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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气象志》(初稿)是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指导帮助下，在山西省气象

局党组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编写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编写而成。采用资料系山西

省各气象台站建站以来至一九八。年气候观测资料，．个别章节引用资料延续蓟_九八四

年，编纂本志时同时参考了．建国以来全国气象科教战线上较成功的有关定性论文材料及

专题性的或服务性的气象科研书稿。

《山西气象志》除记述了山西气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外，还整理编纂了山西省的气

候资源、气候特征、气候区戈Ⅱ、近百年的气候变化及历史上的主要农业灾害性天气和防

御措施等，并对建国以来山西省的气象科学研究成果及气象技术人才的培育，气象台站

的建设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

‘从本志中可看出，建国前；山西的气象事业在反动统治者的地方割据下，基本上属

于空白状况，。所设气象台站寥寥无已。除为保证当时反动军政人员的需要，在太原市天

地坛街设有一空军气象点外，其它只在几处农场及当时山西太学院内设有气象观测点，’

但也由于当局不给工作人员起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因而均未正常开展工作。1日本侵略

者统治时期，虽也在太原、阳泉等地设有测候所，但只借以作为搜集侵华的气象情报之

用，从不对外公布任何气象资料。因之建国前的气象资料残缺不全，使用价值很低。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重视下，山西的气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

过三十多年的逐步健全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台站网的建设、技术人才的培养，

气象仪器的装备、工作质量的提高以及气象科学研究的成果i气象知识的群众陛普及、

服务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发展是很快的，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作出了一

定贡献。并已成为山西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须臾不离的一项重要事业。

《山西气象志痧初稿由山西省气象局工程师程廷江、刘九林、张杰，助理工程师

王正泽等同志分工编写，文内图表由冉梦玲同志描绘。山西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余

初、周一鹤，工程师温克刚、李南声，苏起华等同志在初稿的修改工作中提出‘宝贵意

见。初稿完成后，送交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经李希孟同志亲自审阅，批准付
，

‘

‘印，‘广泛征求意见。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不高，经验不足，时间仓促，疏漏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恳请各位

专家、学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

山西省气象局《气象志》编纂组

一九]LTF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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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山西近百年气候变化概述

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亡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

和变化中。气候也遵循这_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了解气

候变化史，’对于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气候都是十分重要的。一

‘

第一节地质、’．历史时期气侯变迁

研究气候变化，一般分地质时期的气侯变迁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两个时期。各个

时期气候变迁史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也不同：近代气候变动主要根据气象观测记录来研

究分析；人类历史时期盼气候起伏，则主要利用史书、方志、古人书札和物候来分析论’

证；在人类历史以前的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则采用地质沉积物、古地形和古生物学的·

方法，近年还引用了同位素地质学的方法来推断。 、

地质时期特别长，指的是人类历史以前的漫长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征与气候变

化情况称作古气候。古气候史的时间翔分，采用地质年代表示。古气候变迁过程中，反

复经过几次大冰期气候。其中最近的三期是震旦纪大冰期(距今约六亿年以前)、石瑟
～二迭纪大冰期(距今约二至三亿年)、第四纪大冰期(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开始)，这．

三个大冰期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发生的时间也比较确定。在太冰期之间是比较温暖的

大间冰期气候(图1·1·1)。震旦纪以前，还有过大冰期的反复来临，但时代和证

据都不甚清楚。 ．

。

∈ D 气

l司

冰
期

图j．，．-．
Z霞旦纪D泥盆纪T三遮纪E早第三纪

第习纪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地质时’

代，它已延续到人类历史时期。关于
第四纪大冰期的持续、终止或日现在

算不算第四纪大冰期中的阶段，目前1

国内外还没有一致的结论。能够肯

定的是在第四纪大冰期中，气温也是

寒冷和温暖相互交替出现的。当寒冷‘

时期即亚冰期，气温较现代气温平均‘

低’8一l 2。C，雪线下降，冰流前

∈寒武纪c石表纪了侏罗纪尺早第面纪 进；当温暖时期即亚间冰期，平均气。
s志留纪P二送纪}<舀垩纪’Q药凹纪 温高于现代气温约8—1 2。c，低

纬地区亚间冰期气温高于现代5．5。c左右，雪线上升，冰川退缩。．现巳定出我国第四

纪有三至四次亚冰期和亚冰期之间的亚间冰期。按震旦纪和石炭——二迭纪大冰期的持’

