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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华家岭气象站不同高度、不同方向、不同导线直径的电线积冰观测资料，分析了电线积冰
在不同高度、不同方向、不同导线的变化特征，以及与气温、水汽压、风速等气象要素的关系。分析表

明，电线积冰量随高度增加而增加，随电线直径增大而增大；在相同高度、相同导线上，不同方向的积

冰量与风向有关。电线积冰量与水汽压、风速分别呈正相关和反相关。在一定阈值内，电线积冰量和

气温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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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雨淞、雾淞凝附在导线上或湿雪冻结在导线上

的现象，称为电线积冰。积冰直径是指垂直于导线

的切面上冰层积结的最大数值线，包括导线直径在

内；积冰厚度是指在导线切面上垂直于积冰直径方

向上冰层积结的最大数值线，厚度一般小于直径，最

多与直径相等［１］。《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规定：从积

冰架上的导线开始形成积冰起，至积冰消失止，称为

一次积冰过程。电线积冰观测须择机测定每一次积

冰过程的最大直径和厚度，单位为 ｍｍ，取整数。积
冰重量是指１ｍ长导线上冰层的重量。因单纯的雾
淞造成的电线积冰直径达到１５ｍｍ，或者因雨淞、湿
雪冻结物或包括雾淞在内的混合积冰直径达到 ８
ｍｍ时，须测定一次积冰最大重量，单位为 ｇ／ｍ，取
整数。

雨凇、雾凇和冰冻雨雪产生的电线积冰，往往造

成电力和通信线路断线倒杆、树木折断等严重气象

灾害。２００８年低温冰冻雨雪灾害，２１个省、市、自治
区受灾，１０７人死亡，８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１１１１
亿元。京广线局部断电，８０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
站，３万辆车在京珠高速上滞留。与此同时，铁路和
公路的阻塞反过来影响了电煤的运输，导致电煤供

应紧张，２０个省停电限电，大量物资不能及时运输
到达，限制了抢修的进行［２］。

不少研究对电线积冰的致灾原因、电线积冰的

临界条件、单个导线电线积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以

及形成规律进行了分析［３－２１］。王凌等［３］对２００８年
１月我国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进行了分析并与
历史同期进行了比较；黄小玉等［４］对２００８年湖南极
端冰冻特大灾害天气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大环流

背景有利于低温冰冻天气的维持；王兴菊等［５］对比

了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贵州２次低温雨凇冻害，分析
了可能成因及其影响，认为２次冰冻灾害都受拉尼
娜事件的影响。

电线积冰具有离散型和间断性，每年不一定都

能出现；同一个站点的冰冻季节，也不一定每天都出

现。本文利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大
范围的雨雪冰冻灾害发生时段华家岭气象站观测的

雨凇和雾凇资料，该时段的资料反映了该站雨凇和

雾凇多年的极端情况，是一个完整的冰冻季节资料，

该时段之外的季节再未出现电线积冰记录。同时，

利用同期对应的２ｍ、５ｍ、１０ｍ高度不同方向的电
线积冰观测资料，分析了电线积冰在不同电线直径、

不同架设高度的变化特征，以及电线积冰与气象条

件的关系。



１　资料来源
华家岭气象站位于陇中黄土高原华家岭山巅，

境内沟谷纵横，岭梁交错，属二阴温寒山区，海拔２
４５０ｍ，年平均气温３．４℃，年平均降雨量５００ｍｍ，
年平均风速４．９ｍ／ｓ。选用华家岭气象站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的电线积冰观测资料和同期的
气象要素资料。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适逢
我国大范围的雨雪冰冻灾害发生时段，期间观测的

电线积冰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该站位

于中国干旱的陇中地区，电线积冰与气象要素的关

系具有代表性。

电线积冰架由２组支架组成，一组成南北向，一
组成东西向，２组之间距离以互不影响、方便操作为
宜。每一组支架，包括２根支柱和２根导线。在气
象站观测场内约１．５ｍ高度，采用直径约４ｍｍ的
铁丝作为导线，观测近地面不同方向的电线积冰；在

观测场外２ｍ、５ｍ、１０ｍ高度分别采用直径２７ｍｍ
（Ｌ４００型号）、１９ｍｍ（Ｌ１８５型号）的绞股钢丝线，用
于观测不同高度、不同方向、不同导线的积冰情况。

２　电线积冰量随时间和高度的变化

统计２种不同直径导线、不同高度每天４个观
测时次２个方向电线积冰的平均值（表１）。表１中
无论是Ｌ１８５型电线还是Ｌ４００型电线，２０时的电线
积冰重量没有１次达到观测积冰重量的条件；一日
中电线积冰的直径最大值和重量最大值都一致的出

