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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专区的地表面状况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陆 佐 伯
安橄省安庆专区气象服务台

提 要

文内利用安庆专区各县站的气候资料
,

结合地形特点
,

对专区范围内的地面风

场
、

沮度姗
、

降水锡进行了分析
。

结果发现
,

安庆专区地表面对天气和气候的形响
,

主

耍有屏障
、

窄口
、

抬升
、

辐射四种作用 考虑这些作用
,

可以为专区台做好分片预报提

供依据
。

一
、

引 言

某一地区的天气和气候
,

除取决于太阳辐射
、

大气环流外
,

还受该地区地表面状况的

影响 安庆专区的地形起伏
,

对该地区的天气和气候有很大影响
,

因此
,

要作好专区天气

的分片预报
,

就必须熟悉该地区地表面对天气
、

气候的影响 安庆专区的地表面状况是比

较复杂的 图
,

就地势而誉
,

大别山区与皖南 山区沿着东北一西南向的长江谷地南北相

县市所在地
翻泊乡己 江河

海搜高度在 , 米

高度在 一

高度在 一
高度在 一

图 安庆专区地形略图

望 大别山区的找海高度在 米

左右 皖南山区也在 。米上下

长江两岸水系纵横
,

湖泊棋布
,

丘陵

起伏
,

冲积平原零星碎布
,

构成了西

北与东南高
、

中间低洼的地势
。

由

南北山区到长江谷地的倾斜度约在

百分之一左右
。

作者试图从专区气候资料的分

析以及儿年来 日常夭气工作中的经

验
,

研究安庆专区地表面状况对天

气
、

气候的影响

米咪米

二
、

地形对风塌的影响

安庆专区的地形对风场的影响比较显著 如果单凭气压场来解释或预测我区的风向

风速
,

在很多情况下
,

将是难以理解和要失败的 如前所远
,

我区地形特点是长江谷地介

于大别山区与皖南山区之间
,

形成了一个东北一西南向宽约一百公里的走廊 因此
,

当气

压场所决定的风场与走廊的走向一致时
,

则风向与地转风方向一致
,

风力加强
。

例如
,

当

冷高压沿偏东路径南下
,

或当台风经阂
、

浙北上 图
,

我区吹一致的东北风时
,

风力一般

木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期 陆佐伯 安庆专区的地表面状况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要比合肥
、

南京等地大一到二级
。

又如夏季
,

我区处于太平洋高压西北边绿
,

或有华北干

槽存在
,

气压场呈南高北低形势时
,

我区的西南风也要比合肥
、

南京等地偏大一到二级

当气压场所决定的凤场与走廊的走向成直

角或近乎成值角时
,

则我区风场的风向与

地转风方向不一致
,

风力大为诚弱 例如

当冷高压沿偏西路径南下时
,

沿淮河流域

和江苏地区吹较张的西北风
,

但我区由于

大别山区的阻挡
,

使冶空气被逼
,

沿着大别

山区的东麓
,

流入长江谷地 因此
,

风场的

风向改变为东北
,

风力大为减弱
,

要比淮河

地区偏小二到三级 又如
,

当高压自华东

地区北部入海而加强 图
,

江浙地区魔

较强的东南风
,

但我区由于皖南山区的阻

挡
,

使气流沿皖南山区的东麓转向流入长

江谷地
,

呈微弱的东北流场 以上所述的

图 台风外围江淮风踢
年 月 日 时

各种气压场下的风场特点
,

主要是指长江河谷内各县的情况
,

而在走廊入口区 指东部地

区 的各县风场
,

与上述情况还有所差别 例如当气压场所决定的风场为西北或偏北流场

时
,

桐城
、

铜陵以及铁阳东部地区
,

风向与地转风方向一致
,

风力还稍有加兹
。

, 少

厉云耐一

睽
“

护 习月

蚌梦
、

南京

即

判叫翩
大另『
、 二

山区

、合叮
’