续时间和一些自然迹象估算推断，现在应属于第四纪大冰期中的一个阶段或第四纪大冰

· 1 ·



期的二个亚冰期即武木(大理)冰期中的一个付间冰期。

、 所谓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指的是近数千年的地球气候史。在我国近五千年内可以

相对地分出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温暖期： (1)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

右(仰韶文化时代和河南安阳殷墟时代)，(2)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到公元初(秦汉时

代)；(3)公元六百年到一千年(隋唐时代)；(4)公元一千二百——一千三百年

(元蕻时期)。寒冷期：(1)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到公元前八百五十年(周代初期)；

(2)公元初年到公元六百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3)公元一千到一千二百

年(南宋时代)；(4)公元一千四百年(明耒清初)开始。

、 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狭温性动物之一，只能生存在终年湿

热的热带森林里)；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

六百五十九～六百二十七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期就只在长江以南如信

安(浙江)和广东、、云南才有象了。一可见温暖期愈来愈短，温暖程度愈来愈低。而五千

年中的四个寒冷期的趋势，正好与四个温暖时期相反，长度愈来愈大，程度愈来愈强。

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二百二

十五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一年)，而在第

四个寒冷时期的公元一千六百七十年，长江几乎封冻了。

，在近五百年的第四次寒冷期中又可分出四次较冷期和三次回暖期。较冷期：(1．)

公元一四七。一一五二。年；(2)公元一六二o——一七二。年，特别是一六五o
——一七oO年；(3)公元。八四O一--]k九。年；(4)公元一九四五年起，特别
是一九六三年以后。回暖期：(1)公元一五五O——一六oo年；(2)公元一七二

。 一八三。年；(3)公元一九一六——一九四五年。 、

在四次变冷时期中，异常气象频发。其中最突出的如第二次冷期中的·六五三年

-(清顺洽十年)，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封冻；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北京冬季(十

二月到次年--yj)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C；一六七。年(康熙四年)我国东部沿海大

雪二十Et不止，平地冻厚数寸，海水拥冰至岸，远望之十数里若冰堤}热带地区降雪积

冰也极频繁，，这次冷期是近五百年最寒冷时期(欧洲现代小冰期的最盛期)。又如第四

次冷期中的一九六九年冬，渤海海面出现几十年罕见的封冰现象。

近代气候变化特征，我国在本世纪初气温是逐年上升的，到四十年代附近达到最高

·值。从四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气温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气

温有一个短期回升。一九六三年又开始下降，而且夏季‘六---Jk月)比冬季明显。最

近二十年来，我国东北北部、西北及华南等地区，气温下降了0．4一o．8。c；华东和西

南地区下降To．5—1．4。C。但是，东北南部和华北地区在五十年代下降了0．4～o．6。C

之后，在六十年代又回升了0．1一o．3。c。七十年代初，除东北南部和华北地区仍在增

媪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

·2’



第二节 山西近百年的干湿冷暖状况，
，

1
．

I．水份

了解山西省近百年的旱涝干湿气候特征，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气候观测资

料，由于山西省气象台站及水文站大都在建国后设立，所以这一方面显然是一个空白。

但是，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着丰富的典籍，．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搜集了。

气象科学的大量记载o-尤其明、清以来各地地方志书大量撰写气象异常记载较为系统集．

中，这为研究探讨近百年的干湿状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九七五年由国家气象局研究：

院、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以及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在北京协作，本着“古
、 。为今用”的原则，在以地方志史料藏书为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查阅整编，共同完

成了《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与《．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一九七。

’‘七年再次对旱涝级别作了一些校订改正，最后正式出版。 ·1

旱涝分级标准采用五级划分法表示，即一级(涝)、二级(偏涝)、三级(正．

常)、四级(偏旱)、五级’(旱)。级别所表达的应是自然降水的距常情况。

评级时主要考虑春、，夏、秋三季的情况，尤以夏季为主；当某一地水旱灾情并存一

r 时，则以灾情严重者为主。

各级划分的标准与其在志书上的典型对应描述可举例如下：

一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般降水、强烈大暴雨成灾、大范围大水成灾、干旱地区前

期雨雪特多年份，如： “春夏淫雨；夏淫雨；夏雨连绵山水陡发，夏大水；春夏水；夏

秋水；夏秋大水禾苗涌流；秋大水溺死人畜无算；大雨连日城市行舟；数县大水，飓风，

大雨，漂没田庐人畜⋯⋯。” ，
． ?，

二级：春、秋单季成灾不重的持续降水；局地大水；成灾稍轻的飓风大雨，如：
·7

“春淫雨；秋淫雨；春大水；夏水；秋大水；春旱夏大水⋯⋯。” 一

三级：无水旱记载或年成丰稔，大有，亦包括局地轻旱轻涝，如： “大稔，大有

，年，有收⋯⋯。” ．

四级：单季、单月或灾轻的旱、局地旱，如： “春旱；秋旱；旱；×月旱，晚造雨’

