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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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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根据大量的气象资料及有关的利研材料
,

并结舌本人鱿部分调查结果
,

进行了

整理
,

并综合分析了西北地 区的农业气候资源
。

着重闽述了西北地 区欲光能
、

热量
、

水

分等农业气候资源的规律及其与农业生产 的关系
,

从而分析了本区能农业兰产潜力
、

熟

制
,

并结合农业生产进行了初步的评价
。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

西北地区的光能资源非常丰富
,

是本区发展农业生产很有利的

条件
。

热量资源除少数地 区外
,

比较丰富
,

一般能够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
。

唯水分

资源 (指 自然降水 ) 比较欠缺
,

’

这是本区发展农业生产 的不利因素
。

西北地 区包括陕
、

甘
、

宁
、

青
、

新五省 (区 )
,

位于祖国的最西北部
。

面积 300
.

2 5万平

方公里
,

占全国总面积 3 1%
。

地理位置
,

南 自北纬 3 1
0

息。
产 ,

北至北纬 4 9
0 5 0

产 ,

南北跨纬

度 1 5
0

1 1 产 ,

直线距离 2 0 2 0公里
。

西 自 东 经 7 3
。
凌0 尹 ,

东至东经 1 1 1
0 1 5产 ,

东西跨经度 3 7
。

35
尹 ,

直线距离41 75 公里
。

这样
,

南北在太 阳幅射方 面 必然有很大的差别
,

东西在冬夏

季风的影响上亦会有所不 同
,

形成了气候能不一致性
。

本区的地形是极其复杂的
,

这就造成了气候的多样性
。

在新疆和甘肃的民勤
,

东经

l 。。
。

以西的河西走廊等地区
,

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最中心部分
,

远离海洋
,

而且四周 有

高山环绕
,

水汽很难到达
,

因此气候具有最强烈的大陆性
。

本区高山
、

高原
、

平原
、

丘

孩
、

盆地都有
。

除陕西和甘肃东部少数地区外
,

一般都是一千米以上的高原
,

青海的大

部在三千米以上
,

这就造成 了本区气温一般 较 同纬 度的华北地 区偏低
。

本区的山脉甚

多
,

呈东西或西北
、

东南走向
,

主要有
:

新疆北部的 阿 尔 泰 山
,

海拔一般在三千米以

上 , 横贯新疆 中部的天 山
,

把新疆分隔为准葛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

由于受到北冰洋来

的气 流的影 响
,

天 山北坡的气候比南坡湿润
。

耸立在青藏高原南缘的喜马拉雅 山
,

它虽不属于西北地区的山脉
,

但对本区的气候

却影响很大
。

由于它高度很高 (平均 高度在创 00 米以上
,

其中珠穆朗玛峰 8 8 4 8
.

13 米
,

是世界的最高峰 )
,

阻挡着从印度洋上 吹来的潮湿气流
,

造成西北地区降水稀少
。

横贯中国中部的秦岭
,

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
。

全长约 1 5 0 0公里
。

在陕西

境内的一段是它的典型地段
,

平 均 高 度在艺。0。一 3 0 0 0米上下
,

其最高峰太 白山为3了6 7

米
。

由于有秦 岭 作屏 障
,

潮湿的海洋气流不易深入西北
,

陕南
、

四川等地少受寒潮的

侵袭
。

因此秦岭成为中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气候重要分界线
,

山南山北
,

气候迥异
。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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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温暖多雨
,

