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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寒潮过程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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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乌鲁木齐市气象站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最低气温资料，以日最低气
温及其降温幅度为指标，基于降温过程定义，结合《寒潮等级》（ＧＢ／Ｔ２１９８７—２００８），整理出乌鲁木齐
市近６５ａ来寒潮过程数据库，分析乌鲁木齐市寒潮过程的频数、持续日数和６项强度要素气候特征。
结果表明：（１）近６５ａ来，乌鲁木齐市共出现２６５次寒潮过程，平均每年４．１次。春季４月寒潮过程
最多，占１８．３％。寒潮异常偏多年，秋季１１月寒潮过程最多，异常偏少年，春季４月寒潮过程最多；
（２）年以及秋、冬、春季的寒潮过程频数大多在１９５０年代最多，近５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最少。秋季的
寒潮过程频数百分率在下降，而春季从１９５０年代的２８．４％增加到近５ａ的５０．０％；（３）寒潮过程持续
日数平均为２．８６ｄ，其中持续２～４ｄ的过程占７８．９％。一般寒潮和强寒潮过程持续日数以２～４ｄ为
主，而特强寒潮过程以１～３ｄ为主。在寒潮过程相对较多的春季，随寒潮等级从一般、强到特强，过
程持续日数越来越短；（４）寒潮过程降温幅度平均值为－１３．４５℃，冬季１２月的过程降温幅度最大。
过程最大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降温幅度平均值分别为－８．６４℃、－１１．７４℃和－１３．６７℃，２４ｈ降温幅
度以春季５月最为剧烈，４８ｈ和７２ｈ降温幅度均以秋季１１月最剧烈；（５）寒潮过程最低气温平均值
为－１１．５５℃，冬季１月过程最低气温平均值最低，而５月与９月的寒潮过程最低气温平均值均在０
℃以上。寒潮过程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的平均值为 －８．４８℃，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的
日气温距平偏低幅度最强的月份分别是５月、２月和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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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寒潮是中高纬度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寒潮