泽稀少；旱蝗。”

五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如： “春夏旱，夏秋旱，夏大．

旱；亢旱；春夏不雨；连续四月不雨；?可涸、塘干、断流；赤地千里，人食树皮草根；

大旱蝗⋯⋯。”

对于近代仪器测得的降水量资料，为了与历史资料的评级相一致，是以选点地区蜘

五一、九月的区域平均雨量，按以下标准划级：
一级：

二级：

R>(R q-1．17 a)

(R十0．33 o)<R<(R+1．1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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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R一0．33 a)<R<(R+0．33 a)

四级： (R一0．33 o)>R>(R一1．17 o)

，
～

五级： R<(R—L1．17‘了)
—～

R为五至九月多年平均面降水量，a降水标准差。

这样，在地方志史料与近代仪器测得的资料分级归一统的基础上，得到近五百年旱

涝振动趋势。以上述结果，阐述山西省近百年的干湿变化特征(一九七五——一九八。

年六年的分级划分工作也按上述标准计算插补)。 L’

从光绪元年开始(公元--]k七五年)经宣统、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

一百多年中，山西省各地年降水量波动起沃，旱涝现象交替出现，时段有长有短。

--]k七五——一八七八年四年期间，山西省旱象普遍突出；--]kJkO——--]k九u

年，全省各地降水转入正常时期，其中南部正常年份维持较长。--]k九o——一九oo

年，北、中、南部在后五年涝，东南部十年中都有涝象。本世纪初的十五年，北部、东南部降

水稳定，没有早涝现象；中部和南部正常年份不多，基本上是旱涝年份交替循环；太原盆

地在一九。六一一九一一年期间，有几年正常年份。一九一六——一九二四年间，北部
和南部最初有涝现象，其次之后和全省各地均一致，仅为偏旱、偏涝年交替出现。一九二

五～一九三六年，全省普遍有旱象发生，这一时段也是区域大、时间长的一个旱期。
一九三六～九五四年，北、中部后期以正常为主，前期北部有涝，中部偏涝或偏
旱；南部和东南部则一般以偏旱或偏涝相间出现，仅东南部在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

有三年的正常年景。、一九五五——一九六四年间，全省大都以偏早年或偏涝年为主，。仅

南部不旱则涝，灾害较重-；一九五五年除晋东南偏旱外，全省均属旱象。一九六五——

一九七四年间，全省基本属于正常年景较多，仅一九六五年有大范、围的旱象和中部偏旱

现象；一九七二年除晋东南正常外，全省也是旱象突出。一九七五一一九八。年，全
省主要以正常为主，北部和东南部有偏旱或偏涝年发生，但为数不多。

上述旱涝阶段的划分，当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近代科学、生产技术的发展，

提高了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过去的旱移到今天也就可能不成为其旱。所以，近百年的

旱涝演变过程，并不能很好地指示出各时段的实际降水量变化情况。就近百年的降水趋

势，也是呈波动起伏的。

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山西省各地年降水量就较少；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总星

趋势是比二十至三十年代增加，但近十多年又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较少的一个时段。这与

北京近百年的降水实况相符。北京地区从一八四一年起就开始有比较正规的降水测量，

分析其--]k七五年以来至今的降水序列，可见在本世纪前的二十六年中，资料完整年共

+九年，但降水正距平的年份达一半以上(11／19)；而本世纪初的四十五年中，负距平的

年份却占一半以上(23／38)；一九四六一一九五九年，降水正距平的年份9／14，而一九六o～九八。年共二十一年里，负距平年份又达一半以上(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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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温

太原市进行仪器测量气温的工作开展的较早，从一九一六年就有了具体记录，但中j断现象严重。其它山西各地在一九二～九二五年期间也有一段为期不长的气温观
测数值。一般县气象站从建国以来才陆续建立，较正规地进行观测记录工作。再则山西

：‘省有关从其它方面论证近百年气温变化的成果几乎是一空白，所以，记述山西省近百年

气温状珂，只能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和北京市的气温资料，大致做一概括。⋯’’一

