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２５卷 第６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气 象 与 环 境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５Ｎｏ．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２４；修订日期：２００９－０６－２２。
作者简介：谢秀英，女，１９７６年生，工程师，主要从事天气预报服务工作，Ｅｍａｉｌ：ｘｘｙｓｈｌ＠１２６．ｃｏｍ。

１９５８—２００７年福海县大风天气统计分析

谢秀英１　谢秀琴２

（１福海县气象局，新疆 福海 ８３６４００；２阿勒泰地区气象局，新疆 阿勒泰 ８３６５００）

　　摘　要：对１９５８—２００７年福海县大风天气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福海县为大风天气的多发年
代，８０年代开始呈明显下降趋势，１９９３年之后年大风日数稳定在２０ｄ左右；春季大风最多，冬季最少；大风持续时间多在０—５
ｈ之间，持续时间大于等于１９ｈ的大风过程多出现在春秋季；大风出现月份为５—８月，以下午机率最多，其他月份无明显差异；
平原地区大风最多，中低山区次之，沙漠地区最少；春夏季多偏西风，秋冬季多偏东风，且偏西风风速大于偏东风风速，最大风速

多为偏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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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疆是中国盛行大风的地区之一，大风日数多，

风力强，持续时间长，对工农业、交通运输和人民生

活造成极大危害，成为新疆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１］。

福海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中

部。地 理 坐 标 为 ４０００°—４８１０°Ｎ，８７００°—
８９０４°Ｅ，南跨我国准噶尔盆地，最北端与蒙古共和
国接壤。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递降；总体地形分为

北部山区和南部平原。受地形地貌的影响，县域多

风。微弱的风对人们的生产活动是有利的［２］。５—６
级的风对交通运输、野外作业和农牧区生产就有较

大的影响［３］。农、牧、渔业是福海县的主要经济产

业，特别是在春秋季多大风，而此时又正值福海县农

业春耕秋收、牧业牲畜转场产羔、渔业捕捞之际，大

风常使农作物受损，甚至农田被埋，畜群刮散，渔船

发生事故等。因此，大风对福海县经济生产影响很

大，对大风的预报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孟莹等［４］、

曲海涛等［５］研究了黄海海域及沿海地区的大风气候

特征，吴春英等［６］、罗静等［７］、李新东等［８］对不同尺

度、不同区域的大风天气进行了研究，各地大风的气

候变化特征都有不同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福海县

５０ａ来大风天气的统计，以及地理地形对大风天气的
影响进行分析，得到福海县大风天气的年代变化、年

际变化、月变化和日变化等，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福海

县大风的气候特征，总结了福海县大风天气的规律

和特点，为当地的大风预报提供依据，以期为当地经

济及农、牧、渔业等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采用１９５８—２００７年福海县地面气象观测站大风

天气现象资料。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规

定［９］：当瞬间风速达到或超过１７０ｍ／ｓ（或目测估计
风力达到或超过８级）的风记为大风；本文沿用凡在
一日间（２０：００—２０：００）记载有大风现象，无论在此
期间出现了多少次大风均作为一个大风日，并进行

统计；同时还考虑到大风的持续性和日常生活习惯，

规定大风出现后虽有间歇，但间歇时间大于等于６ｈ，
并且在此期间内有５级以上的风，则仍作为一次大
风天气过程。根据所采用的近５０ａ的大风资料，统
计各年代、月大风日数，得出当地大风的变化趋势及

季节分布特点；根据对大风出现时间及持续时间的

统计，从而得到福海县大风现象的时间分布规律。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大风的时间分布特征
３１１　年代变化

将５０ａ大风资料按年代划分进行统计，发现福
海县大风日数呈下降趋势（图１ａ）。多发年代出现在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６０年代大风日数达到４９５ｄ；７０
年代略有减少，但也可达４１０ｄ；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大风日数显著减少，８０年代的大风日数仅为
２６３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较 ８０年代虽仍略有减少趋
势，１０ａ间的大风日数为２１８ｄ，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基本稳定在２１０—２２０ｄ。由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资料所限，没有可比性，因此将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大风
日数作年平均与各年代的大风日数作年平均参与比

较（图１ｂ），发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比６０—７０年代大风
日数少而明显多于８０年代，属于大风出现较多的年
代；同时由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资料不足 １０ａ，与
６０—９０年代无法进行同时段的比较。因此，同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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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比较方法，以年平均大风日数与 年代间的比较后（图１ｂ）发现，自２０００年后大风日数

