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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大风持续时间的气候特征

董安祥１，方　锋２，张　宇１，刘德祥２

（１．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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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河西走廊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气候特征。结果表明：河西走廊一日大
风平均和最长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大风日数基本一致，总体上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增多，且随

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多。全区年大风平均持续时间在７～２０７ｍｉｎ之间，平均为６５ｍｉｎ。大风一日最
长持续时间是１３９０ｍｉｎ。酒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年大风平均和最长持续时间偏长，其余地
方偏短。各季大风平均和最长持续时间，春季最长、冬季次长、夏季最短、秋季次短。年一日大风持续

时间的频率为偏态分布，在０～２ｈ的累积频率为０．６７。风速偏小站大风的持续时间基本为０～１２ｈ，
风速偏大站大风的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ｈ，这说明风速越大，大风的持续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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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

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

和龙首山）之间，特殊的地形造成了河西走廊多大

风。大风不仅在地表裸露的沙尘源地及其附近易形

成沙尘暴灾害，还能使土壤风蚀、沙化，对作物和树

木产生机械性损害，破坏生态环境，危害农业生产，

对国民经济危害甚大。因此，深入研究环境恶劣的

河西走廊的大风特征，揭示其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

域分布特点及变化规律，对于防灾减灾，合理有效利

用气候资源，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有重要价值。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河西走廊大风的特性和

干旱区的风场开展了众多研究［１－６］。姚正毅

等［１］指出，大风日数高值区位于河西地区西部及

高山；大风日数多发期与反厄尔尼诺事件和干冷

气候期相对应。丁荣等［２］总结出影响张掖市产

生区域性大风的天气形势主要有 ３种类型，即冷
锋后的偏西大风（冷锋型）、强锋区下（动量下传

型）偏西大风、地面蒙古冷高压底部的偏东大风

（地面冷高压型）。李耀辉等［３］分析了西北地区

大风日数的时空分布特征指出，西北地区多数台

站近４０ａ来大风呈减少趋势，其中甘肃河西走廊
西部等地区减少最为明显。与过去工作不同之处

在于，本文试图从一日大风持续时间角度更加精

细化地揭示河西走廊大风的时空分布特征，为深

入认识大风的演变规律提供借鉴。

１　资料与处理

基于资料的代表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１９８０
～２０１０年敦煌、瓜州、酒泉、张掖、武威等 １９个
站的大风持续时间资料，持续时间单位为 ｍｉｎ。
根据气候资料统计的规定：一日大风持续时间是

指从前一天２０：００到当天 ２０：００；一月大风持续
时间是指该月内日大风持续时间之和的平均；

年、季大风持续时间以此类推。典型大风个例从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资料中选取。资料来自甘肃省信
息中心，均通过数据质量检验。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河西走廊大风平均持续时间
２．１．１　年平均分布特征

年平均大风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大风日

数一致。总体上，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增多，且随海

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多。全区域平均年大风持续时间

６５ｍｉｎ，最短的地方（肃南和民乐）仅为７ｍｉｎ，最长
的地方（瓜州）达２０７ｍｉｎ（图１）。酒泉市、永昌、民
勤和乌鞘岭年平均大风持续时间最长，在５２～２０７
ｍｉｎ之间，其中马鬃山、瓜州、乌鞘岭和玉门镇分别
为１２５ｍｉｎ、２０７ｍｉｎ、１２８ｍｉｎ和１２５ｍｉｎ。张掖市、
凉州和古浪大风持续时间最短，年平均大风持续时

间７～４１ｍｉｎ。

图１　河西走廊年平均大风一日持续时间（单位：ｍｉｎ）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０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Ｕｎｉｔ：ｍｉｎ）

２．１．２　各季平均分布特征
各季全区域平均大风持续时间，春季最长、冬季

次长、夏季最短、秋季次短（图２）。
春季，全区域平均大风持续时间７８ｍｉｎ，最短的

地方（肃南和民乐）１２ｍｉｎ，最长的地方（瓜州）２３０
ｍｉｎ。酒泉市大部、乌鞘岭、永昌和民勤春季平均大
风持续时间在 ６７～２３０ｍｉｎ之间，其中马鬃山、瓜
州、玉门镇、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分别为１３６ｍｉｎ、２３０
ｍｉｎ、１４５ｍｉｎ、１０３ｍｉｎ、１１２ｍｉｎ和１５７ｍｉｎ；肃北、张
掖市、凉州和古浪春季平均大风持续时间在１２～５２
ｍｉｎ之间。