，山西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六到七年皇，气温比近三十年(一九五-二～一九八o

：年)来平均要高1．5。C，偏高程度在北部、东南部的地区明显，临汾、运城等西南部地

：区稍微暖和一些。若把近三十年来的最后十年(二九七一～一九八0)期间的气温与二

十年代初的气温相比，前者只比后者偏低1．4。c以下。 一

、

北京从一八四一年就开始较完整地记录了气温资料。纵观其近百年气温距平累积曲

+线，可见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多年气温偏低，并持续到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从一九二O

年开始气温明显偏高，直到五十年代以来负距平年数又开始增加。这个趋势与山西几个

阶段大致相符。不同的是在近三十年内，山西最后十年较前二十年偏暖，北京最后十年

却较前十多年偏冷。

从气候因素的相互关联性来看，一般降水较多年份，气温就可能偏低·反之则高。

j山西近百年的几个冷暖期分析与降水多寡期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如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气

温明显偏高，同期降水也少；近十年来气温偏高，降水则较少。

以上概略地谈了我国及山西省气候变化情况，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事实还

一在研究和确证中，甚至现在还无从设想，因此上面的介绍只能认为是极初步的。

总之，气候的变化不会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地变化下去。关于世界上一些变暖和变冷

：的学说，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推论而已。实际上气候总是在其平均情况上下振动着。气象

—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摸清它的振动规律，使自然灾害减少到最小限度

第三节小气候的保守性特点

在气候变化的同时，各地都存在有一定的小气候保守性特点。山西省南部比北部温

度高、降水多，历来如此。由于各自所处地理条件的不同，受大气环流和太阳辐射影响

一也就不同，从而气候也就形成了本应具有的气候条件。偏暖或偏冷的地方，决不会因气

候变化而改变其基本气候特征或相互移置。我们可从目前的大中小城市布局看出，我们

的前人在设立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时，充分考虑了气候条件。就现在

阶段来说，这些大中小城镇的气候状况在很方程度上及在一定区域内是相对宜人的，有

’利于人类各种活动的交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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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山西气候特征

山西境内，冬季北部要比南部严寒程度强烈，而夏季南部又比北部闷热的难受，春

秋季(三一五月为春，九——十一月为秋)。北部风沙不止，秋风萧瑟，南部却天蒿
气爽，宁静和睦；居住在太原盆地的人们又会觉得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条件在本省范围j

内得天独厚⋯”·。 ．
’．

．

第一节支配山西气候的主要因素
L

，

‘

1．地理纬度 。

L
’

气候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及大气环流经常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纬度决定着一地的。

．太阳入射高度角大小及昼夜长短，也就是决定太阳辐射量多少的基本因素。地面有热

带、温带及寒带的区别，就是由于纬度的高低，所以地理纬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气候因

素。低纬地区的特点是。太阳高度角大，因而天然太阳辐射量也大，但因昼夜长短的差异

较小，太阳热量的季节分配要比高纬地区均匀。夏季时，高纬地区因白昼时间较长，每·

2’4小时内所得到的日热并不比低纬地区所得到的为少。但冬季就不一样，这时低纬地

区仍可得到很多日热，而高纬地区因太阳高度角既小，黑夜又长，所能得到的天然日热．

就会减少。

山西省境界，从经纬度来看，最东为东经114。307，最西为东经110。17 7，东西经度。

差4。137；最南为北纬35。25 7，最北为北纬40。457，南北纬度差为5。207。以每『-纬度。

的距离平均为一百一十公里计，这样境内直线距离约将近有六百公里。南北距离既然这。

样远，在太阳辐射方面也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表2．1．1为南北各地一年中两分两至．

正午时的太阳高度角。

表2．1．1 山西各地二分二至正午太阳高度角
单位：度·分

大 同 40。06
7

49。54
7

73 021
7

49。54
7

26。277

太 原 370477 52013
7

75040
7

52。13
7

28 046
7：

候 马 35。39
7

54。21
7

770487 54021
7

30。5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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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太阳高度角随纬度增大而减小。，同时L年中夏季的太阳高度角大，冬季

