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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 年冬季 月至次年 月 威海市降雪量和 时探空及地面资料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威海市

年中冬季共出现 个暴雪日 平均每年有 个暴雪日 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的天气系统为冷涡深槽和南支槽两

大类 其中主要影响系统为冷涡深槽类 发生 次 ∀

关键词  暴雪  气候特征  天气系统分类

引言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 威海市位于其最东端 北海

岸位于黄海北部 西与渤海相邻 ∀冬季 当强冷空气

东移南下 经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时 常常是山东半

岛龙口以西是晴空少云天气 而龙口以东的山东半

岛北部 !东部则雪花纷纷 ∀这种特定季节 !特殊地理

条件下的降雪 在有利的天气形势下 会出现大雪到

暴雪 ∀如 年 月 日文登受东北低涡后的

强冷空气影响 日最大降雪量为 1 这种暴雪

天气一般伴有持续几天的很低的气温和西北大风

常常给工农业生产 特别是交通 !运输 !电信等带来

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本文对这种暴

雪天气进行了气候统计分析 以期提高对这种天气

的认识 提高暴雪预报准确率 ∀

 资料和暴雪日的统计标准

选用 ∗ 年 月至次年 月威海市环

翠区及所辖 个县 市 的 ∗ 时 北京时 下同

降雪量资料 时的实时探空资料和地面资料 ∀

暴雪日的标准是根据国家气象局降水量级划分

的规定 选取威海市环翠区及所辖县市的 月至次

年 月 ∗ 时的纯降雪量 只要有一个站的降雪

量大于等于 1 即为一个暴雪日 ∀按这一标准

统计 ∗ 年冬季威海市共出现 个暴雪

日 平均每年有 个暴雪日 ∀

 暴雪的气候特征

威海市冬季暴雪最早出现于 月上旬

年 月 日 最晚发生在 月中旬 年 月

日 ∀通过对 ∗ 年的冬季暴雪气候特

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威海市冬季暴雪具有明

显的年际 !月际变化 ∀

1  年际分布

∗ 年威海市暴雪日的年际分布极不

均匀 图 ∀其中最多的为 年 出现 个暴雪

日 而 ! ! ! ! ! ! !

年未出现暴雪 ∀

图  威海市 ∗ 年冬季暴雪日的年际变化

1  月际分布

1 1  暴雪发生频数

威海市暴雪发生在 月至次年 月 各月发生

频数差别较大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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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威海市 月至次年 月暴雪发生频数

月 月 月 月 合计

频数

百分率 1 1 1 1

由表 可见 威海市的暴雪主要集中于 月和

月 月最多 发生 次 占总次数的 1

其次为 月 发生 次 占总次数的 1 最少

的是 月 只发生 次暴雪 ∀

1 1  各站暴雪月际分布特征

表 给出了威海市环翠区及各县站暴雪的月际

分布 表 显示 各站的暴雪日冬季各月出现的次数

差别很大 环翠区 月暴雪日最多 文登和荣成

月暴雪日最多 乳山只出现 次暴雪 月只有文登

出现 次暴雪 其余各站均未出现暴雪 ∀
表  威海市各县 市 暴雪日次数月际分布

月 月 月 月 合计

环翠区

文  登

荣  成

乳  山

1  威海市暴雪的地理分布特征

威海市各站暴雪天气的地理分布极不均匀 靠

近山东半岛北海岸发生次数多 靠近南海岸次数少

具体为 ∗ 年文登发生的次数最多 为

次 环翠区次之 次 荣成 次 乳山最少 为 次

 造成威海市暴雪的天气系统分类

通过对 个暴雪的样本分析 造成威海市暴雪

的天气系统按 ° 天气形势可分为冷涡深槽和

南支槽两大类 其中主要影响系统为冷涡深槽类 发

生 次 占 1 南支槽类只发生 次 占

1 ∀

1  冷涡深槽类

冷涡深槽类天气系统是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的

主要天气系统 发生在 月 ! 月和 月 ∀冷涡深

槽类可分为 种天气形势 冷涡 !冷涡横槽 !北支槽

图 给出冷涡深槽类 ° 环流形势 ∀

1 1  冷涡

冷涡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共 次 占总暴雪日的

1 这种类型的高空天气形势和地面流场为

暴雪发生的前一天 时 ° 高空图上高压

脊位于贝加尔湖西 即 β ∗ β∞ 脊前黑龙江到河

套地区为北支槽 槽区后有较强的冷中心 河套东部

到长江中游为南支槽 南支槽前出现大于 的

西南急流 急流向北输送到 β ° 天气图上

新疆到河套为高压控制 在东北的中部有一低压 低

压槽到达渤海 槽后有明显的冷平流 高压脊前在

β ∗ β β ∗ β∞等温线密集区呈东北 ) 西

南走向 风场与温度场成近 β交角 冷锋锋区非常

明显 在地面图上山东半岛处于冷锋后高压前的北

风流场里 ∀这种形势有利于高空槽在东移过程中发

展 !加深而生成冷涡 ∀暴雪发生的当天 时

° 高空图上低涡位于 β ∗ β β ∗

β∞ 低涡中心位于大连到黄海北部 低涡后 β

附近为横槽 低涡底部 β 以南为南支槽 槽前为

大于 的西南急流 图 ° 高空图上

低涡位于 β ∗ β β ∗ β∞ 低涡后在渤海有

横槽 地面图上在山东半岛东部到渤海为东北风和

西北风的切变或有冷锋经过山东半岛 ∀这种形势的

主要特点是冷涡偏南 高空北支冷槽在东移南下的

过程中明显发展 !加深 生成冷涡 且主要影响威海

市的东部 !北部地区 ∀

图  威海市冬季暴雪发生日冷涡深槽类 ° 环流形势

冷涡  冷涡横槽  北支槽 细线为等高线 粗线为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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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冷涡横槽