夏季，全区域平均大风持续时间３２ｍｉｎ，最短的
地方（高台、肃南和民乐）４ｍｉｎ，最长的地方（瓜州）
１２２ｍｉｎ。酒泉市大部、永昌、山丹、民勤和乌鞘岭夏
季平均大风持续时间在２５～１２２ｍｉｎ之间；酒泉市
的肃北和肃州、张掖市、凉州和古浪在４～２０ｍｉｎ。

秋季，全区域平均大风持续时间５８ｍｉｎ，最短的
地方（民乐）１ｍｉｎ，最长的地方（瓜州）１７０ｍｉｎ。酒
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秋季平均大风持续时

间在４５～１７０ｍｉｎ之间，其中马鬃山、乌鞘岭、瓜州、
玉门镇和民勤分别为１３３ｍｉｎ、１１９ｍｉｎ、１７０ｍｉｎ、１１６
ｍｉｎ和１０１ｍｉｎ；敦煌、张掖市、凉州和古浪在１～４１
ｍｉｎ之间。

冬季，全区域平均大风持续时间７３ｍｉｎ，最短的
地方（高台和肃南）４ｍｉｎ，最长的地方（瓜州）２６９
ｍｉｎ。酒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冬季平均大
风持续时间在 ５７～２６９ｍｉｎ之间，其中马鬃山、瓜
州、玉门镇、肃北和乌鞘岭分别为２０１ｍｉｎ、２６９ｍｉｎ、
１３６ｍｉｎ、１１１ｍｉｎ和１１８ｍｉｎ；肃州、张掖市、凉州和
古浪在４～４７ｍｉｎ之间。

综上所述，瓜州的大风持续时间在各季节都是

最长的，而大风持续时间最短的地方各季节略有差

异。

图２　河西走廊四季大风一日平均持续时间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

ｉｎ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３　各月平均分布特征
全区月平均大风持续时间呈现出明显的双峰型

图３　河西走廊各月大风一日平均持续时间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变化（图３），峰值出现在３月，其平均持续时间８６
ｍｉｎ；次峰值出现在１２月，平均持续时间７７ｍｉ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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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出现在８月，大风平均持续时间３０ｍｉｎ。然而，各
地大风持续时间的峰值和谷值出现的时间与全区有

所不同（表略）。如玉门镇，峰值出现在４月，次峰
值出现在１０月，谷值出现在８月。
２．２　河西走廊大风最长持续时间
２．２．１　全年一日大风最长持续时间

河西走廊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１１１～１３９０
ｍｉｎ范围，酒泉市、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大风一日最
长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在６６０～１３９０ｍｉｎ之间，其中
瓜州大风一日持续时间最长，为１３９０ｍｉｎ；张掖市、
凉州和古浪在１１１～５２７ｍｉｎ（图４）。

图４　河西走廊历年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ｄａｉｌｙ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０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一日大风持续时间是指从前一天２０：００到当天
２０：００，而一次大风的持续时间可能跨日界。因此，
本文统计了大风一次最长持续时间的３个站，发现
瓜州为２６６５ｍｉｎ，乌鞘岭为１３４５ｍｉｎ，马鬃山为１
６００ｍｉｎ，因此一次大风的持续时间比一日要明显偏
长。

２．２．２　各季一日大风最长持续时间
河西走廊各季一日大风最长持续时间有明显差

异，春季最长、冬季次长、夏季最短、秋季次短（图

５）。
春季，全区各地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１１１

～１３９０ｍｉｎ范围，其中瓜州一日大风持续时间最
长，为１３９０ｍｉｎ，酒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
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７１６～１３９０ｍｉｎ之间，肃
北、张掖市、凉州和古浪在１１１～５２７ｍｉｎ之间。

夏季，全区各地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的范围

在２１～１０５８ｍｉｎ之间，其中乌鞘岭一日大风持续时
间最长，为１０５８ｍｉｎ，瓜州次之，是９４６ｍｉｎ，酒泉市
大部、永昌、民勤、山丹和乌鞘岭大风一日最长持续

时间较长，为１９４～１０５８ｍｉｎ，肃北、张掖市、凉州和
古浪较低，在２１～１８５ｍｉｎ之间。

秋季，全区各地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３～１

１６６ｍｉｎ范围，其中马鬃山大风一日持续时间最长，
是１１６６ｍｉｎ，酒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大风
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４０２～１１６６ｍｉｎ之间，敦煌、张
掖市、凉州和古浪在３～２１３ｍｉｎ之间。

