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主导风向及风速分布 
温 ’洛，陈建新，陈 燕 

(南阳市专业气象台，河南 南阳 473000) 

摘 要：利用南阳市1954～1999年风历史资料，分析了南阳市年、季主导风向及风速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地 

形对风向风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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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城市规划和工程建筑必须考虑的气象因子。为更好 

地服务于城市工程建设，提高专业气象服务质量，利用南阳市 

40年风观测资料，分析了南阳市的主导风向和各级风速出现 

的频率，并分析了地形对风向风速的影响。 

l 资料来源和处理 

所用资料是南阳市观测站 1954～1999年逐 日风向风速 

观测资料，利用Visual Foxpro6．0和Visual basic 6．0对40年 

逐日风向风速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自动处理，最后绘制出40 

年的年平均、季平均风向频率玫瑰图以及年、季平均风速和年 

大风日数分布折线图，为分析风资料提供更加直观和定量化 

的科学依据。 

2 风向统计分析 

2．1 年风向频率 

由南阳市40年平均风向频率玫瑰图(图略)可以看出： 

南阳市年平均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年平均频率为17．63％；年 

频率次于东北风的是西南风，年频率为6．53％；年频率最小 

的是西西北风，年频率仅 1．07％。 

2．2 季风向频率 

2．2．1 春季风向频率 

春季是冬季风向夏季风的过渡时期，大陆气团逐渐减弱，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西南气流不断向北输送，故南阳 

市在春季南风开始增多，但由于受盆地地形的影响。出现频率 

最大的仍然是东北风向，其出现频率高达16．92％。 

2．2．2 夏季风向频率 

夏季南阳高空西风带减弱北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主 

要受热带海洋气团控制，因而是夏季风鼎盛时期，南风、西西 

南风频率达到最大，分别为7．20％、7．87％，但它们仍不是该 

季节的主导风向，主导风向仍然是东北风，其频率为15％。 

2．2．3 秋季风向频率 

秋季是夏季向冬季的过渡时期，也是夏季风向冬季风转 

换时期，东北风出现的频率接近冬季，频率为18．9％，所以该 

季节的主导风向仍是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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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冬季风向频率 

冬季南阳市主要受极地大陆气团影响，高空处于西风带 

控制之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引导下，大陆气团和变性极地大 

陆气团不断向南侵袭，受其影响，冬季盛行偏北风。东北风频 

率为19．75％，达到了最大；其次是东东北风，其频率为 

12．41％ 。 

3 风速统计分析 

3．1 平均风速年际分布 

由南阳市40年年平均风速分布折线图(图略)可以看 

出：年平均风速20世纪50—60年代较70年代大，为3 m／s左 

右；80年代的年平均风速最小，在2 m／s之下；90年代有所回 

升，但仍没有超过50—60年代。 

3．2 平均风速季节分布 

四季中，冬、春两季的平均风速较大，分别为2．4 m／s和 

2．6 m／s；秋季的平均风速最小，只有2 m／s；夏季的平均风速 

介于冬、春和秋季平均风速之间。 

由于春季是南北暖空气和冷空气交换最为频繁活跃的季 

节，西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在南阳市上空势力相当，天气时冷时 

暖，阴晴多变，大风日数较多，所以春季的平均风速比较大。 

3．3 大风日数年际分布 

南阳市年大风日数从20世纪70年后明显下降，80年代 

在 l0次以下，9o年代在5次以下，1997—1998年间则无大风 

日出现。 

3．4 各级风出现的频率 

南阳市2级风出现的频率最大，0级次之，1级和3级风 

出现的频率最小。 

4 地形对风向的影响 

南阳市的主导风向为东北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是受大气环流形势和季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南阳的 

地形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全区三 

面环山，素有“南阳盆地”之称，西北部有伏牛山，东南部有桐 

柏山，呈自盆地东北向西南方向倾斜的扇形地带，在盆地的东 

北角有一缺口，新野、邓州为盆地南部的出口。这种特殊的地 

形，也是造成南阳市东北风异常活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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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9，、，20日河南省强风暴天气分析 
张一平，席世平，康文瑛 
(河南省气象台．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从大尺度天气形势、省区域小天气图、物理量场、层结稳定度等方面，分析了2003年6月l9—20日河 