现在１４时，次大值出现在０８时，最小值出现在０２
时。这表明，随着入夜后温度下降，电线积冰开始形

成，随着温度不断下降和相对湿度的不断增大，电线

积冰的直径和重量也不断增大，至１４时前电线积冰
量达到最大值。此后，温度达到最高，相对湿度趋于

减小，电线积冰量开始减少。

表１　Ｌ１８５和Ｌ４００型号电线的积冰量随时间、方向和高度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ｏｆＬ１８５ａｎｄＬ４００ｗｉｒ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

电线型号 观测时间 观测高度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Ｌ１８５

１０ｍ ２７ ２２ ７ ２７ ２２ １５

０２：００ ５ｍ ２４ ２１ ５ ２４ ２１ ５

２ｍ ２２ ２０ １ ２２ ２０ １

１０ｍ ３１ ２５ ２４ ３３ ２６ ３２

０８：００ ５ｍ ２８ ２３ ２４ ２９ ２４ ２５

２ｍ ２５ ２１ １４ ２４ ２１ １４

１０ｍ ３９ ２６ ８８ ３９ ２６ ９６

１４：００ ５ｍ ３１ ２３ ５２ ３０ ２３ ３８

２ｍ ２１ ２０ ４ ２１ ２０ ４

１０ｍ ２０ １９ ／ ２１ １９ ／

２０：００ ５ｍ ２０ １９ ／ ２０ １９ ／

２ｍ １９ １９ ／ １９ １９ ／

Ｌ４００

１０ｍ ３２ ２８ ９ ３３ ２９ １６

０２：００ ５ｍ ３０ ２８ ５ ３１ ２８ ９

２ｍ ２８ ２７ １ ２９ ２７ １

１０ｍ ４０ ３２ ５７ ４５ ３５ ７２

０８：００ ５ｍ ３４ ２９ ３４ ３５ ３０ ３８

２ｍ ３１ ２８ １８ ３１ ２８ ２０

１０ｍ ４１ ３２ １０１ ４３ ３４ １５４

１４：００ ５ｍ ３４ ２９ ４３ ３５ ３０ ６１

２ｍ ２９ ２８ ６ ３０ ２８ ４

１０ｍ ２９ ２７ ／ ２９ ２７ ／

２０：００ ５ｍ ２８ ２７ ／ ２８ ２７ ／

２ｍ ２７ ２７ ／ ２７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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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Ｌ１８５和Ｌ４００２种型号电线南北和东西２个
方向的平均积冰量分析表明，高度越高、积冰的直

径、厚度和重量越大。如 Ｌ１８５型号０２：００，１０ｍ、５
ｍ、２ｍ高度上南北直径分别为２７、２４和２２ｍｍ，东
西直径分别为２７、２４和２２ｍｍ，依高度的减小直径
依次减小；其后的观测时段也有这种变化特征。不

同方向的电线积冰比较发现，东西的直径、厚度和重

量比南北方向的略大，在０８：００差别较明显。分析
观测期间的风向发现，东南风出现的频率最大，这表

明与风向的夹角越大，越有利于电线结冰，同时东南

风中水汽含量较大，也有利于电线结冰。比较各时

段的电线积冰量表明，１０ｍ的电线积冰量东西和南
北方向在１４：００都达到最大；５ｍ的南北方向在１４：
００最大，东西方向的在０８：００最大，而２０：００南北
和东西方向电线积冰量都最小。对比２种不同直径
的电线积冰观测资料发现，Ｌ４００的电线积冰量比
Ｌ１８５的要大，表明电线的直径越大，越容易出现积
冰。

３　电线积冰量的极值分布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日，该站出现了整个冰冻季节

的电线积冰极值（表 ２）。Ｌ１８５型电线在 １０ｍ高
度、南北方向的积冰重量达到１６０ｇ／ｍ，东西方向的

积冰重量达到１７２ｇ／ｍ。Ｌ４００型电线在１０ｍ高度、
南北方向的积冰重量达到２６８ｇ／ｍ，东西方向的积
冰重量达到２８０ｇ／ｍ。Ｌ１８５型电线积冰的６项指标
在１０ｍ处的最大值分别为６４、３６、１６０、６０、３４、１７２；５
ｍ处的最大值分别为４０、２９、９２、４４、２９、６８；２ｍ处的
最大值分别为３１、２５、４０、３２、２７、４４。１０ｍ处与５ｍ
处的各项指标的差值分别为２４、５、６８、１６、５、１０４，南
北厚度与东西厚度的差值一致；５ｍ处与２ｍ处的
各项指标的差值分别为９、４、５２、１２、２、２４，其差值小
于１０ｍ与５ｍ的差值；可见随着高度的增加，越容
易出现电线积冰。