j的太阳高度角小，而以夏至达到最大，冬至时变的最小。若就天文角度出发-可想太阳

二辐射在南部候马注定要比北部大同强烈一些，从而气温也将会产生一定的差别。

南北各地～年中两分两至的日出日没及昼长时间列于表2．1．2。各地春分和秋

．分的昼长时间大致是相等的，这时各地所接受的太阳辐射量的差额，主要决定于各地不

同的太阳高度角。夏至的昼长时间是随纬度增高而加大，大同可比候马多半个小时。这

}时高纬地区太阳高度角虽然不及低纬地区大，但因日照时间加多而增加了一部分热量。

冬至的昼长时间是随纬度增高而减小，候马又比大同昼长将近多半个小时，加以太阳高

．度角南部比北部大j这就使得纬度愈高的地区所得到的太阳辐射热愈少。因此山西南北

．温度梯度夏季较小，冬季则大。也就是南北温度差异冬季比夏季大的多。

表2．1．2 山西各地二分三至时B出日落时间及昼长时数

(根据1 9 6 4年天文年历计算而成) 单位：时·分 、

，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

日 出大 6．01 4．32 5．48 7．29
i 』

日 落 18．14 19．33 17．56 16．39

同．
昼 长 12．13 15．01 12．08 9．19

日 ‘出 、6．01、太 4．38 5．48 7。13

日 落 18．14 19．27，。 17．56 16．45

原
昼 长 12．13 14．49 12．08 9．32

日 出． 6．01， 4．47 5．49 7．05
候

日 落 18．14 19．18 17．55 16．51

马 昼 长 12．13 14．31 12．06 9．46

从太阳高度角和昼长时数的分析，可见山西省的南北气候差异必然要存在。从季节

．上来说冬季明显，从水平空间度量，北部终不如南部得到的太阳辐射热优越。

，全国范围来讲，由于山西地处中纬度地带，接近欧亚大陆中心，太阳高度角比低纬

地区明显偏小，故得到的太阳辐射热也少，加之夏季风环流远不如东南沿海等低纬地区⋯。1

}明显，所以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干燥，且冬季较寒冷的。按国家气象局气候区划成果，

山西省以桑干河、应县、雁门关、静乐、‘临县一线以北以西和以南以东分别属于中温带亚

’干旱和南温带亚干旱气候区，仅省西南端的永济、芮城属南温带亚湿润气候，而东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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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等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则属于南亚热带湿润气候。
●

2．．季风环流
’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东面是太平洋，南面距印度洋也不远，西面和北面是广阔的大

陆，新疆的位置几乎在欧亚大陆的中心。这样的海陆方位形势所形成的气候特点是：、夏季

和冬季海陆温度差异较大，季风盛行，气侯大陆性的程度自东南向西北加剧。由东面和

南面流来的气团多发源于低纬海洋上，温暖而湿润；由西面或北面流来的气团多发源于

高纬大陆上，。寒冷而干燥。例如夏季盛行的热带海洋气团和赤道海洋气团，它们到达华

南一带时，地面气温为29—28。C，比湿为19—20克／千克；但冬季盛行的极地大陆气

团，到达华南一带时地面气温为10。c左右，比湿为3～6克／千克，所以这种不同性质

的气团就产生了不同的气候过程。从季节来说是夏季多雨而冬季干燥。从地域来说是愈

向西北降水量愈少。大致太平洋的水汽可以达到甘肃东部，印度洋的水汽可以达到西藏

东南部的谷地，但都已寥寥无几，北冰洋的少量水汽可以达到新疆北部，余下来的甘肃

西部、新疆南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等就成为终年得不到海洋水源供给的地区，形成极

端干燥的气候。

位于祖国大陆偏北内地的山西省，受季风影响自然也不例外。同时南部和北部受季

风影响之不同程度而形成的规律也有类似全国性的特点。山西省四季不同的气候特色，

反映了季风环流对本省气候变化的支配结果。、

冬季盛行偏北风。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期间，山西主要受这种冬季风的影响。由

于它来自西北内陆，空气温度低，湿度小，常常造成山西省冬季天气干冷，雨雪稀少。

从程度上来讲北部比南部要显著一些。

春季，山西正处在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环流场比较复杂，冷暖气流

交绥频繁。但在春季，冬季风仍占优势，天气冷暖多变，风速加大，大风较多。降水量

除南部和东南部有明显增加已多至80 rn 1'11以上外(仍不敷当地需要)，本省其它地区仍

较少，雁北不足60 m m。故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所以春季气候特点尤其对于北部地

区来说是：干燥少雨多春旱，冷暖多变风沙多。’

夏季从六月份开始，季风环流起了根本变化，’到七月份呈明显夏季风控制，山西省

盛行偏南风。夏季风来自温高湿重的热带海洋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暖湿空气，因而各地

降水量也主要集中在夏季。六——八月期间，降水量可占年降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当

然每年夏季雨量并不是年年如此稳定，又要视当年季风活动的特点而定。

秋季是夏季风向冬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九月以后，全省降水显著减少，天气多为

晴朗，气温冷暖适中，是秋高气爽的宜人季节。但持续时间较短。北部地区一场秋雨一

场寒，九月中下旬便会出现霜冻，中部和南部分别在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气温也明

显下降。大约在十月底之后，山西省各地偏北风已占优势，冬季的环流形势已基本形

成，气候又转入冬季的特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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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
√ f