过程会出现强降温，还会伴有大风、暴风雪、低温等

天气现象，给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等带

来很大影响。早在 １９５０年代，陶诗言［１］和李宪

之［２］针对寒潮天气预报业务需求，对东亚寒潮进行

了分型，并且指出影响中国大陆的冷空气源地和路

径。１９８０年代，我国的寒潮中期预报研究取得进
展，北方多个省区几乎都有寒潮预报研究［３－６］，进入

２０００年代以来，寒潮天气过程分析及预报研究仍是

预报员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７－１３］，尤其在我国西北

地区，针对区域寒潮过程演变、形成机理等有大量研

究成果［１４－１８］。

寒潮过程影响区域广泛，各种研究以及各地的

预报服务业务中使用的寒潮定义有所差异。有关寒

潮的定义大致有２种：一是基于“寒潮日”的定义，
现有研究成果中最多见；二是基于“降温过程”的定

义。前者大多用某站日平均或者日最低气温要素，

定义某日的２４ｈ（或４８ｈ、７２ｈ）气温下降幅度结合
日最低气温指标，满足条件则称某地当日出现寒潮，

也就是“单站寒潮日”；区域内某日出现寒潮的站数



超过一定比例标准时，则定义为“区域寒潮日”。在

冷空气活动期间，进行逐日连续的“寒潮日”判识，

来确定单站寒潮过程或者区域寒潮过程。在我国寒

潮气候评价［１９］、全国寒潮气候特征及其变化特征研

究［２０－２１］，还有我国北方诸多区域［２２－２６］、长江流

域［２７］的寒潮气候变化特征等研究中，都基于此类寒

潮定义。后者是基于“降温过程”的定义，如钱维宏

等［２８］在研究全国寒潮变化特征时，抓住了降温过程

特征，以过程中最大１ｄ或２ｄ日最低气温降幅达到
１０℃为寒潮标准进行分析；林爱兰［２９］、伍红雨［３０］等

研究华南地区寒潮过程气候变化特征时，也是从

“过程”角度着手，不过不是“降温过程”，而是“低温

过程”，将寒潮定义为一个气温持续低于某界限温

度的过程，分为降温阶段与升温阶段，从持续时间

看，既有持续几天的天气过程，也包括持续几十天的

气候事件。上述诸多研究成果中，无论基于何种寒

潮定义，在开展寒潮气候特征或者气候变化特征研

究中，分析对象主要是寒潮日数或频数，针对寒潮过

程强度要素的定量分析极少。

乌鲁木齐地处中纬度地区，位于天山北麓，又是

新疆首府，四季分明，自１９５１年起有连续气温监测
资料。基于“降温过程”思路，细化寒潮过程的强

度指标，分析乌鲁木齐市寒潮过程频数、持续日

数、强度等要素气候特征，可提高当地寒潮天气

过程的基本规律认识，为当地寒潮灾害防御能力

提供技术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选取乌鲁木齐站日最低气温资料，资料长度从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选取当年
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为一个年度，共计６５个完整
年度。９—１１月为秋季，１２月至翌年 ２月为冬季，
３—５月为春季。
１．２　寒潮过程标准

首先确定以下定义：单站降温日、单站降温过程

（初日、终日及持续日数）、过程降温幅度、不同时段

内的降温幅度等，具体见表１。

表１　单次降温过程基本概念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概念 定义

降温日
测站日最低气温较前一天下降，即当天的△Ｔ２４＜０，则定义为一个气温下降日，简

称为降温日

降温过程、初日及终日
△Ｔ２４由≥０转为＜０的第一天定义为降温过程初日，持续到△Ｔ２４再次出现≥０的

前一天，称为降温过程终日，从过程初日到终日称为一次降温过程

持续日数 过程初终日之间（含初、终日）的天数称为降温过程持续日数

降温幅度 降温过程终日与过程初日的前一天之间的日最低气温差定义为过程降温幅度

最大２４ｈ降温幅度 降温过程中所有△Ｔ２４中的下降幅度最大者称之为过程最大２４ｈ降温

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
过程中所有△Ｔ４８中的下降幅度最大者称之为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如果降温过程

持续不足２ｄ，则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不统计

最大７２ｈ降温幅度
过程中所有△Ｔ７２中的下降幅度最大者称之为过程最大７２ｈ降温，如果降温过程

持续不到３ｄ，则过程最大７２ｈ降温不统计

最低气温 过程终日的日最低气温值

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 过程中所有日最低气温与同日多年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最大者

　　《寒潮等级》（ＧＢ／Ｔ２１９８７—２００８）给出某地（单
站）寒潮标准：以日最低气温为指标，某测站２４ｈ降
温幅度达到或超过８℃（或者４８ｈ降温幅度达到或
超过１０℃，７２ｈ降温幅度达到或超过１２℃），同时
日最低气温降到４℃或以下，记为一次寒潮。该定
义给出“寒潮日”标准，没有明确给出“寒潮过程”的

细节概念。针对上述降温过程定义（表１），将一次
过程中的最大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降温幅度以及过程
最低气温作为判识指标，再用《寒潮等级》（ＧＢ／
Ｔ２１９８７—２００８）的具体标准（表２），可直接判断某次
降温过程是否达到寒潮标准，并且可以进一步判识

出一般、强和特强３类寒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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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等级寒潮过程标准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

寒潮等级
过程最低气温

／℃

最大降温幅度

／℃

一般寒潮过程 ＴＤ≤４

－８≥△Ｔ２４＞－１０

或－１０≥△Ｔ４８＞－１２

或－１２≥△Ｔ７２＞－１４

强寒潮过程 ＴＤ≤２

－１０≥△Ｔ２４＞－１２

或－１２≥△Ｔ４８＞－１４

或－１４≥△Ｔ７２＞－１６

特强寒潮过程 ＴＤ≤０

△Ｔ２４≤－１２

或△Ｔ４８≤－１４

或△Ｔ７２≤－１６

１．３　各季寒潮过程频数统计
各季的寒潮过程频数统计标准为：过程的开始

日期与结束日期在同一季节内，则记为该季节１次
过程，如果降温过程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在２个
相邻季节内，则２个季节各记录０．５次寒潮过程。
各月寒潮过程频数统计规则相同。

