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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寒潮的气候特征与冬季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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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９６２～２００８年河北省１４２站逐日气温资料，对河北省寒潮天气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进行
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寒潮天气年际、月际变化大，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寒潮出现次数总

的趋势是减少的；寒潮区域分布表现为由西北高原山地向东南平原递减的规律；降温幅度与地理特征

关系明显，北部地区降温幅度比南部地区大，而南部的低洼地区及沙地等地区降温幅度也比较大；极

端最低气温分布为内陆低、沿海高，高纬低、低纬高，南北差别大；寒潮减少与冬季增暖的趋势有明显

相关性，河北省冬半年平均气温呈波动性上升趋势，而平均最低气温上升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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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寒潮天气过程是一种大范围的强冷空气活

动过程［１］。寒潮天气的主要特点是剧烈降温和

大风，有时还伴有雨、雪、雨淞或霜冻。寒潮是河

北省乃至全国最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寒潮带

来的剧烈降温可使人、畜、农作物等受到冻害；暴

雪、冻雨、冰冻可导致道路结冰、河流封冻，影响

交通和航空；雨淞可使电线结冰造成电力和通讯

中断。有文献对全国或地方性寒潮做了统计分

析［２－５］，钱维宏［６］、王遵娅［７］等对中国寒潮时空

变化特征及可能的原因做了分析研究，还有不少

学者对我国错综复杂的寒潮天气过程进行了天

气动力学诊断和数值模拟研究［８－１０］，得到了不少

有益的成果。河北省气象台［１１］在 １９８０年代初
选取京津冀地区２０个代表站，对 １９６２～１９８０年
河北省寒潮进行了统计，得出了河北省寒潮的时

空分布特征。本文统计分析了河北省 １４２个气
象站点近４７ａ寒潮的气候特征，从寒潮出现的时
间、空间分布来看与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相比有些变
化，但总体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寒潮出现频次总

的趋势是减少的，和冬季增暖的趋势有明显相关

性。通过寒潮的气候特征分析，为做好寒潮天气

的趋势和预报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寒潮标准的确定

河北省寒潮天气等级的划分，主要以降温幅度

为依据，参考中国气象局下发的有关寒潮预报及检

验的文件和规定，同时结合河北省天气气候特点及

以往划分标准［１１］，将寒潮天气划分为寒潮和强寒潮

２个等级。
１．１　单站寒潮标准

寒潮：某站①日最低气温≤４℃；②该日日平均
气温２４ｈ下降≥６℃；４８ｈ下降≥８℃；日最低气温
２４ｈ下降≥８℃；４８ｈ下降≥１０℃。满足①且满足
②中的任一种情况，定义该站该日为寒潮。

强寒潮：某站①日最低气温≤４℃；②该日日平
均气温２４ｈ下降≥８℃；４８ｈ下降≥１０℃；日最低
气温２４ｈ下降≥１２℃；４８ｈ下降≥１６℃。满足①
且满足②中４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定义该站该
日为强寒潮。

１．２　全省性寒潮标准
全省有１／３站同时或顺序出现寒潮天气，定为

全省性寒潮。

１．３　寒潮过程日期
一次寒潮天气过程，以全省气象站中天气过程

最早出现寒潮日定为寒潮爆发当日，最后出现寒潮

日定为结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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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　料
考虑到资料的完整性，所用资料为河北省１４２

个气象站１９６２～２００８年逐日最低气温、平均气温，
分析了寒潮的时空分布特征，年、月际变化规律，最

低气温极值分布、降温幅度以及其他相关气温分布

状况等方面。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寒潮的年际分布特征

１９６２～２００８年河北省共出现全省性寒潮（寒潮
与强寒潮总和，下同）４２４次（平均每年９次）。由全
省性寒潮历年总次数变化曲线（图 １）可以看出，
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０年）平均每年为９．２次，
１９７０年代最多达到１１次，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都
为８．９次，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平均每年最少只有６．６
次。即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寒潮出现次数总的趋
势是下降的，这与全国寒潮变化趋势也是相一致的。

由图１还可以看出，寒潮的年际变化比较大，最
多的年份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７１年，分别为１７次和１５次，
最少年份１９８９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只有２次和３次。
年际变化最大的是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由近４０ａ
中的最多年份迅速变到了最少年份，这与大气环流