’

．

青藏、云贵、内蒙古和黄土高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高原。根据高原的成因，前三

。个都属于隆起高原，黄土高原则是在原有地形的基础上风成的堆积高原。黄土高原的范

畴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其中一部份即是J山西所处的山西高原，’另外两个部分分别为六盘

山以西、甘肃中部的高原和陕西北部的高原。由于我国地形明显地呈三级阶梯状分布，．、

所以整个黄土高原处在第二级阶梯内。

山西高原有许多断层和局部盆地，地形比陕北和甘肃高原更为复杂。从宏观角度看

山西地‘形特征，山西境内是一个以山区为主的地域。

如果从高空下望这块土地，丘岗起伏、峁梁逶迤、地形连绵起伏、如波似浪，悄无

_生息，无一不给人一种隔世之感；高原、丘陵、台地、平川等各种地形尽收眼底，并且

。大致又可分为三个大区而论： ．

、

l。)东部山地区 ，

。

省境的东部与东南部，由北往南主要有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行山，太岳山和

中条山，海拔大都在一千五百米以上，属中山地形。山地的形成受构造断裂作用显著，

与华北平原和断陷盆地的界限十分清楚，从平原嘹望山地，显得格外高耸挺拔’r巍峨壮
丽。 一 ，

‘、

‘ ，
、

恒山为我国五岳中之北岳。西南起于管涔山向东北连馒头山至恒山主峰一(海拔二千

零一十六米)，再向东北六棱山伸向河北省境内，长约二百公里，宽仅十余公里，‘两侧均

有断层，成为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的界山，相对高差在一千米左右，北坡陡，南坡较缓。，
五台山因系由五个平台状的山峰组成而得名。(位于五台县、繁峙、代县之间；相对

扁度二千米左右。主峰北台海拔三千零五十八米，为本省最高峰。五台山群山环拱，间

．有盆地。

系舟山位于忻定盆地之南侧．，海拔一千八百N=-千一百米，西北坡陡直，高出忻定

盆地一千米左右，与盆地的界线十分清楚；．东南坡缓斜，相对高差在五百米上下，呈单，
面山形。 一

、
一

太行山系指山西省与河北、河南两省分界的山岭，长约四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五百

．米以上，其东侧为大断层，高出华北平原一千五百到二千米，异常陡峻；西坡缓斜，‘逐

渐过渡为一千米以上的低山、丘陵。山地主要由石灰岩组成，河流多横切山地入华北平

原，峡谷峭壁屡见不鲜。太行山区面积约占山西省面积四分之一以上，晋中、晋东南，

．临汾专区大部地区处于其中：
’

太岳山又称霍山，平行排列于太行山之西。北起介休以南的绵山，经沁源、霍县、

安泽、沁水等县境，南达绛县横岭关与中条山相接，构成晋中、临汾，晋东南三个地区

．的天然界线。山势以北段及主峰附近最险，南段次之，中段较为低缓。主峰霍山海拔二

千三百四十六米，高出临汾盆地一千八百米以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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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东北起于绛县横岭关，向西南延展至黄河边缘，长约一百四十公里，宽度

不大。呈长条形直立于运城盆地与南部黄河谷地之间。其以东部舜王坪为最高，海拔二

千三百二十_米，山顶呈平台状；西部雪花山海拔一千八百二十五米，高出运城盆地一

千四百多米。北坡以断层与运城盆地为界，，山坡陡直；南坡缓斜，逐渐过渡为黄土台

地。
。 7

，、

本区发源之河流除东南部丹河、沁河等注入黄河外，．其余属海河水系，由西往东直

泻华北平原。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以高原地形为主，称“晋东南高原”或“沁潞高

原”，由长治、晋城、阳城等小盆地及周围的低山、丘陵组成，海拔约八百到_千二百

米。长治盆地海拔一千米左右，地面较平，面积较大i四周约距三十多公里，盆地边缘

冲沟较多，深切十余米。由此向北为沁县、襄垣一带之黄土丘陵，向西为丘陵或低山，东南

为侵蚀低山与晋城小盆地相接。晋城盆地内北部高原一带比较平坦，’南部略有起伏。阳

城盆地则多为丘陵、低山组成，相当破碎。此外在本区还散布着几个山间小盆地，如北。

部的广灵、灵丘盆地，中部的阳泉、寿阳盆地，南部的垣曲盆地等，都是重要的耕作区

域。

2)西部高原地区
’‘

、

，，本区西以黄河为界与陕北高原遥遥相对，东面以一系列山地突起于中部断陷盆地

区；七峰山和洪涛山是与大同盆地的界山，云中山是与忻定盆地的界山，吕梁山为太原’