冷涡横槽是冷涡深槽类中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

最多的天气系统 共发生 次 占总暴雪日的

1 ∀其高空天气形势和地面流场为

暴雪发生的前一天 时 ° 高空图上 β

∗ β∞为长波高压脊 高压脊经向度较大 一般向

北伸到 β 以北 且呈南 ) 北或北东北 ) 南西南

走向 同时在 β ∗ β β ∗ β∞有一低涡 低

涡后高压脊前有横槽 横槽后冷平流较强 地面冷高

压位于蒙古中部 同时日本海有一低压 与低压对应

的地面冷锋已移出山东半岛 ∀随着冷空气的补充南

下 到暴雪发生的当天 时 ° 高空图上低涡

东移南压 涡后横槽位于 β ∗ β β ∗ β∞

槽后冷空气明显加深 图 在地面图上蒙古高压

稳定少动 日本海低压缓慢东移 与高空横槽对应的

副冷锋南下影响山东半岛 地面流场在渤海到黄海

北部为反气旋弯曲 ∀

这种类型的降雪 一般冷涡很深 东移缓慢 在

暴雪出现后还会出现几天的阵雪天气 且气温持续

很低 ∀当山东半岛上空的脊前西北气流不再有新的

冷空气补充南下 地面转为高压控制时 阵雪天气才

会结束 ∀

1 1  北支槽

北支深槽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为 次 占总暴

雪日的 1 ∀其天气形势主要特征为

暴雪发生的前一天 时 ° 高空图上高压

脊线位于 β ∗ β∞附近 高压脊一般为南北走向

在 β ∗ β β ∗ β∞为一北支横槽 槽后有

明显的冷空气 ° 天气图上 β ∗ β β ∗

β∞等温线密集 南北温差大于 ε 等压线与等

温线几乎垂直 在地面图上高压中心位于河套地区

与北支横槽对应的冷锋位于蒙古东部到华北地区 ∀

暴雪发生当日 时 ° 高空图上高压脊东移

横槽东移南压并转竖 图 地面冷锋经过山东半

岛东移入海 ∀

这种类型的暴雪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南下 !地面

冷锋的过境而结束 暴雪后一般是短时间的阵雪或

不再有降雪 ∀

1  南支槽类

此类造成威海市暴雪的几率很小 历史上只发

生 次 即 年 月 日 ∀这种类型的高空天

气形势和地面流场为

暴雪发生的前一天 时 ° 高空图上 有

弱的北支槽 在青藏高原东侧为一较深的南支槽 槽

前在 β 以南的偏西气流或西南气流大于

° 天气图上 在 β ∗ β β ∗ β∞有低

压 低压东侧有东北 ) 西南向的切变线 位于 β ∗

β 切变线南侧南风较大 β∞以东有 的

急流出现 且有温度露点差 Τ Τδ 小于 ε 的大

范围暖湿空气向北输送 在地面图上 从蒙古中部经

河套地区到四川盆地为低压带 山东半岛受刚转入

冷锋后的偏北风流场影响 ∀到暴雪发生当天 时

° 高空图上弱的北支槽东移到河套东部 南支

槽移到成都 ) 昆明 槽前西南气流加大 出现大于

的 ≥ • 急流 ° 天气图上在成都附近有

西南低涡 低涡东侧的切变线向东北伸到济南 同时

在平壤到青岛之间有一西风与东北风的切变线 切

变线南侧 ≥ • 气流向北输送到青岛 在地面图上长

江下游南京南部有一低压 低压倒槽主体在 β

以南 山东半岛东部处于倒槽北部东到东北风流场

里 图略 ∀

 小结

威海市冬季暴雪主要发生在 月至次年

月 占冬季暴雪的 1 其中 月发生的暴雪最

多 ∀暴雪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 文登发

生的最多 环翠区次之 乳山最少 ∀

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的天气系统按 °

高空天气形势分为冷涡深槽类和南支槽类 冷涡深

槽类是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的主要天气系统 其又

分为冷涡 !冷涡横槽和北支槽 种天气形势 ∀冷涡

横槽造成威海市冬季暴雪的几率最大 占总暴雪日

的 1 ∀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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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构造数据属性结构 外接凸多边形 !内接凸多边

形 !行政隶属关系 并将属性结构按二进制方式存

储 ∀

边界数据的组织程序不需经常运行 因此 我们

将之设计成独立的运行程序 ∀

 ΠΙΧΣ的使用

° ≤≥使用非常方便 可以在卫星遥感处理系统

运行之前或之后启动 ∀启动后系统在 • ⁄ • ≥

任务栏上显示一个图标 它不影响其他程序的任何

操作和正常运行 如果不需要提示系统时 可在图标

上按下鼠标右键退出 ∀通过较长时间的应用检验

查询的准确率达 查询到省 地 市 县

乡镇 级 没有村组的边界数据 所费时间一般不超

过 秒 几乎达到按下鼠标左键即显示查询结果

的效果 ∀

虽然 ° ≤≥是针对极轨气象卫星遥感应用处理

系统而设计的 但 ° ≤≥建立的是截获全系统鼠标

消息技术 凡是具有在状态条上提示经纬度信息的

应用程序 都可以启动 ° ≤≥进行地名的查询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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