南区域强风暴天气过程的成因，并从反射率因子和平均径向速度场上分析了雷达回波的演变和典型特征，特别是超 

级单体回波典型特征及移动特征、外流边界(弧状云线)回波特征等，找出了两次过程的异同点。 

关键词：强风暴；中尺度系统；稳定度；强天气警戒指数；雷达回波特征 

中图分类号：P458．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6372(2004)03—0023—02 

1 天气概况 3 省区域小天气图分析 

2003年6月19日13—20时，焦作、济源、洛阳、三门峡、平 

顶山、南阳、许昌7市出现了强对流风暴，瞬时最大风速20．6 

rn／s，冰雹最大直径20 n'l／n，3 h最大降水量88 n'l／n(禹州 l6一l9 

时)；20日13—20时，南阳、周口、平顶山、许昌、郑州、开封、商 

丘、新乡、鹤壁、安阳l0市出现了强对流风暴，瞬时最大风速28 

rn／s，冰雹最大直径30 n'l／n，18站出现了短时暴雨，7站出现短 

时大暴雨，降水范围和平均降水量均比19日显著。 

2 大尺度天气形势 

500 hPa图上，19日08时，周口、平顶山、灵宝至陕西中 

部有一高空辐合线。20日08时，延安、安康到成都一线有一 

浅槽，沿黄河北有一条弱辐合线，到20时在河南中部出现一 

弱的三合点，郑州到长沙为槽线，开封到日照为辐合线。 

700 hPa图上，19日08时可以看到，河南未来有可能转 

入弱高压脊后部，20日08时转入高压脊后部弱的偏南气流 

里，沿黄河北岸有一较短的切变，内蒙古西部负变温区逐渐向 

东南移动，降温不太明显。 

850 hPa图上，19日08时河南西部有一浅槽，20日08时河 

南位于沿海高压后部偏南到偏西南气流里，沿海高压略有加强。 

地面图上，19日08时大兴安岭到中蒙边境上有一条冷 

锋缓慢东移，西端尾部不断有小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山 

西、陕西和河南，河北中部到河南西北部有一条冷锋，锋后在 

山、陕中部已出现一个小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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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ll时，河南西部山区为一大片辐合区，辐合中心在 

卢氏、嵩县之间，3 h负变压中心和辐合中心相对应；14时南 

阳北部、三门峡和登封为3个辐合中心；17时辐合中心在济 

源和焦作之间。以上中尺度系统和强风暴的发生有很好的对 

应关系，20时强风暴结束后，辐合中心变为辐散中心。 

20日ll、l4、l7时河南东部均有4—6 m／s的偏南风；ll 

时，新乡、登封、宝丰到邓州有一风向风速辐合线，平顶山、许昌 

有明显的风速辐合，宝丰、方城、舞阳出现了3 h负变压中心； 

l4时，洛阳、南阳、平顶山、许昌、周口等地区出现大面积较大 

的3 h负变压区，其中心在襄城，为一2．6 hPa，风场上鲁山、宝 

丰和汝阳之间及襄城、许昌、临颍之间各有一气旋性辐合中心， 

这两个气旋性辐合中心位于3 h负变压中心附近。地面图上 

的风向风速辐合和气旋性辐合触发了20日的强对流天气。 

4 物理量场诊断 

4．1 K指数 

值越大，表示大气越温暖，水汽越充分，层结越不稳定。 

K~>30℃可发生分散雷暴，≥35℃可产生成片雷暴和暴雨。 

19日08时32℃线包围河南京广线以西大部分地区，和19日 

河南发生强风暴的区域吻合。20日08时， 值继续增大， 

32℃线控制河南大部分地区，36℃线位于河南中部。实况 

为20日河南不但出现强对流天气，而且降水量普遍增大， 

值大值区和强天气区基本吻合。 

4．2 Sweat指数 

Sweat指数主要用于监测强对流天气，也称强天气威胁指 

5 结 语 

① 南阳市一年四季东北风出现的频率均为最大，年主导 

风向为东北风，其次为西南风。 

② 一年四季中，春季的平均风速最大，秋季的平均风速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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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年平均风速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呈下降 

趋势，90年代略有回升，但仍没有超过50—6o年代。 

④ 年大风日数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呈下降 

的趋势。年平均风速和年大风日数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 

与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冷空气的势力渐弱有关，另外也与城 

市高层建筑的增多和树木绿化面积的增大有关。 

· 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