岭北 冬冷少雨
。

本区有两大高原和四大盆地
。

前 者 包 括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 后者 包括塔里木盆

地
、

准葛尔盆地
、

吐鲁番盆地和柴达木盆地
,

其 中除准葛尔盆地由于西北 方的潮湿气流

可 以入 内
,

降水稍多外
,

其余盆地皆因高山环绕
,

地形低洼
,

水汽不易入内
,

造成气侯

干旱少雨
,

夏温很高
,

气温日变幅很大的气候特点
。

一
、

西北地 区的光能资源

一个地区太阳幅射能量的多少 以及绿色植物摄取太阳 幅射能的效率
,

关系着该地区

农作物产量的高低
。

本区的光能资源非常丰富
。

( 一 ) 太阳幅射年总量

西北 地区地处内陆
,

空气干燥
,

云雨稀少
,

睛天多
,

加之一般 海拔高度较高
,

总 幅

射 削弱较小
,

故 日照丰富
,

因此
,

实际年总幅射值都比较大
。

大部分地区均在 1 20 一 1 60

千卡厂里米
“ ·

年之间 ( 一年每平方厘米的地面上的太 阳幅射总量 )
。

陕北为 12 。一 1 40 千

卡
。

宁夏
、

甘肃大部分地区为 14 0一 1 60 千卡
,

新 疆 年 总 幅射在天 山及其以北地区低于

41 0千卡
,

以南则高于此值
。

本区最高值出现在新疆东部库鲁 克 塔格 山
、

甘肃北 山地区

以及青海高原
,

年总幅射值达 1 60 千卡以上
。

其中青海冷湖 1了7千卡
,

比同纬度的华北平

原
、

黄土高原 高 10 一 40 干卡
。

仅次于青藏高原
,

居全国第二位
。

( 西藏为 1 70 一 190 干卡 )

只有东经 1 0 5
”

以东
,

北纬 25
“

一 3 5
“

间的地区
,

包计陕西的铜川 和甘肃的天水 以南地区年

总幅射值最小
,

低于 12 。千卡
。

其中陕南为 1 10 干卡左右
。

这是因为秋季北方冷空气南侵时

受秦岭阻滞作用
,

常常形成静止 峰面
,

或者夏季东南风的侵入和地形的抬升作用
,

成云致

雨的机会多
,

水汽多
,

空气透明度差
。

因而导致睛天少
,

日照不丰富
。

如果以 1 20 千卡计算
.

每亩土地
_

卜印为 8 亿千卡
。

很据研究
,

在现代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
,

投射到地面上 的太阳

能总量 转变为化学潜能的 ( 即光合产物中贮存的能量 ) 最多只 占投射总量的十分之一
二

即每亩土地上只有 8。。。万干卡可转变为化学潜能
,

即绿色植物最高可能利用 80 00 万千卡奋

试验证明
,

一克植物干物质的碳水化合物完全燃烧能释放出约 4 千卡的热量
,

如果

植物的光合效率为 1 00 % 的话
,

则形成一克植物干物质应需 4 千卡 的 能量
。

折合生产一

市斤 ( 5 0 0克 ) 植物干物质就需要 2 0 0 。千卡能量
,

于是每市亩土地上在 一 年内包括植物

的茎叶籽粒在内的产量可达 4 万斤
,

除掉因呼吸作用消耗 20 %的碳水化合物外
,

产量应

为3 2 0 0 。斤
,

远较当前大 田生产高出许多倍
。

但 目前
,

实际农业科学
,

技 术水平很低
,

对

太阳能灼利用率
,

达不到 10 %
,

一般只有 1 %左右
; 另外

,

由于冬季气温较低
,

农作物

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

因此
,

被作物所利用的太 阳辐射能还要少些
。

( 二 ) 生理辐射年总量

通常把绿色植物吸收的光
,

称为生理辐射
。

生理辐射 的光谱 波 长 介 于 O
。

30 一 0
.

75

微米之间
。

由于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区的光谱波长在 o
。

40 一 o
。

76 微米之 间
,

所以生理辐射

基本上是可见光部分
。

西北地区 的生理辐射资源和太阳辐射年总量一样
,

十分丰富
。

青海塔里木盆地
、

甘

肃北部及宁夏由于海拔高
、

空气稀薄
,

水汽含量少
,

大气透明度好
,

生理辐射特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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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在 7 0千卡以上
,

秦岭以 南
,

一般不足 55 千卡
,

秦岭以北的关 中 和 陕 北 在 60 干卡左

右
。

北疆在 60 一65 千卡之间
。

由于植物利用太阳辐射能只有在气温超过 5 飞 时期的生 长

季节才能进行
,

所以实际上可以利用的生理辐射较年生理辐射总量要少些
。

本区大部分

地区气温较低 的时期较长
,

大大限制 了太 阳辐射能利用
,

有人计算
,

西北地区在生 长期

内 ( ( 5 ℃ ) 的生理辐射量为 4 5一55 千卡
,

其光能生产潜力
,

若按生理辐射能利用率为

2 %计算
,

北疆为 8 00 一 1 0 0 0斤
,

黄河流域和陕南为 1 0 0 0一 12 0。斤
,

关 中渭河流域以 南
,

不到 1 0 0 0斤
,

南疆在 1 2 0 0斤以上
,

柴达木盆地为 1 0 0 0斤
。

如果把生理辐射能利用率提高

到 5
.

