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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 年 ∗ 月吉林省 个市 州 个气象站冰雹天气的降雹日数 !年分布 !年变化 !日变化和

降雹的主要路径等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把近 年与过去 年吉林省冰雹天气气候特征相比较 除冰雹

年变化和日变化无差异外 降雹日数年分布和主要冰雹路径有所不同 ∀分析表明 近 年降雹线共 条 大部分

大致呈 • ) ≥∞走向 其中有 条 ≥ • ) ∞向降雹线穿过全省中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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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惠清 !吴忠义等对 ∗ 年吉林全省冰

雹天气气候特征曾进行过较详细分析≈ ∀后来人

们根据近年来冰雹天气的实际时空分布 提出近些

年主要降雹线是否有所变化 降雹天气年变化是否

与过去有所不同等诸多疑问 ∀另外 各地方政府对

人工防雹增雨试验工作的经济投入和重视力度比过

去加大一些 ∀

基于上述两点需要 本文对 ∗ 年 ∗

月吉林省 个市 州 个气象站冰雹天气的降

雹日数年分布 !年变化 !日变化和降雹的主要路径等

进行统计特征分析 为各市 州 防雹作业的设计和

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

 吉林省地形特点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部 处于 β χ ∗ β χ

β χ ∗ β χ∞∀全省地貌东南高西北低 由

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 形成东部山地 !丘陵 中部台

地 西部平原 ∀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的 平

原和草地占 省内最高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峰海

拔达 西部松嫩平原河谷洼地海拔高度在

以下 东西部高度差悬殊 ∀

 降雹日数年分布

图 为吉林省 个站多年平均年降雹日数分

布 ∀由图 可见 白城市全部 个站 延边州除敦化 !

龙井 !安图以外的 个站 松原市除前郭以外的 个

站 通化市的柳河 !通化县 !集安 白山市的临江 辽源

市的全部 个站 四平市的伊通 !孤家子 吉林市的烟

筒山和长春市的榆树共 个站的年降雹日数都小于

天 其它 个站均大于等于 天 ∀中部的双阳 !农

安 !公主岭 南部的长白 !东部的敦化年降雹日数均大

于等于 1 天 ∀年降雹日数最少的站是白城 !通榆

为每年 1 天 最大的站为双阳 达每年 1 天 ∀

图  ∗ 年吉林省平均年降雹日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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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为吉林省 个市 州 每站多年平均年降雹

日数 ∀由表 可见 全省每年出现 天以上降雹的

市有白山市 !长春市 !吉林市和四平市 依次分别达

1 ! 1 ! 1 和 1 天 ∀出现冰雹最少的白城市为

每年 1 天 ∀

表 1  1990 ∗ 2003 年吉林全省 9 个市(州)