图１　福海县大风日数的年代变化曲线

与９０年代相比基本保持平稳状态。这些变化，除受
全球变暖的大气候背景以及基本天气形势控制之

外；还由于地表的特点，受地面摩擦、动量下传、热力

环流和地形等的影响。如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人
们为了引火取暖而大量砍伐红柳等自然植被，使得

自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造成土壤沙化致使土壤表

面干燥等，这一时期成为大风的多发年代；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植被
得到保护和恢复，植树造林以及城市规划、高层建筑

等与局地热力环境变化都有较大的关系。

３１２　年际变化
近５０ａ间福海县共出现大风日数为１６１２ｄ，年

平均大风日为３２ｄ。大风出现最多年份是１９７５年，
为６０ｄ；最少年份是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３年，为１４ｄ。从
大风的年变化曲线（图２）可以看出，在５０ａ间有多

图２　１９５８—２００７年福海县大风的年际变化曲线

个高值年和多个低值年，高值年出现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低值年出现在１９７８、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１９９６、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其中年
大风日数在５０ｄ以上的年份有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共９ａ；１９７５年达到６０ｄ；
年大风日数在 ３１—５０ｄ的年份有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１９６６、１９７１—１９７３、１９７７、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１年，共１５ａ；其余年份的大风日
数在２０ｄ左右波动，其中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３年最少，均
为１４ｄ。这与大风的年代变化是一致的，而且从它
的年变化曲线图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自１９８４年起

年大风日数均在３３ｄ以下，下降趋势减缓；１９９２年
以后年大风日数均未超过２５ｄ；自１９９３年开始基本
稳定在２０ｄ左右，最多为２３ｄ，最少为１４ｄ。从这个
结果来看，更能够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大风天气的影

响程度。１９５８—１９７５年呈现上升趋势，其间只有个
别年份为３５—４０ｄ，这应该与当年的气候背景和天
气形势有关，而呈现出的上升趋势恰恰说明了在那

个年代，人类缺乏保护自然环境的认识，肆意的乱砍

滥伐造成大风日数增多；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呈现明显的
下降趋势，１９８４年之后下降趋势减缓，也恰恰说明了
人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种草、种树、营造防护

林带收到显著成效，并趋于稳定，并且其与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城市建筑的增多、增高以及气候变暖的

大背景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３１３　月变化
通过对５０ａ大风资料逐月大风日数的统计，得

到大风的月变化曲线（图３），可以发现，大风日数的

图３　福海县大风的月变化和持续时间变化曲线

月变化非常明显。大风天气主要集中在４—６月（占
全年的 ５１％）；７—１０月次之（占全年的 ３５％）；１１
月—翌年３月最少（仅占全年的１４％）。

福海县大风天气过程的最长持续时间可达

４１ｈ。本文将大风天气过程持续时间划分为 ０—５、
６—１２、１３—１８、１９—２４、２５—３０ｈ和大于等于３１ｈ共
６个时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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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３可知，持续时间大于等于１９ｈ的大风天
气过程主要集中在４—６月和９—１０月，１２月至翌年
２月大风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均大于等于１３ｈ。从
大风日数的月际分布和大风天气过程的长短规律来

看，与冷空气活动及县域下垫面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春秋季，冷空气活动形成的大风占多数，一般持续

时间较长，破坏性大；夏季多阵性大风，持续时间较

短，而冬季大风短暂［８］。福海县由于地形影响，在秋

末初冬易形成“盆地冷湖”。“盆地冷湖”是指在“盆

地”地形，当秋末或初冬一次强冷空气移过后，“盆

地”被冷空气填满，加上地面辐射冷却，低层空气变

得越来越冷，这样“盆地冷湖”就形成了。在“冷湖”

形成后，如有另一股冷空气入侵时，它的温度若暖于

“盆地”已有的冷空气，那么新的冷空气就会从盆地

冷垫上空滑过，而地面空气纹丝不动，这就是“盆地

冷湖作用”。在“冷湖作用”下，福海县冬季一般不易

产生大风，而在４—６月冷空气活动频繁且势力强，
积雪融化，下垫面准噶尔盆地的“盆地冷湖”作用减

弱甚至消失，所以不仅大风日数多且大风天气过程

持续时间长；７—８月冷空气势力弱，下垫面温度高，
紧靠乌伦古湖，大气层结不稳定，热对流旺盛，多阵

性大风，大风的持续时间短；９—１１月冷空气活动加
强，地面“冷湖”尚未形成，大风持续时间长，但大风

日数没有７—８月多；１２月—翌年２月冷空气虽强，
但地面被积雪覆盖，“冷湖”作用显著，一般不易产生

大风。

３１４　日变化
统计５０ａ间大风天气过程的出现时间，将出现

时间分为４个时段，即０８—１４、１４—２０、２０时—翌日
０２时和翌日０２时—０８时，得到大风的日变化曲线
（图４）。

图４　福海县大风的日变化曲线

　　由图４可以看出，５—８月大风天气过程的出现
时间以１４—２０时出现的机率最多，其他月份在各个
时段内虽有差别但悬殊不大，这主要是５—８月热对
流天气加强，大风多为短暂的阵性大风天气，而持续

