有利的一面，它的不利的一面是黄泛区的风沙多了，这

必须进行大量的植树造林，用改变植被的方法来减少风沙灾害。

第三章基本气候

第一节气侯概述

我区地处中纬度地带，为半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降水、风随季节变

化明显，夏季特剐炎热雨水集中，冬季寒冷雨雪稀少。由于雨量在季节上分

配差异很大，造成我区旱涝不均，旱涝灾害严重，解放前是有名的“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多灾区。从191,?年列1978年的六十七年中明显的

旱灾有41次，占总年数的61％，明显的涝灾有44次占总年数的65％。特别是

我区东南部的沈郎，项城、商水等县的低洼地区，解放前由于河道失修几乎

每年都有内涝，有些多雨的年份一年发几次水，沙河以北隶属黄泛区，历史

上多次被黄水淹没，西华、扶沟等县有些地方从1938年""1945年被黄水淹没

八年之久，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从我区调查的大量资料及现有的气象，水文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我

区早涝变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1．那一年有旱灾出现，相应的这一年也往往有涝灾出现，既群众所说

韵“有一早必有一涝，，(在一年内这个季节出现早，下一个季节出现涝或在同

一个季节前段旱后段涝)早涝在一年或一季内交替出现。如在1926年"--1942

年和1952年"-'-'1966年期间的旱灾多，同时这些年份涝灾也多。至于那种在一

年内光旱不涝，或光涝不旱和这年旱，下年涝或这年涝下年早的纯旱纯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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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年度的有一旱必有一涝的年份也是有的，但极为少见。

2．在旱涝灾害交替出现的同时，有一个时间较长的变化规律，即s出

现10年左右的正常年份后(旱涝灾害不严重)接着出现15年左右的旱涝年(旱

涝灾害严重>而后又是lO年左右的正常，接着又是15年的旱涝年等⋯⋯如

1915年"'1925年，1943年"-'1951年，1967年"'1975年为正常年，1926年～

1942年，1952年-'--'1966年，1976年～?为早涝年。见表l。

袭1 我区旱涝变化情况(1912""1979年)

正 常 年 旱 涝 年

时 段 年 数 对 段 年 数

1915一1925 11 1926一1942 17

1943,一19S1 9 1952",-,1966 15

1967～1975 9 1976^,?

3． 旱涝灾害有10年重复出现的关键年，即群众所说， “光绪怕三，民

国怕一嚣等。光绪怕三郾光绪“三年大早绝收，十三年发大水绝收，23年又

是旱灾。民国怕一即民国1年、11年、21年、31年、41年，51年，61年(公

元为1912年，1922年、1932年，1942年、1952年、1962年、1972年)，在民

国遇一，这七个年头中除1912年是早年，1972年为涝年外，其它均为旱涝同

时出现年。

从我区大的旱灾，涝灾变化趋势，十年重复出现的关键年，及早涝同时

出现在同一年的特点分析，我区从1976年开始又进入了15年左右的旱涝年

(1976年、1977年，1978年三年干旱和1979一年的内涝)而1982年又是十年

重复出现旱涝的关键年，但旱涝同时出现的特点不会明显的表现出来，因为

我区从1966年以后排水系统较好，就是出现以前那样造成河道决口或积水成

灾的大雨，也会很快排走，不会成灾，所以从1976年"'1990年15年内将是旱

涝年并以早为主，这并非是绝对的规律，仅是一个大致的趋势，在这15年中

出现个别的正常年也是可能的。同时随着水利化条件的提高，在排除涝灾的

同时，也会逐步排除旱灾，但就目前来说旱灾不会很快消除，今后在发展农

业生产时应把解决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放在重要位置上来。

我区为季风带气侯，一年四季风向环流变化很大，造成四季气候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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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差异很大，即为；冬长寒冷雨雪少，夏季炎热雨集中，春秋温暖季节