护珍 蒸

盆

高压入海时的江淮风踢
年 月 日 斗时

我区全年以与走廊方向一致的偏东

北风为最多
,

偏西南风次之
,

至于西北与

东南风
,

由于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的阻

挡频率很小 在冬半年
,

东北风占绝对

优势
,

夏半年则东北风与西南风各占一

半 这只是风向总的情见 由于全区各

县的地形不一致
,

全区各县的凤向大致

相同下还有小异
,

大体上可分为六个小

区 沿江谷地 包括安庆市
、

撤阳
、

望

江两县以及潜山
、

太湖
、

宿松
、

贵池等县

的沿江地区
,

这些地区由于谷地呈东北

到西南走向
,

故以东北风占绝对优势 例
如望江县东北凤频率为 杜务

,

安庆市为

即之
,

少、一图,溉
一

甜刀

外 大别山区 包括岳西以及桐城
、

潜山
、

大湖
、

宿松等县的山区
,

这些地区由于地

表面的起伏较大
,

故以静凤为主 岳西县的静风频率为 咒
。

另一方面
,

此区处于大别

山区的东南麓
,

皖南山区离这里较远
,

故 自长江谷地吹来的东南风也不少 北部地区

桐城 由于处于大别 山区的东麓
,

以偏北风最多
,

偏西风极少 东部地区 铜陵县
、

市

和机阳县东部
,

由于已经不受大别山区的阻挡
,

故以西北风与偏东风为主 皖南山区

东北部 青阳以及贵池县的山区
,

由于地形起伏
,

故以静风为主 但由于离大别 山区较

远
,

故西北风与东北风也不少 皖南山区西南部 东至
,

由于处于皖南山区北麓
,

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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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北风为主

我区风速的分布情况
,

山区小于沿江
,

沿江西部大于沿江东部 沿江地区由于窄 口作

用
,

风速较大 以上是指风的平均状况而言
,

如果由此得出
,

在任何情况下全区的风速分

布特点都如上远
,

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特定的气压场控制下
,

和在各地小地形的制约下
,

山

区的风速可以大于沿江 大风 日数最多的是沿江西部
。

这与平均风速的分布规律是一致

的 南北山区次之
,

沿江中
、

东部最少
。

三
、

地形对温度锡的影响

安庆地区地表面状况对温度场也有一定的影响 年平均气温除南部高于北部外
,

还

存在沿江高于山区的现象 大别山区的岳西要比安庆低二度 地表面状况对最低气温分

布的影响较大
,

南北 山区的年最低气温远较沿江地区来得低 大别山 区的岳西
,

比沿江的

安庆低 水 ℃ 皖南山区的东至
,

比安庆低 斗℃ 全区同期的年最高气温的差异不大
,

沿

江略高于山区

地表面不同的影响
,

还明显的表现在气温的年平均 日较差上 岳西
、

东至
、

青阳等县
,

因位于山区
,

升温
、

降温显著 气温的年平均 日较差分别在 一 ℃ 之间
。

而安庆
、

望

江等地多冲积平原
,

且有长江水体的调节作用
,

气温的升降要缓和一些
,

年平均日较差在

℃
。

其它各地介乎两者之间 还必须指出
,

岳西
、

东至
、

青阳等地 日较差所以大于其它

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是受地形的影响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岳西
、

青阳
、

东至等测站都

处于谷地中 白天地表的辐射面积大于平坦地区
,

增温扭速
,

最高气温偏高 夜间反之
,

降温较多
。

因冷空气易向谷地流入
,

故早晨的最低气温偏低
,

日较差就比较大了
。

上面我们只是分析了地表面影响气温分布的平均状况 要做好 日常夭气工作中最

又梦 产
了‘ 。

产
又广

’