时间较长的大风天气过程，多与系统天气的入侵有

关，故起止时间没有明显差异。

３２　大风的空间分布特点
３２１　大风路径

当有冷空气入侵时，在阿勒泰山和沙吾尔山之

间形成一个大风区，因科克森山的阻挡而分成两股，

一股沿额尔齐斯河的河谷经布尔津县到本县北部；

另一股沿沙吾尔山与科克森山之间，经闹海风区到

布伦托海，最后两股合并东南下，横扫本县平原、丘

陵地区。风区分布见图５。

图５　福海县风区示意

３２２　大风日数的地理分布
地形与风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１０］。福海县县境总地形北高南低，呈阶梯递降。

东西自准噶尔盆地分别从南向北和自北向南方向

“倾斜”隆起，盆地心向西迁移。凹陷区逐渐沙漠化，

形成戈壁、荒漠。额尔齐斯大断裂整体上将县境分

为北部山区和南部平原两个地貌单元。山区地貌又

可分为高山带、中山带、低山带和山前冲积—洪积平

原丘陵，平原可分为两河间平原、河谷平原和沙漠。

福海县的大风日数分布是平原地区最多，其次是中、

低山区，沙漠地区最少。

３３　最多风向和最大风风向
通过对５０ａ间逐月最多风向和最大风风向的统

计，得到表１。表１中将风向方位大致划分为四个：
表１　１９５８—２００７年福海县逐月最多风向出现次数 次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偏东风 ４１ ４２ 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２ ４９ ４８
偏西风 ０ ０ ６５０ ４９ ５０ ４８ ４８ ４０ ５ ０ ０
偏北风 ０ ０ ６ ０ １ ０ ２ ２ ５ １ ０ ０
偏南风 ９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１ ２

ＮＥ、ＥＮＥ、Ｅ、ＥＳＥ和 ＳＥ划分为偏东风；ＳＷ、ＷＳＷ、
Ｗ、ＷＮＷ、ＮＷ 划分为偏西风；ＮＮＥ、ＮＮＷ、Ｎ划分
为偏北风；ＳＳＥ、Ｓ、ＳＳＷ划分为偏南风。并绘制成图
（图略）。由此可知，福海县４—９月多偏西风，而１０
月—翌年３月多偏东风，且偏西风风速大于偏东风
风速，最大风速多为偏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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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影响，我国福海县
冬季常处于蒙古冷高压后部，所以县域冬季（１０
月—翌年３月）多偏东风；４月—９月，蒙古冷高压衰
退，消失为半永久性热低压控制，故多偏西风。

因本区大风多为气压梯度风，当强冷空气入侵

时，福海县被暖空气控制，形成了明显的气压差，冷

锋后有比较明显的正的３ｈ变压，故大风强度强。而
冷空气过后，本区处于高压后部，形成东高西低的气

压场形势，此时气压梯度差不强，所以偏西风大于偏

东风。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从福海县大风日数的年变化来看，２０世纪
５０—７０年代为大风多发年代，自８０年代呈明显下降
趋势，９０年代开始下降趋势减缓，１９９３年之后年大
风日数稳定在２０ｄ。

（２）从大风日数的月际变化看，福海县大风天气
多发于春季，夏季次之，再次是秋季，而在冬季较少

出现。

（３）大风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多在 ０—５ｈ之
间，春秋季大风天气过程因“盆地冷湖作用”的减弱

（消失）或尚未形成而使得大风持续时间较长。

（４）大风天气５—８月由于热对流的作用，以午
后（１４：００—２０：００）出现的机率最多；其他月份出现
的大风多与系统天气入侵有关，起止时间差别不大。

（５）本区平原地区大风日数最多，中低山区次
之，沙漠地区最少。

（６）春夏季多偏西风，秋冬季多偏东风，且偏西
风风速大于偏东风风速，最大风速多为偏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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