的调整有明显关系。

图１　河北省历年寒潮发生次数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９６２ｔｏ２００８

３．２　寒潮的季节分布特征
从河北省１９６２～２００８年历年各月寒潮出现百

分率（图略）可以看出，寒潮活动有明显的季节性变

化，主要出现在１～４月和１０～１２月，１１月最多达
１８．３％，９月最少只有０．７％。从季节来看，秋季寒
潮出现最多，１１月和１０月百分率分别为１８．３％和
１２．５％；春季次之，３月和４月百分率分别为１２．３％
和８．９％；冬季（１２月～２月）最少，在７．３％～８．１％

之间。这是因为春秋季大气环流处于调整期间，冷

暖空气势均力敌，相互更替频繁，气温变化幅度大容

易形成寒潮。而冬季天气形势稳定，冷空气处于绝

对优势，气温变化小，虽然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但

是能达到寒潮的几率却较小。

从逐旬分布情况来看（图 ２），１０月下旬到 １１
月上中旬（秋末）出现寒潮的可能性最大，在２０．１％
～２２．７％之间；其次是３月中下旬到４月上旬（初
春），在１１．６％～１５．９％之间。

图２　河北省历年各旬寒潮出现百分率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ｅｎ－ｄａｙ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　寒潮的地理分布特征
从河北省历年各站各月寒潮平均次数（图略）、

图３　河北省历年各站寒潮年平均次数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ｌｄ
ｗａｖｅａｔ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历年各站年平均次数（图３）、历年各站寒潮最多次
数（图略）可以看出，河北省寒潮出现次数由西北高

原山地向东南平原递减。张家口坝上高原寒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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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张北历年年平均次数达到３９次，康保为３７次。
高原与丘陵地区略少于坝上，唐山、廊坊和保定以南

平原地区明显偏少，且各站相差不多（沧州中部、衡

水东部、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比周围略偏多，与当地

的沙质地貌、低洼地势有关）。

３．４　寒潮降温幅度特征
从河北省历年各站最低气温２４ｈ（图４）和４８ｈ

（图略）降温幅度极值分布情况来看，北部地区降温

幅度比南部地区大，这与北部地区为高原、山地和丘

陵，地势高有关，同时也与冷空气来自北方有关。而

南部的低洼地区及沙地等地区降温幅度也比较大，

与当地的地质环境有关。全省２４ｈ最大降温幅度
达到了２０℃，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出现在张家口
的张北县，４８ｈ最大降温幅度达到了２７℃，于１９６６
年２月２２日出现在张家口的蔚县。

图４　河北省最低气温２４ｈ降温极值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ｈｏｕｒｓ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ｉｔ：℃）

３．５　寒潮天气气温分布概况
（１）极端最低气温分布概况
河北省各月（１～５月、９～１２月）极端最低气温

分布和历年极端最低气温分布（图略）表明，无论是

历年极端最低气温，还是历年各月极端最低气温，全

省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内陆低、沿海高；高纬低、低纬

高；南北差别大。河北省历年极端最低气温极值达

到－３９．９℃，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出现在张家口坝
上地区的沽源。南端邯郸地区的峰峰，历年极端最

低气温为－１５．７℃（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比沽源高
２４．２℃。历年１月～５月，９月～１２月，河北省南部

地区与北部地区月极端最低气温差值，在初春（３
月）最大，晚秋及冬季（１１月～２月）次之。

年极端最低气温有９０％的站出现在隆冬季节
（１月、２月）。１月份有９０％的站，月极端最低气温
出现在中、下旬。２月份有６５％的站，月极端最低气
温出现在上、中旬。