在Ｌ４００型电线积冰中，６项指标的值都大于
Ｌ１８５型的，６项指标在１０ｍ处的最大值分别为７０、
４１、２６８、７１、４３、２８０，与 Ｌ１８５型的差值分别为６、５、
１０８、１１、９、１０８，南北重量和东西重量之间的差值相
同，南北厚度和东西厚度的差值也相差不大；６项指
标在 ５ｍ处的最大值分别为 ４４、３４、１０６、４８、３５、
１１０，与Ｌ１８５型的差值分别为４、５、１４、４、６、４２，除最
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差值基本一致；在２ｍ处的６项
指标的最大值分别为３７、３２、５６、３７、３２、６０，与 Ｌ１８５
型的差值分别为６、７、１６、５、５、１６，各项指标的差值
基本一致；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电线直径越粗，越有

利于电线积冰。

表２　Ｌ１８５和Ｌ４００型电线积冰量极值分布
Ｔａｂ．２　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ｆｏｒＬ１８５ａｎｄＬ４００ｔｙｐｅｓ

电线型号 观测高度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１０ｍ ６４ ３６ １６０ ６０ ３４ １７２

Ｌ１８５ ５ｍ ４０ ２９ ９２ ４４ ２９ ６８

２ｍ ３１ ２５ ４０ ３２ ２７ ４４

１０ｍ ７０ ４１ ２６８ ７１ ４３ ２８０

Ｌ４００ ５ｍ ４４ ３４ １０６ ４８ ３５ １１０

２ｍ ３７ ３２ ５６ ３７ ３２ ６０

４　电线积冰量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４．１　１．５ｍ处电线积冰与各气象要素关系
在气象站观测场内约１．５ｍ高度，采用直径约

４ｍｍ的铁丝（８号铁丝）作为导线，观测近地面不同
方向的电线积冰。为了分析积冰量与气象要素的关

系，我们对直接影响电线积冰的气温、水汽压、风速

３个气象要素，进行了相关系数的统计（表３）。
研究４ｍｍ直径电线在１．５ｍ处的积冰和气

温、水气压、风速相关系数表明（表３），南北直径、
南北重量、东西直径及东西重量与气温及水气压

的相关系数较高，达到０．３以上，其中电线积冰量
的南北、东西重量和气温的相关性最好，相关系数

都在０．５左右，通过了 α＝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其次南北（东西）直径、南北（东西）厚度和风

速为反相关，相关系数达到 －０．４，也通过了 α＝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水气压和南北、东西的直
径及重量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在０．３以上，通过
了 α＝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厚度相关性较
差，相关系数为０．１２。比较南北和东西重量与气
象要素的相关系数发现，南北重量的相关系数比

东西重量的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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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５ｍ高度电线积冰与气温、气压及风速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１．５ｍｈｅｉｇｈｔ

气象要素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气温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１１ ０．４８

水气压 ０．３４ 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１１ ０．３８

风速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１２

４．２　２ｍ处电线积冰与各气象要素关系
研究 Ｌ１８５电线在２ｍ处的电线积冰与气温、

水气压及风速相关系数表明（表 ４），气温与重量
相关系数都在０．４以上，通过了 α＝０．０５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与南北重量的关系比东西的略大；而

气温与厚度的相关系数为反相关，其中与南北厚

度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１，与东西厚度相关系数很
小，为 －０．０３；由相关研究可知［１０，１６］，雨凇、雾凇形

成的气象条件为 －５～０℃之间，湿度 ＞７０％的微
风或静风天气。在此气温阈值内，气温与电线结

冰关系密切，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水汽压和南

北、东西重量的相关系数都达到０．４５，相关性较好
外，与直径和厚度的相关系数都较小，相关性弱。

风速与直径、厚度、重量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好，与

直径的相关系数都在 －０．４５以上，通过了 α＝０．
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厚度的相关系数略低，为
－０．４０，通过了 α＝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重
量的相关系数最低，也在 －０．２０以上。这表明，风
速与直径、厚度、重量为反相关，当风速越大，则电