短，春夏之交多干风。

为了进一步阐述四季的气候特点，掌握好这些特点，更好地为农业生产

服务，现将四季的划分和各季气象要素的变化特征分述予后·

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但是具体的划分方法和时

间分配是多种多样。％在天文学上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道的位置，印太阳对地

球照射的情况来划分的。6月22日太阳直射在北纬23 0277称作夏至，12月22

日太阳直射南纬23 0277称作冬至，8月21日和9月23日太阳直射赤道上，南

北半球照射一样，称为春分和秋分，把春分到夏至这一段定为春季’把夏至

到秋分这一段定为夏季，把秋分到冬至这一段定为秋季，把冬至到春分这一

段定为冬季。民间习惯上把农历1～3月称春季，4-'--6月称夏季，7～9月

称秋季，10"-'12月称冬季。气象学上把公历3～5月称春季，6～8月称夏

季，9"--11月称秋季，12"-"2月称冬季。以上这三种用平均天数划分四季的

方法只能作为记时来用，它对农业生产特别是考虑到每年气候变化不一样进

行播种，管理，收获等科学种田上意义不大。如三、四月份江南已是万物复

生，百花争艳的春天，而关外的东北仍是千里冻封，万里雪飘的银白世界，

从这一点看就有从气候学上划分四季的必要性。

气候学划分四季方法，目前普遍采用候平均气温(候期的划分。每旬两

候，每月六侯，全年共72侯，即每月1～5号为第一候6"-'10号为第二侯

⋯⋯26"-"月末最后一天为第六候，每月共六候，每候天数为5天，6天或3

天、4天)并兼顾各地某些能反映季节来临的植物或动物的生长和活动规律

来确定合适的候温指标来划分四季(如桃花开，燕子南飞等⋯⋯)一般以候

平均气温摄氏10度为冷与暖的分界温度，候平均气温22度为暖与热的分界温

度。故定候温在lO度以下为冬季，22度以上为夏季，10""22度之间为春，秋

两季。

我区四季开始的时间和冬季气候特点是。春始日期为3月27"日，历时55

"-'60天，夏始日期为5月21日～26日，历时110"'115天，秋始日期为9月13

日，历时55"--'60天，冬始日期为11月7日～12日，历时135"-'140天。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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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 我区各县四季开始日期厦其天敷(59"-,77年>心季别 誊 夏 秋 冬

县>≮ 开始13期 天数 开始日期 天效 开始13期 天数 开始日期 天数

周 口 27／3 SS 21／S 115 13／9 55 7／il 140

扶 沟 2"／／3 55 21／5 ”5 13／9 55 7／11 140

郸 城 2'／／3 55 21／s ”5 13／9+ S5 7／11 140

： 鹿 邑 瓠}3 55 21／s ”5 13／9 55 7／1l l∞

项 城 27／3 5S 21／5 115 13／9 ∞ 12／11 13S

沈 邱 27／3 55 21／S 115 13／9 55 7／11 140

太 康 27／3 55 21／S ”S 13／9 60 1z／11 135

淮 期 27／3 60 26／5 110 13／9 55 7／11 140

西 华 27／3 60 2e／S ¨0 13／9 55 7／11 140

平均值 27／3 57 23／5 1 13 13／9 57 9／11 1 38

从上表看我区四季分配长短不一，冬季最长从11月7日开始到8月26日

结束，为期140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8％，是最长的一季，也是我区最冷，雨量

。最少的季节。其中以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0℃左右，平均最低气温零下4～

5℃，平均最高气温只有5～6℃，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1。C(西华，淮阳、

。1955年元月)比周围的商邱(零下18．960)、许昌(零下17．4℃)、驻马店(零

下17．4℃)低2～3℃。平均季降水量为90"-'110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15％，

这明显表现出冬长寒冷雨雪少的特点。夏季一般从5月21日开始到9月12日

结束，时间115天左右，比冬季少25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2％，夏季炎热雨

集中。最热月是七月份，平均气温27"-'28clC，平均最高326C，平均最低23～

24r：，极端最高43．2r：(周口1966年7月19日)比相邻的商邱(43．Or：)、许

昌(41．9℃)、开封(42．9)都高。季平均降水量400--'500毫米，占全年降水

量的55"-'60％。春、秋两季时间较短，各为55天左右，两季总天数为110天。比

夏季少5天，比冬季少一个月。春、秋两季既不像寒冬那样冷，也不像暑夏

那样热，而是气候最宜人的季节。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春末和夏初的晴

旱阶段，也就是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上，中旬，在这段时间内，气温偏高，干

旱少雨多干热风，对小麦丰产和夏播作物适时下种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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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度

温度是指空气的冷热程度，其单位用摄氏度表示(℃)。一地的温度高

低和冷热如何，取决于地表吸收太阳辐射能的多少和地表热辐射能力的强

弱，我区地处中纬度地带，一年四季温度的高低差异主要因素是太阳辐射的

强弱。我区既不临大海，又没有山川，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所以除四季温

度差异较大外，在同一季节里各县温差很小，据1959"-'1977年的资料统计，

全区累年平均气温为14．5"C，年平均气温最高是沈邱14．8。C，最低的是太

康14．3"C，只差0．5℃，见表8。

囊3 凌区各县曩年年平均气沮(59—77年)

‘＼菇右
＼ 周日 扶沟 郸城 鹿邑 项城 沈邱 太康 淮阳 西华 平均值

项目＼＼

年平均气温 14．6 14．4 14．6 14．4 14．1 14．8 14．3 14．5 14．3 14．5

年距平差 +o．1 -0．1 +0．1 -0．1 +O．2 +0．3 -0．2 0．0 一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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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芝温图1

年平均最高气温20．3℃，最北部的扶沟、太康和最南部的项城，只差O．4℃

见表4。

＼害名 全区

＼ 周口 扶沟 郸城 鹿邑 项城 沈邱 太康 淮阳 西华

项目＼ 平均

年平均最高 20．4 20．1 20．4 20．3 20．5 20．4 20．1 20：j 20．2 20．3

雁平差 +O．1 --0．2 +O．1 0．0 -t-O．2 +0．1 --0．2 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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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最高温度图2

年平均最低温度为9．5"13，淮阳最低9．1℃，项城、沈邱最高10．06C差值

0．90见表5。

寰5 我区各县曩年年平均最低温度(s9—77年)

‘＼善右 全区

项目＼＼
周口 扶沟 郸城 鹿邑 项城 沈邱 太康 淮船 西华

平均

年平均值 9．6 9．4 9．5 9．2 lO．0 10．0 9．4 9．1 9．3 9．5

厦平值 +O．1 一O．1 0．0 一O．3 +O．5 +0．5 一O．1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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