图 深秋 一 月 冷空气南下后夭晴

风小时各站最低气沮与安庆偏差图

一 年的平均值

低
、

最高气温的分片预报
,

还必须了解在各种天气

系统影响下
,

各地天气条件下
,

地表面对气温分布

的影响 从晚春到初秋 , 一 月
,

无论在何种天

气条件下
,

地表面对最高气温在全区分布的影响

是不大的 山区与沿江仅差一度上下 从晚秋到

早春 一 月
,

尤其是在冷空气南下后
,

冷高压

控制
,

天晴风小的夜间
,

地面剧烈失热的情况下
,

山区各站
,

降温特别显著 图 刃
。

同一天的最低

气温
,

岳西
、

青阳
、

东至等山区要比沿江的安庆低

一 ℃ 在偏南气流按制
、

阴沉天气条件下
,

由于

地面失热不多
,

各地最低气温差别就较小
,

约在

℃ 上下 在其它天气条件下
,

各地温差情况介

于上远两种情况之间
。

四
、

地形对降水分布的影响

安庆专区的降水分布
,

除受各种天气系统路径所决定外
,

地形对降水量分布的影响
,

也是明显汽 首先从气候角度来看
,

无论是降水量
、

降水 日数或雷暴 日数的分布
,

都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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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点 山区大于沿江
,

南部大于北部 大别山区与皖南山区的年降水量在 一 助

毫米之间
,

年雨 日在 一 知 天之间
,

年雷暴 日数在 一匆 天左右 而沿江地区年降水

量在 毫米上下
,

年雨 日在 一 天之间
,

年雷暴日数在 一 。天之间 山区多

于沿江
,

是与地形密切相关的 这是由于南北山区地势起伏
,

增加了空气被逼抬升的机

会
,

使降水机会增多
,

降水张度大 沿江地区地势平坦
,

降水机会和兹度就要小一些 而

大别山区与皖南山区是我区的暴雨 中心

地表面对降水的影响
,

还表现在一些降水天气过程中 当台风登陆经浙江
、

江苏北上

时
,

我区受较强的偏东北气流影响
。

江南各站处于皖南山区的迎风坡上
,

潮湿空气沿山坡

大量抬升
,

其雨量远较其它各地为大 图
。

全区的降水分布
,

虽因台风自我区东邻北

上
,

而东部大于西部
,

但从同一经度附近的各地来看
,

皖南山区北麓远较北部地区的雨量

为大 例如东至为 牡 毫米
,

安庆为微量
,

桐城不足 毫米 当有西南低涡东移
,

或江淮她

区有切变线形成时
,

我区各地受较弦的西南气流影响
。

这时
,

宿松
、

潜山等地处于大别山

区的迎风坡上
,

暖湿空气被逼迅速抬升
,

故这些地区是我区的雨量中心 例如 一

年 次低涡
、

切变线天气过程的降水量统计
,

便明显的具有以上所述的特点 图

、 、 。

弓

厂 、

,

沪今

图 台风北上全专区雨量图

年 月 日一 日

图 一 年一次低涡切变线

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图

五
、

桔 希

根据以上的分析
,

我区地表面状况对天气
、

气候的影响
,

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作用

屏障作用

大别山区使西北来的冷空气减弱
,

冶锋后的西北大风除了在桐城
、

铜陵等地有所表现

外
,

大部分地区被逼转为东北风
,

风力减弱
。

冷空气首先侵入铜陵等东部地区
,

而后漫入

长江谷地 当高压入海而加嗤
,

江
、

浙等省有东南大风时
,

我专区因有皖南 山区的屏障而

不 出现东南大风 南北山区的屏障作用使我专区长江谷地内的东南风与西北风 很少 出

现
。

窄口作用

当空气 自东北方向或西南方向流入长江河谷时
,

我专区由于长江谷地的窄 口作用
,

增

加了气流的速度
,

使西南凤与东北风的风速增大
,

尤其是在沿江西部
,

因此处窄 口最狭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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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湖泊
,

风速最大
,

成为我省大风区之一
抬升作用

山地区地势起伏
,

在气流的迎风坡上易于发生地形抬升作用 另一方面
,

山区谷地中

日间增温迅速
,

增加了空气的热力对流
,

因此使山地内的雨 日增多 降水兹度增大
,

且多

雷暴与易于发生泳雹天气

辐射作用

山区内地形起伏
,

地表面的辐射面积大于平坦的沿江地区
,

因此在同一气团控制下
,

山地气温的 日振幅大于沿江地区
,

特别在冷高压控制下天晴风小的夜间
,

各地降温程度的

差异甚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