每站年平均降雹日数 天

白城 松原 长春 四平 吉林 辽源 通化 白山 延边

年降雹日数

 降雹日数年和日变化

图 表示吉林省降雹日多年变化 ∀由图 可

见 白城 !长春 !吉林 个市降雹日年变化都出现多

个峰值 且不尽相同 而 月份出现降雹天气最多这

一点是共同的 ∀全省范围内 年中前 个大峰值

依次出现于 月和 月 分别是 天和 天 这

与每年春夏之交冷暖空气相互交汇 气旋活动频繁

发生有关 ∀

图  ∗ 年吉林省降雹日数年变化

吉林省降雹日变化有其规律性 ∀按降雹次数

多少排列依次是下午 !前半夜 !上午和后半夜 分别

占降雹总次数的 ! ! 和 ∀在下午

∗ 时段内降雹出现次数最多 占降雹总

次数的 1 占下午降雹总数的 1 其主要

原因是此时下垫面被太阳辐射增温 强对流容易形

成和发展 ∀

 冰雹天气发生天数

在近 年中 吉林省一共发生 天冰雹天

气 ∀其中最少的 年为 天 最多的 年为

天 平均每年发生降雹天气 天 ∀

首先定义 在一天中发生 个站以上 包括 个

站 的降雹天气为大范围降雹天气 发生 个站的降

雹天气为局地降雹天气 ∀统计表明 局地降雹天气

发生天数多于大范围降雹天数 局地和大范围降雹

日数各占总天数的 和 即全省平均每年发

生 天局地降雹天气和 天大范围降雹天气 ∀大

范围冰雹天气一般比局地冰雹天气来势迅猛 强度

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情重 其同一天发生降雹

站数多为 ∗ 个 最多达跨 个市 州 个气象

观测站 发生在 年 月 日 ∀

表 为吉林省 个市 州 年平均降雹天气发生

天数 ∀由表 可见 全省除辽源市 仅有 个站 的

个市 州 中 白城市每年发生冰雹天气最少 为

1 且大范围冰雹天气也少 为 1 占市

总冰雹天数的 ∀

长春 !吉林市和延边州发生冰雹天气天数最多

分别依次为 1 ! 1 和 1 大范围冰

雹天气天数占各市 州 总降雹天气天数的百分率也

很高 分别达 ! 和 ∀

表 2  1990 ∗ 2003 年吉林省各市(州)降雹日数

白城 松原 长春 四平 吉林 辽源 通化 白山 延边

年降雹日数

大范围降雹日数 1 1 1 1 1 1 1 1

  注 括号中数字为占市总冰雹日数的百分比 ∀

 雹粒大小

冰雹观测资料中所显示的是 强雷雨云水汽凝

结物的粒子最大直径 而不是众数或最小直径 ∀作

者不局限在气象上的冰雹狭义定义而从广义上的

/冰雹就是从过冷云中降落下来的一种固体水汽凝

成物0≈ 出发 对其最大直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

表 3  1990 ∗ 1999 年吉林省水汽凝结物

最大直径相对频数分布

最大直径 相对频数 最大直径 相对频数

∗ ∗

∗ ∗

∗ 以上

∗

由表 可见 在雷雨云中形成降水凝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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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次中 冰雹为 次 冰丸和雪丸为 次

各占 和 ∀

直径在 ∗ 的小冰雹次数最多 达

次 约占降雹次数的 ∀直径大于等于 的

大冰雹次数最少 仅达 次 约占降雹次数的

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就一般降雹规律来讲

最大冰雹直径越大 众数直径和密度越大 灾情也越

重 ∀又从观测记录可见 最大的冰雹直径为

次大的冰雹直径为 分别发生在

年 月 日 的永吉县和 年 月 日

的九台市 均出现在吉林省中部地区 ∀

 冰雹的主要路径

冰雹云的移动方向 一般和高空引导气流方向

一致 而有些雹云受地形地貌影响 常沿山脉和河谷

移动 ∀降雹区宽度达 ∗ 长度达 ∗

∀如强单体 !传播和点源冰雹云一般以 ∗

的速度向下风方移动 有时沿路连续降雹 而

有时跳跃性地降雹 较容易确定降雹线 ∀主要在层

结不稳定的气团中生成的弱单体或多单体雹云 移

动较少 不易确定降雹路线 ∀作者为确定全省主要

降雹路径 首先按文献≈ 的方法 把 ∗ 年

年中同一方向相邻多个站降雹次数达 次以上

的断断续续多条雹线选定之后 再经综合考察 包括

考察特大冰雹路线 将同一路线 !同一方向的多个断

条雹线或同一方向的权重平均线连起来 这些线就

是主要降雹路径 ∀

归纳起来共有 条主要路径 其中除 条是

) ≥ 向和两条 ≥ • ) ∞ 向外 其它 条大致是

• ) ≥∞向 ∀在 年 月 日下午 先后在双

阳站和永吉站观测到的 和 特大冰雹

就降落在第 条雹线上 ∀降雹的 条主要路径和示

意图 图 如下

≠双辽 ) 梨树 ) 四平 ) 东丰 ) 磐石 ) 辉南 ) 梅

河口 ) 柳河 ) 白山 ) 东岗

长岭 ) 双辽

≈乾安 ) 农安 ) 长春 ) 双阳

…大安 ) 前郭 ) 松原 ) 扶余 ) 吉林

公主岭 ) 长春 ) 九台 ) 德惠 ) 榆树

公主岭 ) 伊通 ) 双阳 ) 烟筒山 ) 永吉 ) 舒兰

九台 ) 永吉

桦甸 ) 靖宇 ) 东岗

舒兰 ) 蛟河 ) 敦化 ) 安图 ) 龙井 ) 延吉 ∀

图  ∗ 年吉林省冰雹路径示意图

 小结

根据前面的分析 把近 年与文献≈ 中过去

年 ∗ 年 全省冰雹天气气候特征相比

较看 除冰雹年和日变化没有差异外 降雹日数年分

布和主要冰雹路径有所不同 ∀

在两个年分布图上 大小区域分布一样 但

近 年部分站的年平均降雹日数小于过去 年

如四平 !扶余 !东岗和舒兰等站年平均降雹日数均小

于 ∀在全省 个市 州 中 长春市和延边州年

平均降雹日数最多 分别是 天和 天 ∀

把两个全省主要雹线示意图相比较看 大部

分雹线均大致呈 • ) ≥∞走向 但在降雹线的总条

数 !部分雹线的走向和路径上存在差异 ∀近 年分

析降雹线共 条 其中有两条 ≥ • ) ∞向降雹线穿

过全省中部地区 而过去 年归纳降雹线共 条

没有 ≥ • ) ∞向降雹线 ∀

在一年中 月份出现冰雹天气最多 在一

天中下午出现最多 占降雹总次数的 ∀

依据观测记录 直径为 ∗ 的小冰雹

出现次数最多 而直径大于等于 的大冰雹出

现次数最少 各约占降雹次数的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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