盆地、临汾盆地的界山。这些山地均具有不对称特点，东坡和东南坡大都以断层与盆地

相接，高出盆地七百到一千五百米，山坡陡直，山势雄伟，山前多分布有洪积扇地形；

西坡和缓，上复黄土，逐渐过渡为黄土高原。吕梁山是构成高原山地的骨干，由北而南

包括黑驼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真武山、紫荆山及龙门山等主要山峰。

长约三百多公里，。海拔_般在一千五百米以上，顶峰达二千米左右，其中以关帝山最

高，，海拔二千八百三十米。 。

吕梁山之西通称“音西高原”。总的看来是北高南低：北部丘陵海拔约一千二百掰

一千四百米，中部一千米左右，南部八百米上下，由东向西倾斜至黄河谷地。河流短

小，大都直接注入黄河，较大者有朱家川河、岚漪河、湫水河、三川河、F可水河等。地．

表普遍复盖着十到十三米厚的黄土，局部地区厚达七十到八十米。原为一个被黄土复盖

的高原，后经流水分割，显得十分破碎，可谓千沟万壑，．水土流失严重，其玻碎程度南。

北不同，东西各异。省境西北部左云、右玉一带，地面比较完整，是被黄土复盖的波状．

丘陵；河曲、保德、偏关一带为沙黄土复盖’的峁状丘陵，峁顶并常见片状沙地或雏形沙

丘。兴县以南至中阳多为梁状或峁状黄土丘陵；南部石楼、隰县、永和、蒲县、乡宁一·

带尚保存有破碎的黄土境，搋面平坦，倾斜大都在五度以下，利于耕作。东西相比，一

般在近黄河地区分割剧烈，溯河而上渐趋缓和。如在中部地区沿黄河各7也多见峁状丘陵，

往东则出现梁状峁状混合型丘陵及梁状丘陵。上述差异一方面悬由t流水侵蚀的结果，

另外黄土堆积前的古地形亦起很大作用。在岚县、静乐、岢岚等地散布着几个小型盆地，

(包括汾河上游谷地)，这些盆地亦已遭受剧烈分割，地面多不完整，呈现出丘陵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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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形状。在神池、五寨县境，保存了较为宽阔的谷地平原，尚较完整。此外。晋西高原

．上还散布着许多土石山地，如吉县境内的人祖山，’临县、。兴县之间的紫金山等，1挺立于
．

，“黄土海洋翟中。
。

．

3)中部盆地区

位于山西省境各部中央，有五个彼此相隔的盆地，与周·围山地多以断层相接，中部

．沉陷，．后经堆积而成。其地面平坦、人口密集，为山西省经济最繁荣的区域。 。

大同盆地：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长约一百二十公里，宽二十到四十公里，海

拔一千到一千一百米，盆地面积为五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盆地中除山阴县北部及阳高县

．南部有玄武岩流分布外，皆由湖泊、河流泥沙堆积而成，地面平坦，并有薄层黄土复盖。

忻定盆地：包括滹沱河上游谷地。盆地中心部分海拔八百米上下，地面相当平坦，

盆地面积为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

太原盆地：长约二百多公里，宽十--N四十公里，海拔七百到九百米。盆地面积为

五千零五十平方公里。盆地中心部分非常平坦，太原北黄寨一带为黄土高平原，冲沟发

育。在汾阳、孝义西部及榆次、太谷东部盆地边缘以黄土浅丘与山地相接。

临汾盆地：．长二百多公里，宽二十：N--十五公里，侮拔四百到六百米，面积五千二

百多平方公里，包括整个=：153河下游地区。汾河河谷两侧有一级低阶地和二至三级商阶

地，形若台阶，因此它是～个由阶状平原组成的盆地。 ．

运城盆地：北以峨嵋台地与临汾盆地相隔，东南达中条山麓，西隔黄河与谓河盆地

毗连，辣水河流经其间，故又称，“竦水盆地”。盆地面积二干九百七十五平方公里，海

：拔四百到五百米左右，是本省最低的盆地；运城东南之盐池，海拔最低，仅三百二十二’