１．４　各季寒潮单要素强度统计标准
各季的寒潮过程强度统计标准为：过程的开始

日期与结束日期在同一季节内，则该寒潮过程要素

参与该季节强度指标统计；如果寒潮过程的开始日

期和结束日期在２个相邻的季节内，则计算２个季
节的强度指标时均考虑该次寒潮过程的要素贡献。

各月寒潮过程单项强度统计规则相同。

２　寒潮过程频数
２．１　季节频数分布

根据上述寒潮过程定义，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
木齐市共出现２６５次寒潮过程，平均每年 ４．１次。
年平均寒潮过程频数与以寒潮日定义的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３年乌鲁木齐市单站寒潮每年３．８次、区域寒潮
每年４．０次的分析结果［３１］比较略多一些。近６５ａ
来，乌鲁木齐市秋、冬、春季分别出现８７次、７９．５次
和９８．５次寒潮过程，单季出现寒潮频数最多的是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冬季（５次）。近 ６５ａ，乌鲁木齐市年以
及秋、冬、春季的寒潮过程频数年际间差异极大。

１９５２年出现寒潮过程最多（１０次），而１９７２年未出
现寒潮过程；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８年秋季寒潮过程最
多（４次）；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冬季寒潮过程最多（５次）；
１９５９年春季寒潮过程最多（４次）。

由表３可见，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共出

现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频数分别为 １５７次、５６
次和５２次，平均每年２．４２次、０．８６次和０．８０次，分
别占寒潮过程总频数的５９．２％、２１．１％和１９．６％。
一般寒潮过程最多的年份是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１９７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和１９９３年，出现５次，强和特强寒潮过
程出现最多的年份分别是１９８６年（４次）和１９５３年
（５次）。６５ａ来没有出现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
的年份分别有９ａ、２５ａ和３０ａ。
６５ａ中的秋、冬、春季分别出现一般寒潮过程

４９次、４９次和５９次，占一般寒潮过程总数的３１．２％、
３１．２％和３７．６％；秋、冬、春季分别出现强寒潮过程
２１次、１４次和２１次，占强寒潮过程总数的３７．５％、
２５．０％和３７．５％；秋、冬、春季分别出现特强寒潮过
程１７次、１６．５次和１８．５次，占特强寒潮过程总数
的３２．７％、３１．７％和３５．６％。一般、强和特强寒潮
过程均以春季出现频率最高，冬季相对最少。

２．２　月频数分布
由表４可见，６５ａ来，乌鲁木齐市４月、１１月出

现寒潮过程最多，分别为４８．５次和３８．５次，占寒潮
过程总数的１８．３％和１４．５％，９月最少，仅１２．５次，
占寒潮过程总数的４．７％。一般与强寒潮过程均以
４月最多、９月最少，４月出现一般寒潮过程 ２６．５
次，占一般寒潮过程总数的１６．９％，出现强寒潮过
程１２次，占强寒潮过程总数的２１．４％；特强寒潮过
程以１１月最多，出现１５次，占特强寒潮过程总数的
２８．８％，９月未出现。可见，乌鲁木齐市寒潮过程频
数月分布呈双峰型，春季４、５月和秋季１０、１１月有
２个高发阶段，４月寒潮过程频数最多。一般、强以
及特强寒潮过程频数月分布同样呈双峰型，但一般

和强寒潮过程的主峰是４月，特强寒潮过程的主峰
是１１月。

从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中挑选出年寒潮过程频数≤２
次的年份为异常偏少年，共有１８ａ，年寒潮过程频数
≥６次的年份作为异常偏多年，共有１９ａ。分别合
成统计寒潮过程频数异常偏少、偏多年的寒潮过程