冬季，全区各地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的变化

范围为１８～１２７６ｍｉｎ，其中瓜州大风一日持续时间
最长，是１２７６ｍｉｎ，酒泉市、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大
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在４４６～１２７６ｍｉｎ之间，张掖
市、凉州和古浪在１８～２４８ｍｉｎ之间。

图５　河西走廊各季一日大风最长持续时间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
ｉｎ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２．３　各月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
全区各月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变化曲线为双

峰型（表略），峰值出现在４月，其一日大风最长持
续时间１３９０ｍｉｎ；次峰值出现在１月，大风最长持
续时间１２７６ｍｉｎ；谷值出现８月，大风最长持续时
间６８０ｍｉｎ。但是，各地一日大风最长持续时间的峰
值和谷值出现的时间与全区的有所不同。如玉门镇

和武威，峰值分别出现３月和５月，次峰值出现在１
月和１２月，谷值玉门镇出现在８月、武威出现在１
月和１０月（图６）。

图６　河西走廊各月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的月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
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ｅ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８７５ 干　　旱　　气　　象 ３２卷　



２．３　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分布
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将一天分为７个时段，即

０～４ｍｉｎ、５～６０ｍｉｎ、１～２ｈ、２～６ｈ、６～１２ｈ、１２～
１８ｈ和１８～２４ｈ，计算年、季各时段大风出现次数占
总次数的百分比。

２．３．１　年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
为了便于分析，将河西走廊的１９个站按照风速

大小分成风速偏大站和偏小站２类。图７中从马鬃
山到民勤共９站定为风速偏大站，而从敦煌到古浪
共１０站定为风速偏小站（下同）。由图７可知：全
年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为偏态分布，主要集中

在０～４ｍｉｎ，平均占０．４８，将近一半。其中风速偏
大站频率相对偏低，平均为０．３８，在０．２９～０．４８之
间，风速偏小站频率相对偏高，平均为０．５６，在０．４３
～０．７３之间。这说明风速偏小站大风持续时间在０
～４ｍｉｎ偏多；风速偏小站的大风持续时间在０～１２
ｈ的累积频率为 ０．９０，其中民乐的累积频率为 ０．
９９，高台和古浪为０．９７，这说明风速偏小站大风的
持续时间基本为０～１２ｈ；风速偏大站的大风持续时
间在１２～２４ｈ的累积频率在０．１７～０．３２之间，平
均为０．２４。其中瓜州大风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ｈ的
累积频率高达０．３２，乌鞘岭达０．３０。这说明风速偏
大站大风的持续时间长。

２．３．２　各季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
由于春季和冬季是一年中一日大风持续时间偏

长的季节，故这里只分析这２个季节。
图８为河西走廊春季和冬季一日大风持续时间

的频率分布。由图８ａ可以看出，春季一日大风持续
时间的频率分布与年的频率分布基本一致，但与其

它季节相比，还有如下特点：由于春季多大风，持续

图７　河西走廊历年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０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时间长。因此，在０～４ｍｉｎ的频率比其它季节低；
风速偏大站春季一日大风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ｈ的
累积频率在０．２２～０．３４之间，平均为０．２７，其中瓜
州、乌鞘岭分别高达０．３４、０．３１。这说明春季风速
偏大站一日大风持续时间最长。可见，春季是一年

中大风日数最多、风速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

冬季河西走廊受蒙古冷高压影响，多寒潮大风，

其大风的特性接近春季，但由于暖空气势力弱，冷暖

空气对峙不如春季。因此，大风持续时间比春季略

短。由图８ｂ可知：冬季一日大风持续时间集中在０
～４ｍｉｎ的频率平均占０．４７，比春季略高；风速偏大
站一日大风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ｈ的累积频率在０．
０８～０．３６之间，平均为 ０．２６，其中乌鞘岭高达 ０．
３６，瓜州和永昌高达０．３５。这说明冬季风速偏大站
大风的持续时间稍短于春季。

图８　河西走廊春季（ａ）和冬季（ｂ）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ｇａｌｅｄａｉｌ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ｂ）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９７５　第４期 董安祥等：河西走廊大风持续时间的气候特征



２．４　跨越全境大风过程所需时间
选取了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和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日共４次近４０
多ａ来历史上罕见的

"

扫河西走廊全境的大风过

程，分析跨越全境大风过程所需时间（表１）。

表１　河西走廊跨越全境大风过程所需时间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ｇａ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ｃｒｏｓｓ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１９７７－０４－２２１９９３－０５－０５２００９－０４－２９２０１０－０４－２４