米。其北的峨嵋台地，海拔五百到七百米，孤峰山、稷王山和绛县的紫金山兀立其上，

台地由黄土组成，高出盆地二百N--百米，顶面平坦，边缘受沟谷分割，沟深达一百到

二百米。 j

．

’由整个山西地形的概述，可见本省地形复杂多样化名副其实。这样一个山区面积约

，占总面积百分之七十二以上的下垫面；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不断循环运动变化中，其以

自己固有的本能作用、，在一定的太阳辐射、大气环流条件下，限制了各种气象要素在其

上的时间、空间分布规律特征，形成了特殊的山西山地气候状况。 +j

境北部的恒山、五台山、系舟山、芦芽山以及南部的太岳山、中条山，多呈东北到

西南走向，并且从北到南相间排列，好象一道道横亘的屏障，明显影响了冬季风的南下和

．夏季风的北上。倘若山西是一个象华北平原一样的一望无，际的平展地势，那么省内北部的

大同，水热条件最起码应与同纬度的北京相当。正因为本身海拔隆起，加之山脉重重’阻隔，

东南季风沿途的水汽消耗，所以年降水量只有3 8 0 1"11面，与北京相差3 0 0 111 1"11以上；

年平均气温只有6。c之多，r与北京相差5。C左右。南部运城与河南省开封市纬度一

样，海拔高度高出三百多米，但年平均气温却也近似相等，也是冬季风受山脉衰减，兵

‘势力到达运城相对变性的缘故。又例如长治盆地的降水比大同盆地平均降水量多达

2 0 0 1"／1．m以上，这个差异相当于江苏省苏北地区降水与北京降水之差异；运城市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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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市的温度差相当于华北平原北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部的年平均气温差。充分说明山

西省南北纬度跨度虽不大，但由于山地条件的特点，气候差异已远远超出了平原地区同

纬跨的气候差异。

就山西省范围内，．由于地势的垂直高差悬殊，气候要素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五台

山中台顶的年平均气温比其西南山脚下的豆村要低l 0、。C左右，相当于广州与石家庄的

年平均气温差。又如五台山的年降水型可与淮河流域的降水量相当等。

对于热量条件而言，各大中小盆地中都比其四周山区丰富。大同盆地内≥0。、C期’

问积温每年可比其西部的晋西北地区多5 0 0。C以上，无霜冻期可多达一个月左右。

境内由于山区小地形条件而形成的小气候特色也是明显的。如太原盆地内偏北部的

山谷风环流特征；处于东西向河谷或川谷的河津、兴县等地，一年中均以东风或西凤．

为主，．或者一年以东、西风为主导风向；峡谷口的地方年平均风速偏大；宁武、朔县

在八级以上大风日的风向一般均为西风；中高山区降水明显偏大及迎风坡雨量大于背风

坡雨量等现象，在山西省地域内均有反映：晋南运城盆地内热量条件丰富，除其位置偏

南、海拔高度低外，与夏季风翻越中条山后下坡增温即“焚风效应”也有一定的关系。

省境北部的气温年较差与同纬度的华北平原相比，也偏大2。c左右，这亦是山区

增温快、降温也快的一个气候特点。
。

总的说来，'山西由于这种地形的特殊性，决定了山西气候的必然性，地形的作用改

变了太阳辐射及大气环流本应产生的一般气候效果，与山西相邻的东部和南部均属南温

带亚湿润气候，跨入山西境内就即刻变为南温带亚干旱和中温带亚干旱气候了。

第二节主要气候特征

1．冬季干冷少雨 ，

我国因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冬季和夏季盛行的风向差别很大，冬夏盛行风向的差

异反映明显的季节差异，雨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这是所谓“季风气候”的特点。

我国除了青藏高原、云南以及纬度较高的新疆、内蒙、黑龙江之外，，其余广大地区

基本上都是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

冬季一月是冬季风最寄的时期。偏北风从蒙古(更远可以溯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带

来寒冷干燥的空气。强盛时可以远及南海。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帧先生指出：冬季风宕

来也，其势骤，不出一月而已弥漫全国矣；此其原因，乃由冬季西伯利哑高气压之中心实

在蒙古，密迩华北。同时他认为：华北之干旱由于下列四大因素： (1)自华南至华

北，其间低气层风暴发生次数逐渐减少；(2)自长江口北上，黑潮与中国海岸之距’

离，愈北愈远； (3)秦岭山脉之阻隔； (4)冬季半年中西伯利亚高气压猛烈之影

响；其中当以西伯利亚高气压及秦岭之阻碍为最重要。可见他把造成华北地区易发生干．

旱的原因主要归结到冬季受干冷气流影响和夏季秦岭山脉阻挡偏南暖湿气流深入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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