频数月分布，进行比较。

由图１可见，６５ａ来，乌鲁木齐市４月寒潮过程
最多，平均每年０．７５次，其它月份寒潮过程频数明
显少于４月，次峰值在１１月，平均每年０．５９次。在
１９个寒潮过程异常偏多年，寒潮过程频数的月分布
呈双峰型，１１月最多，平均每年１．１１次，次峰值出
现在４月，平均每年０．９５次。在１８个寒潮过程异
常偏少年，寒潮过程频数的月分布呈单峰型，４月最
多，平均每年０．４２次。在寒潮异常偏多年，秋季寒
潮过程最多，而在寒潮异常偏少年，春季寒潮过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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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近６５ａ乌鲁木齐市不同等级寒潮过程频数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６５ｙｅａｒｓ

季节

一般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强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特强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秋季 ４９ ３１．２ ２１ ３７．５ １７ ３２．７ ８７ ３２．８

冬季 ４９ ３１．２ １４ ２５ １６．５ ３１．７ ７９．５ ３０

春季 ５９ ３７．６ ２１ ３７．５ １８．５ ３５．６ ９８．５ ３７．２

年度 １５７ １００ ５６ １００ ５２ １００ ２６５ １００

表４　近６５ａ乌鲁木齐市不同等级寒潮过程频数月际分布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６５ｙｅａｒｓ

月份

一般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强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特强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寒潮

频数

／次

百分率

／％

９月 １０ ６．４ ２．５ ４．５ ０ ０ １２．５ ４．７

１０月 ２５ １５．９ ９ １６．１ ２ ３．８ ３６ １３．６

１１月 １４ ８．９ ９．５ １７ １５ ２８．８ ３８．５ １４．５

１２月 １６．５ １０．５ ３ ５．４ ８ １５．４ ２７．５ １０．４

１月 １６．５ １０．５ ５ ８．９ ４．５ ８．７ ２６ ９．８

２月 １６ １０．２ ６ １０．７ ４ ７．７ ２６ ９．８

３月 １３．５ ８．６ ５ ８．９ ３．５ ６．７ ２２ ８．３

４月 ２６．５ １６．９ １２ ２１．４ １０ １９．２ ４８．５ １８．３

５月 １９ １２．１ ４ ７．１ ５ ９．６ ２８ １０．６

年度 １５７ １００ ５６ １００ ５２ １００ ２６５ １００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寒潮过程频数异常偏多、

偏少年的月寒潮过程频数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多；寒潮过程频数异常偏多年与偏少年比较，偏多年

的各月寒潮频数都高于偏少年；春季４月的寒潮频

数差异最小，无论是偏多年或是偏少年，出现寒潮过

程均比较多；偏多年的秋季１０月和１１月寒潮过程
频数明显多于偏少年，两者之间的差异最大。

２．３　频数年代际分布
从１９５１年起，统计乌鲁木齐市每个年代际寒潮

过程频数的年平均值，包括年度以及秋、冬、春季不

同时间尺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年代际

各季的寒潮过程频数占年度频数的百分率，结果见

表５。
１９５０年代乌鲁木齐市平均每年出现寒潮过程

５．８次，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平均每年出现２．４次，减少
５８．６％。秋、冬、春季的寒潮过程频数１９５０年代最
多，平均每年分别出现２．２０次、１．９５次和１．６５次，
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最少，平均每年分别出现０．４０
次、０．８０次和 １．２０次，各减少 ８１．８％、５９．０％和
２７．３％。秋、冬、春季的寒潮过程频数占年度总数的
百分率年代际特征有明显差异，秋季寒潮过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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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１９５０年代的３７．９％下降到近５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１６．７％，冬季寒潮过程百分率大致呈逐年代

际波动变化，而春季寒潮过程百分率从１９５０年代的
２８．４％增加到近５ａ的５０．０％。

表５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寒潮过程频数的年代际分布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时段