敦煌 １１：５４ １５：１３ １６：０１

瓜州 １２：３６ １８：５０ 次日０２：３６ １２：０６

玉门镇 １４：０６ １４：０４ １９：５１ １１：０１

酒泉 １６：１３ １６：３８ ２２：０９ １３：１８

金塔 １６：１５ １２：５３ 次日００：１７ １４：０２

高台 １７：２７ １３：５０ １５：３９

临泽 １７：５３ １４：１６ １５：５８

肃南 １８：０２ １５：３１

张掖 １８：１４ ００：０４ １６：２７

民乐 １８：５８ １４：２５

山丹 １９：０１ １４：５５ ００：５８ １７：０９

永昌 ２１：０９ １５：５４ ０２：０９ １９：１３

民勤 １６：４４ ０３：４８ １８：５６

武威 １６：４５ ０３：０５ ２０：２５

古浪 １７：２３

乌鞘岭（开始）次日０１：０７ １７：５３ ０４：３６ ２１：５０

乌鞘岭（结束） ０１：２５ 次日０４：０８ ０８：０９ １９：２３

　　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河西走廊出现了一次冷锋
后的特强大风过程。冷空气来自欧洲东部，经乌拉

尔山南端、西西伯利亚、巴尔喀什湖进入北疆，再翻

越天山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冷空气为西北路径。

这次特强大风发生前１２ｈ，在新疆南部５００ｈＰａ上
出现负变高 －１７ｄａｇｐｍ的强中心，属冷锋后偏西大
风型。敦煌于２２日１１：５４出现大风，１６：１３到达酒
泉，间隔２５９ｍｉｎ；１８：１４到达张掖，间隔３８０ｍｉｎ；２３
日０１：０７到达乌鞘岭，这次大风过程从西到东影响
河西走廊全境需要７９３ｍｉｎ。
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河西走廊出现一次冷锋前的

特强大风过程。冷空气源地来自新地岛，经西西伯

利亚、蒙古高原南下影响河西走廊，属于北方路径。

这次过程主要是由冷锋前的一次强飑线活动造成，

伴随着这条飑线，出现了大风和沙尘暴。金塔在

１２：５３首先出现大风，然后，向西向东扩展，１７：５３到

达乌鞘岭，间隔５ｈ。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河西走廊出现全境大风过

程，其主要影响系统是冷锋，７００ｈＰａ河西走廊西部
冷平流输送较强，是引发大风的关键。同时，由于地

面热低压在此长时间少动，阻挡了地面冷高压的移

动，在河西走廊一带造成了强气压梯度区，从而引发

大风。冷锋过境前后，各站３ｈ变压在２０．０ｈＰａ左
右。处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受冷锋入侵影响

最早，于１５：１３出现大风，次日０４：３６大风到达乌鞘
岭，间隔８０３ｍｉｎ。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２日，西西伯利亚地面冷高压形

成东移，２４日０８时左右，新疆东移南下的冷空气进
入河西西部，在东移过程中迅速加强，并倒灌进入南

疆和柴达木盆地。玉门镇在１１：０１出现大风，２１：５０
大风到达乌鞘岭，间隔６４９ｍｉｎ。

上述４次典型大风过程均是春季强冷空气活动
造成的。河西走廊全境的大风过程，从西（敦煌）到

东（乌鞘岭）大约需要１３ｈ。

３　小　结
（１）河西走廊一日大风平均和最长持续时间的

空间分布特征与大风日数基本一致，总体上自东向

西、自南向北增多，且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多。

（２）全区域平均年大风持续时间６５ｍｉｎ，最短
的地方肃南和民乐为７ｍｉｎ，最长的地方瓜州为２０７
ｍｉｎ。全年各地大风一日最长持续时间范围在１１１
～１３９０ｍｉｎ，其中瓜州持续时间最长，是１３９０ｍｉｎ。
酒泉市大部、永昌、民勤和乌鞘岭年平均和最长大风

持续时间偏长，其余地方偏短。各季大风平均和最

长持续时间，春季最长、冬季次长、夏季最短、秋季次

短。另外，一次大风的最长持续时间为 ２６６５ｍｉｎ
（瓜州），比一日要明显偏长。

（３）年一日大风持续时间的频率为偏态分布，
主要集中在０～４ｍｉｎ，平均占０．４８，将近一半。风
速偏小站大风持续时间基本为０～１２ｈ；风速偏大站
的大风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ｈ的累积频率近１／４，这
说明风速偏大站大风的持续时间长。

（４）春季强冷空气活动造成河西走廊全境大风
过程，从西（敦煌）到东（乌鞘岭）大约需要１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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