线积冰的直径、厚度和重量都越小，越不利于电线

的积冰。Ｌ４００型电线的积冰与气温、气压和风速
的关系与 Ｌ１８５具有相似的特征。
４．３　５ｍ处电线积冰与各气象要素关系

研究５ｍ高度电线积冰和气温、水气压、风速相
关系数表明（表５），气温与南北和东西重量相关性
最高，相关系数达到０．４６；与南北、东西直径相关性
较差，相关系数为０．１１左右；与南北和东西厚度为
反相关。水汽压和气温相似，与重量的相关性最好，

相关系数在０．５０左右，通过了α＝０．０１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其次与直径间的相关系数较好，相关系数在

０．２０以上；但与厚度直径为弱反相关。风速与直
径、厚度及重量间为反相关，其中与厚度的相关性最

好，其与南北、东西厚度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４２
和－０．４３，通过了α＝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直
径的相关系数略低，南北、东西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０．３８和－０．４１，通过了α＝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与重量的相关系数最小，南北、东西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２１、－０．１９。
４．４　１０ｍ处电线积冰与各气象要素关系

分析１０ｍ高度电线积冰和气温、水气压、风速
相关系数表明（表６），气温与南北和东西重量的相
关性最好，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４８和０．４６，通过了
α＝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次为南北直径，相关
系数为０．２５，与东西直径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７；气温
与南北和东西厚度间为反相关，东西厚度的相关性

好于南北厚度，相关系数为 －０．２０。水汽压与南北
和东西重量直接的相关性最好，相关系数都为 ０．
５２，通过了α＝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南北、东
西直径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１和０．２４，相关性较
好；与南北和东西厚度都为反相关，相关系数都为－
０．１２。风速与直径、厚度及重量都为反相关，与厚度
的相关性最好，南北和东西分别达到 －０．３７和 －０．
５１（通过了α＝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次之为南
北和东西直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２８和 －０．３０；
与南北和东西重量的相关性较小，相关系数也分别

达到－０．１７和－０．２５。

表４　Ｌ１８５型电线２ｍ高度电线积冰与气温、气压及风速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２ｍｈ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Ｌ１８５）

气象要素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气温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１

水气压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４５

风速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４７ －０．４０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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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Ｌ１８５型电线５ｍ高度电线积冰与气温、气压和风速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５ｍｈ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Ｌ１８５）

气象要素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气温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４６

水气压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４９

风速 －０．３８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１９

表６　Ｌ１８５型电线１０ｍ高度电线积冰与气温、气压和风速相关系数
Ｔａｂ．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１０ｍｈ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Ｌ１８５）

气象要素
南北直径

／ｍｍ

南北厚度

／ｍｍ

南北重量

／（ｇ／ｍ）

东西直径

／ｍｍ

东西厚度

／ｍｍ

东西重量

／（ｇ／ｍ）

气温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４８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４６

水气压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５２

风速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１７ －０．３０ －０．５１ －０．２５

５　小　结
利用华家岭气象站电线积冰的观测资料分析表

明，电线积冰量随高度增加而增加，随电线直径增大

而增大；在相同高度、相同导线上，不同方向的积冰

量与风向有关。电线积冰量与水汽压、风速分别呈

正相关和反相关。在一定阈值内，电线积冰量和气

温存在较好的相关性。对于积冰量与气象要素的回

归方程，有待进一步研究建立。

参考文献：

［１］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２－９５．

［２］风雪启示录．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ｃｃｔｖ．ｃｏｍ／ｈｔｍｌ／７７／８２５２７７－３７３２３．ｈｔ

ｍｌ

［３］王凌，高歌，张强，等．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分析．Ⅰ：气候特征与影响评估［Ｊ］．气象，２００８，３４（４）：９５－

１００．

［４］黄小玉，黎祖贤，李超，等．２００８年湖南极端冰冻特大灾害天气

成因分析［Ｊ］．气象，２００８，３４（１１）：４７－５３．

［５］王兴菊，白慧，陈贞宏．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年初贵州低温雨凇分

析［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２，３０（２）：２３７－２４３．

［６］汪学军．安徽九华山山区雾的气候特征与形成机理［Ｊ］．干旱气

象，２０１２，３０（３）：３７４－３７８．

［７］张国庆，张加昆，祁栋林，等．青海东部电线积冰的初步观测分析

［Ｊ］．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６，１７（４）：５０８－５１０．

［８］王守礼，李家垣．云南高海拔地区电线覆冰问题研究［Ｍ］．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０１－１０３．