年均发生

次数

／次

秋季

发生次数

／次

百分率

／％

冬季

发生次数

／次

百分率

／％

春季

发生次数

／次

百分率

／％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 ５．８ ２．２０ ３７．９ １．９５ ３３．６ １．６５ ２８．４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４．１ １．８０ ４３．９ １．０５ ２５．６ １．２５ ３０．５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３．６ ０．８０ ２２．２ １．５５ ４３．１ １．２５ ３４．７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４．６ １．５０ ３２．６ １．１０ ２３．９ ２．００ ４３．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４．２ １．５０ ３５．７ １．００ ２３．８ １．７０ ４０．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３．０ ０．７０ ２３．３ ０．９０ ３０．０ １．４０ ４６．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４ ０．４０ １６．７ ０．８０ ３３．３ １．２０ ５０．０

３　过程持续日数特征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持

续日数在１～８ｄ，平均２．８６ｄ。其中持续２ｄ、３ｄ和
４ｄ的寒潮过程最多，分别出现 ７８次、９０次和 ４１
次，占寒潮过程总数的２９．４％、３４．０％和１５．５％，合
计达７８．９％；持续日数６ｄ及以上的寒潮过程频数
极少，均不足２％（表６）。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
平均持续日数分别为２．８７ｄ、２．７５ｄ和２．９２ｄ。其
中一般与强寒潮过程持续日数均以２～４ｄ为主，分
别占同级别寒潮过程总数的７９．６％和８０．４％；而特
强寒潮过程持续日数以１～３ｄ为主，合计占特强寒

表６　乌鲁木齐市不同持续日数的寒潮过程频数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ａｙ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过程持续

日数／ｄ

一般寒潮

／次

强寒潮

／次

特强寒潮

／次

寒潮

／次

１ １８ ７ ６ ３１

２ ４６ １７ １５ ７８

３ ５２ １９ １９ ９０

４ ２７ ９ ５ ４１

５ １０ ４ ４ １８

６ ２ ２ ４

７ １ １ ２

８ １ １

合计 １５７ ５６ ５２ ２６５

潮过程总数的７６．９％。在寒潮过程相对较多的春
季，随寒潮等级逐渐增强，过程持续日数越来越短。

秋、冬、春季的寒潮过程平均持续日数分别为

３．０４ｄ、３．４１ｄ和２．３１ｄ（表７），冬季平均持续日数
最长、秋季次之、春季最短。

表７　乌鲁木齐市年以及季不同等级
寒潮过程平均持续日数（单位：ｄ）

Ｔａｂ．７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ａｙｓｏｆｃｏｌｄ
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Ｕｎｉｔ：ｄ）

季节 一般寒潮 强寒潮 特强寒潮 寒潮

秋季 ３．０２ ２．９５ ３．２２ ３．０４

冬季 ３．３５ ３．２１ ３．７２ ３．４１

春季 ２．４２ ２．２４ ２．０５ ２．３１

年度 ２．８７ ２．７５ ２．９２ ２．８６

４　降温幅度
４．１　寒潮过程降温幅度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降
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３．４５℃，秋、冬、春季平均值分
别为－１３．８６℃、－１４．３７℃和 －１２．５４℃，冬季寒
潮过程降温最剧烈。从月尺度来看，寒潮过程降温

幅度最大是１２月，其次是１１月和１月。１５７次一
般寒潮过程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２．０１℃，秋、冬、
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２．１１℃、－１２．７５℃和
－１１．３８℃；５６次强寒潮过程降温幅度平均为
－１４．２５℃，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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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６℃和 －１３．３２℃；５２次特强寒潮过程降温
幅度平均 －１６．９６℃，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７．８１℃、－１８．４３℃和 －１５．３４℃。一般、强和
特强寒潮过程均以冬季过程降温最大，春季相对缓

和，３个级别的寒潮过程中冬季与春季的过程降温
幅度平均值之差分别为１．３７℃、１．７４℃和３．０９℃。
从月尺度来看，一般、强以及特强寒潮过程降温幅度

均以１２月最大（图２）。

图２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降温幅度月际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４．２　过程最大２４ｈ降温幅度
由图３可以看出，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