（２）日最低气温≤４℃的初终日
为了便于掌握各站寒潮可能出现的最早和最晚

时间概况，统计了全省各站日最低气温≤４℃的初
日及终日。

日最低气温≤４℃初日（以下简称初日）：河北
省各站初日的历年平均日期、历年最早日期和历年

最晚日期分布状况基本一致，北部早、南部晚；内陆

早、沿海晚。就多年平均而言，北部的康保出现最早

（８月２１日），南部的峰峰最晚（１０月３０日），相差
７０ｄ。平原地区多出现在１０月中下旬。

日最低气温≤４℃终日（以下简称终日）：河北
省各站终日的历年平均日期、历年最早日期和历年

最晚日期分布状况与初日相反，北部晚，南部早，内

陆晚，沿海早。平均终日最晚为康保（６月１３日），
最早为峰峰（４月３日），相差７１ｄ。平原地区多出
现在４月上中旬。

另外，各站平均终日与康保的时间差均大于初

日，说明河北省秋季自北向南的变冷快于春季自南

向北的回暖。

４　寒潮变化与冬季增暖

钱维宏［６］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冬季 ＡＯ指数在
１９６０～２００２年期间呈现上升的趋势，ＡＯ指数的上
升表征西风带上天气尺度斜压波动（气旋）的减弱

和减少，可以解释我国北方以及华东寒潮频次减少

的趋势。随着全球增暖，特别是北半球高纬地区较

高的冬季增温，导致冬季南北温差减小，结果使大气

的斜压性减小，大风频次和冬季寒潮频次减少。王

遵娅［７］等指出，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西伯利亚

高压和冬季风强度的减弱使得冬季中国地表温度持

续升高，而温度的这种变化与中国寒潮频次及其相

伴随大风频次的减少均有密切的联系。西伯利亚高

压和冬季风强度的减弱，西伯利亚上空低层冷堆温

度和中国地表温度的显著升高是中国寒潮及其相伴

随大风频次减少的可能原因。

河北省寒潮主要分布在１０月下旬到次年４月
上旬期间，因此把１０月１５日到次年４月１５日寒潮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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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活动的时段确定为冬半年时期，统计该时期平

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的变化情况

及其与寒潮变化的联系。

近４７ａ来，河北省冬半年无论是平均最高气
温、平均最低气温还是平均气温，总的趋势是呈

波动性逐渐上升的。从年代际变化来看，从１９６０
年代（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０年）到本世纪，均处于明显
上升趋势中（表１）。但从升温幅度上看，平均最

低气温由１９６０年代的 －５．０３℃升到了最近的 －
２．１６℃，升温幅度达到 ２．８７℃；而平均最高气
温则由１９６０年代的７．３９℃，升到了最近的９．０１
℃，升温幅度为１．６２℃；可见平均最低气温上升
最为明显。因此可见，寒潮减少与冬季增暖的趋

势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与王遵娅等的研究结论也

是一致的［７］，寒潮减少趋势也是对全球变暖的一

种响应。

表１　河北省１９６２～２００８年冬半年年代际平均气温（单位：℃）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ｏＡｐｒｉｌ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２－２００８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ｉｔ：℃）

项目 １９６２～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平均气温 ０．５９ １．５ １．６ ２．４８ ２．８１

平均最高气温 ７．３４ ８．０７ ８．２３ ８．９３ ９．０１

平均最低气温 －５．０３ －３．８８ －３．８６ －２．７７ －２．１６

５　结　论
（１）河北省近４７ａ共出现全省性寒潮４２４次，

平均每年９次。秋末（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上中旬）和
春初（３月中下旬到４月上旬）是寒潮的多发期，寒
潮出现最集中的１１月、１０月和３月，分别占总次数
的１８．３％、１２．５％和１２．３％。

（２）寒潮区域分布呈现出由西北高原山地向东
南平原递减的规律；降温幅度与地理特征关系明显，

北部地区降温幅度比南部地区大，而南部的低洼地

区及沙地等地区降温幅度也比较大。

（３）河北省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分布为内陆低、
沿海高，高纬低、低纬高，南北差别大。

（４）河北省各站日最低气温≤４℃初日的分布
为北部早、南部晚，内陆早、沿海晚，而终日相反，北

部晚，南部早，内陆晚，沿海早；全省秋季自北向南的

变冷快于春季自南向北的回暖。

（５）近４７ａ来，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河北省
寒潮天气出现次数整体呈减少趋势；寒潮减少与冬

季增暖的趋势有明显相关性，河北省冬半年平均气

温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从年代际变化来看处于明显

上升趋势中，而平均最低气温上升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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