［９］阎同喜．导线覆冰气象参数的分析研究［Ｊ］．机械管理开发，

２００６（５）：５１－５２．

［１０］蒋兴良，孙才新，顾乐观，等．三峡地区导线覆冰的特性及雾凇

覆冰模型［Ｊ］．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８，２１（２）：１６－

１９．

［１１］尹宪志，张强，胡文超，等．自动气象站风传感器雨雾凇冻害研

究［Ｊ］．高原气象，２０１１，３０（１）：８３７－８３８．

［１２］杨军，谢真珍．电线积冰物理过程与数值模拟研究进展［Ｊ］．气

象，２０１１，３７（９）：１１５８－１１６２．

［１３］宗志平，马杰．２００８年初冻雨强度变化以及与逆温层特征之间

的关系［Ｊ］．气象，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５９－１６０．

［１４］李登文，杨静，吴兴洋．２００８年低温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过程中

贵州电线积冰气象条件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６１－

１６９．

［１５］袁佰顺，尹宪志，徐启运，等．自动气象站风传感器防冻控制电

路设计［Ｊ］．干旱气象，２００９，２７（１）：８８－９１．

［１６］孙才新，蒋兴良，熊启新，等．导线覆冰及其干湿增长临界条件

分析［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３）：４２－４４．

［１７］吴爱敏．２００８年 １月陇东黄土高原阴雪低温异常天气分析

［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１，２９（４）：４７８－４７９．

［１８］王文，蔡晓军．二郎山电线覆冰厚度序列的重建［Ｊ］．干旱气

象，２０１０，２８（１）：２５－２９．

［１９］刘维成，陶健红，邵爱梅．甘肃和广东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闪电特征

对比［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２，３０（４）：５８８－５９０．

［２０］贾小琴，尹宪志，任余龙，等．甘肃临夏地区近４３ａ来的气候特

征［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２，３０（２）：２４９－２５３．

［２１］王清川，寿绍文，许敏，等．河北省廊坊市初冬雨雪相变特征及

预报指标初探［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２，３０（２）：２７６－２７９．

（下转至５４９页）

４３５ 干　　旱　　气　　象 ３１卷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ｎＪｕｌｙ２１，２０１２

ＬＵＹａｑｉ１，２，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２，ＪＩＡＯＭｅｉｌｉｎｇ２

（１．Ｌ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ＣＭＡ，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ｒｉ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ＫｅｙＯｐｅ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ｒｉ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ＭＡ，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２．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７４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ｏｎＪｕｌｙ２１，２０１２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ｅｖｅｒ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ａｎ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１９５７，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ｏｓ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Ｔｈｕ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ｌｄｆｒｏｎｔｍｏｖｉｎｇ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ｖｅｌ
ｔｒｏｕｇｈｂｌｏ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ｓｓｌｏｗｅｄｄ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ｄａｉｒｏｖｅｒＬａｋｅＢａｉｋａｌｗａ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ｌ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Ｖｉｃｅｎｔｅ”ｌａｎｄｉｎｇ，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ｙｐｈｏ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ｌ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ａｒｅａ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ｆｏｒｍｅｄｖｉｏｌｅｎｔ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ｒｍ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ａｉ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ｘ
ｐｌｏ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ｅｎｅｒｇｙ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ｌｏｃ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
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Ｈｅｔａｏ．Ｗｈｅｎｔｈｅ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ｖ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ｉｔｓｓｃａｌｅｗａ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ｙｃｌｏｎｉｃｓｈｅａｒ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ｎｉｃ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ｏｖ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ｓｏ－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上接第５３４页）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ｉｎＨｕａｊｉａｌｉｎｇｉｎ２００８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ｔ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Ｙ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ｉ１，２，ＲＥＮＹｕｌｏｎｇ２，ＹＡＮＧＺｉｈｅ２，ＹＡＮＧＷｅｎｙｕｅ２，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ｕ２

（１．Ｌ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ＣＭＡ，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Ｌｉｎｘｉ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ｉｎｘｉａ７３１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ｉｓ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８．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ｉｒ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ｗｉｒｅ
ｉｃ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ａｊｉａｌｉｎｇ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７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ｗｈｅｎｓｎｏｗ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ｍ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ｗｉｒ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ｒｅａｔａｇｉｖｅｎｈｅｉｇｈｔ，ｉｔ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ｇｏｏ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ｒｅｉｃ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ｌａｚｅｒｉｍｅ

９４５　第３期 路亚奇等：２０１２年庆阳市一次短时大暴雨的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