２６５次寒潮过程的最大 ２４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８．６４℃，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８．４７℃、
－８．１９℃和－９．１９℃，春季２４ｈ降温最剧烈。从
月尺度来看，寒潮过程最大２４ｈ降温最剧烈的是５
月，其次是４月。１５７次一般寒潮过程最大２４ｈ降
温幅度平均值为－７．６２℃，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
为－７．２８℃、－７．２６℃和－８．１３℃；５６次强寒潮过
程的最大２４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９．０７℃，秋、冬、
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９．０３℃、－８．４０℃ 和
－９．５６℃；５２次特强寒潮过程的最大２４ｈ降温幅
度平均值为 －１１．２６℃，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１３℃、－１０．６７℃和 －１２．１５℃。一般、强和
特强寒潮过程均以春季２４ｈ降温幅度最大、冬季相
对缓和，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的最大２４ｈ降温
幅度均以５月最大。
４．３　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

从图４看出，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２３４次
寒潮过程的持续日数在２ｄ或以上，其中一般、强和
特强寒潮过程分别为１３９次、４９次和４６次。２３４次
寒潮过程的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１１．７４℃，

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１１．９８℃、－１１．５４℃和
－１１．７２℃，以秋季４８ｈ降温最剧烈。从月尺度来
看，寒潮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最大的是１１月，其
次是４月。１３９次一般寒潮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
的平均值为 －１０．３９℃，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４５℃、－１０．１７℃和 －１０．５６℃，春季寒潮过
程４８ｈ降温最剧烈；４９次强寒潮过程的最大４８ｈ
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２．５１℃，秋、冬、春季的平均
值分别为－１３．００℃、－１１．９２℃和 －１２．４１℃，秋
季寒潮过程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最大；４６次特强寒潮
过程的最大４８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１４．９７℃，秋、
冬、春季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５．０３℃、－１４．７２℃和
－１５．２３℃。一般寒潮过程的最大４８ｈ降温最剧烈
的是９月，其次是４月；强寒潮过程最剧烈的是１０
月，其次是９月；而特强寒潮过程最剧烈的是１月，
其次是４月。

图３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２４ｈ
最大降温幅度月际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ｉｎ２４ｈｏｕ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ｄ
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图４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４８ｈ
最大降温幅度月际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ｉｎ４８ｈｏｕｒｓ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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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过程最大７２ｈ降温幅度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有１５６次寒潮过程

的持续日数在３ｄ或以上，其中一般、强和特强寒潮
过程分别为９３次、３２次和３１次。１５６次寒潮过程
的最大７２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３．６７℃，秋、冬、
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３．９０℃、－１３．９９℃和
－１２．８５℃。寒潮过程最大７２ｈ降温幅度最大的是
１１月，其次是１２月。９３次一般寒潮过程最大７２ｈ
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２．２０℃，秋、冬、春季平均值
分别为－１２．２０℃、－１２．３３℃和 －１２．０８℃；３２次
强寒潮过程的最大 ７２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４．４３℃，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４．４４℃、
－１４．７７℃和 －１３．７０℃；３１次特强寒潮过程的最
大７２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 －１７．３０℃，秋、冬、春季
平均值分别为－１７．８２℃、－１７．５６℃和－１５．７０℃。
一般和强寒潮过程的最大７２ｈ降温幅度以冬季最
大，而特强寒潮过程以秋季最大。一般寒潮过程最

大７２ｈ降温幅度最大的月份是１１月，其次是４月；
强寒潮过程最大７２ｈ降温最剧烈的月份是９月，其
次是２月；而特强寒潮过程降温最剧烈的月份是１
月，其次是１１月（图５）。

图５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最大
７２ｈ降温幅度月际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ｉｎ７２ｈｏｕ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ｄ
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５　过程最低气温及其距平
５．１　过程最低气温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最
低气温平均值为 －１１．５５℃，秋、冬、春季平均值分
别为－８．８３℃、－２４．０５℃和－４．４０℃，冬季最低，
春季最高，两者相差１９．６５℃。１月的寒潮过程最

低气温最低，达－２４．４１℃，５月与９月的寒潮过程
最低气温平均值均在０℃以上。１５７次一般寒潮过
程最低气温平均值为－９．７４℃，秋、冬、春季平均值
分别为－５．５８℃、－２２．２６℃和 －３．１９℃，冬季最
低，春季最高，两者相差１９．０７℃；５６次强寒潮过程
与５２次特强寒潮过程的最低气温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３６℃和 －１７．２０℃，冬、春季差值分别为
１９．０８℃和２１．６９℃。一般寒潮与强寒潮过程最低
气温平均值均以１月最低，而特强寒潮的过程最低
气温平均值以１２月最低（图６）。

图６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
最低气温的月际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

５．２　过程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日

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平均值为 －８．４８℃，
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８．７０℃、－８．５０℃和
－８．４９℃。寒潮过程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
度以１１月最大，其次是５月。１５７次一般寒潮过程
的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的平均值为

－７．１２℃，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７．０７℃、
－６．５９℃和－７．６６℃；５６次强寒潮过程的日最低
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的平均值为 －８．９６℃，秋、
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９．０１℃、－８．８５℃和
－８．９８℃，秋季偏低幅度最大；５２次特强寒潮过程
的日最低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的平均值为

－１２．０８℃，秋、冬、春季平均值分别为 －１２．８９℃、
－１３．６４℃和 －１０．５７℃，冬季的距平偏低幅度最
大。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的日最低气温距平最

大偏低幅度最大的月份是５月、２月和１２月（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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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级别寒潮过程日最低气温
距平最大偏低幅度月际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ｏｗ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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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论
（１）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出现寒潮过程

２６５次，平均每年４．１次，一般、强和特强寒潮分别
出现１５７次、５６次和５２次。６５ａ来乌鲁木齐市寒
潮过程以春季最多，占３７．２％。寒潮过程频数的月
分布呈双峰型，在１０、１１月和４、５月有２个高发阶
段。一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出现最多的月份分别

是４月、４月和１１月。寒潮过程频数异常偏多年与
偏少年比较，偏多年的各月寒潮频数都高于偏少年，

其中春季４月的寒潮频数差异最小，出现寒潮均比
较多。偏多年的秋季１０月和１１月寒潮过程明显高
于偏少年。

（２）全年以及秋、冬、春季寒潮过程频数的年代
际分布特征具有一致性，１９５０年代最多，近 ５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最少。各季寒潮过程频数占年总
数的百分率的年代际分布有明显差异，秋季寒潮过

程百分率从 １９５０年代的 ３７．９％下降到近 ５ａ的
１６．７％，而春季寒潮过程百分率从１９５０年代的不足
３０％增加到近５ａ的５０％。

（３）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的持续日数１
～８ｄ不等，平均２．８６ｄ，其中持续２～４ｄ的过程占
７８．９％。一般与强寒潮过程持续日数均以２～４ｄ
为主，而特强寒潮过程以１～３ｄ为主。在寒潮过程
相对较多的春季，随寒潮等级从一般、强到特强，过

程持续日数越来越短。

（４）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寒潮的过程降
温幅度平均值为－１３．４５℃，以１２月的过程降温幅度
最大。过程最大２４ｈ降温幅度平均值为－８．６４℃，
春季５月降温最为剧烈。过程最大４８ｈ、７２ｈ降温

幅度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７４℃和 －１３．６７℃，均以
秋季１１月的降温幅度最大。

（５）乌鲁木齐市２６５次寒潮过程的最低气温平
均值为－１１．５５℃，１月最低，达到 －２４．４１℃，５月
与９月寒潮过程的最低气温平均值均在０℃以上。
一般和强寒潮过程的最低气温平均值均以１月最
低，而特强寒潮过程以１２月最低。寒潮过程日最低
气温距平最大偏低幅度的平均值为 －８．４８℃，一
般、强和特强寒潮过程的日气温距平偏低幅度最强

的月份分别是５月、２月和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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