1%
,

则北疆为 2 0 0 0一 2 5 0 0斤
,

其余大部分地区为2 5 0 0一 3 0 0 0斤
,

但 渭 河流域以南

低于 2 5 0 0斤
,

南疆 3 0 0 0一 3 5 0 0斤
,

青海除柴达木盆地为 2 5 0 0斤外
,

大部分地区在 1 0 0 0斤

以下
。

如果把生理辐射能利用率再提高到 10 %
,

则各地区的产量将会更 高
。

由此可见
,

为丁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

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提高生理幅射能的利用率
。

这

也是农业科学努力的方向
。

( 三 ) 光照时间

西北地 区的光照时间在全国是最牛富的地区
。

全年 日照时数一般在 2 。。 0一 3 3。。小时

之间
,

而且从东向西逐渐增大
。

最大值出现在青海的冷湖
,

为过6 00 小时
,

最小值出现在

陕南
,

为 1 4 0 0小时
。

陕西 1 4 0 0一 2 9 0 0小 时
,

宁 夏 2 5 0 0一 3 4 0 0小 时
,

甘 肃 1 9 0 0一 3 3 0 0小

时
,

青海 2 4 0 0一 连6 0 0小时
,

新疆 2 6 0 0一 3 4 0 0小时
。

秦岭是 2 0 0 0小时的分界线
,

秦岭以北

都在 2 00 0小时以上
,

秦岭以南 除 商 县 为 2 0 7 7
。

1小时外
,

都在 2 00 0小时以下
。

这是 因为

秦岭以南
,

云
、

雾和降水都多的缘故
。

年 日照百分率的分布
,

基本上与 日照时数的分布

一致
,

全年日照百分率一般在 5 。一 70 %之间
,

从东向西逐渐增大
,

最大值出现在青悔的

冷湖
,

为 80 %
,

最小 值 出 现 在陕南
,

为 40 %左右
。

陕 西40 一 66 %
,

宁夏 56 一 7 7 %
,

甘

肃 4 3一 7 5 %
,

青海 5 4一 80 %
,

新疆 61一 7 6%
。

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的是光照的季节分配
。

西北各省 ( 区 ) 的 日照时数和日照百

分率都是夏季最多
,

冬季或秋季最少
,

春季居中
,

这是因为夏季昼长夜短
,

冬季昼短夜

长
,

秋季 阴雨天气多的缘故
。

综上所述
,

西北地区的光能资源非常丰富
,

有利于小麦
、

棉花和水稻的栽培
,

尤其

新疆
,

对瓜果的栽培更是得天独厚
。

在作物生长期中
,

本区特别是青海不仅辐射强
,

日

照长
,

而且昼夜温差大
,

有利于有机物质的积累
,

因此
,

西北地区作物的千粒重和单位

面积产量 比南方高
。

例 如
,

位于青藏高原海拔 3 0 0 0米左右的柴达木盆地的香 日德和诺木

洪两个农场
, 1 9 7 4年春小麦亩产超千斤

,

其中 20
.

5亩平均超过 15 。。斤
,

香 日德农场 四大

队十七中队
, 2

.

1 1 5亩平均亩产创 15 5 7
.

8斤的高产纪录
。

千粒重达50 克以上
。

二
、

西北地 区的热量资源

(一 ) 几个重要温度值

西北五省 ( 区 ) 年平均温度除关 中
、

陕南
、

甘肃的天水和武都以及南疆
、

东疆等地

区均在 10 ℃ 以上外
,

其余广大地 区均在 10 ℃ 以下
,

陕北
、

宁夏
、

甘肃以及北疆
、

伊犁谷

地均在 5 ℃一 10 ℃之间
,

青海及其它各省 ( 区 ) 少数地区因地势较高
,

在 5 ℃ 以下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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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海的玛多
、

称多清水河等地区由于在海拔4 oQO公尺以上
,

所以年平均温度在 一 4 ℃

以下
,

为全区最低
。

最热月平均温度与年平均温度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
关中

、

陕南
、

甘肃的西部少数地区武都
、

南疆
、

东疆
,
以及北疆的克拉玛依等地区在 25 乞 ~ 扣 ℃之间

,

著名的吐鲁番盆地甚至高达3 3
。
。 ℃ ,

陕北
、

宁夏
、

兰州
、

河西三地区以及新疆的伊犁谷

地
、

塔城盆地均在 20 ~ 肠
、

.

·

之间
,

其余地区均在 20 ℃以下
。

最热月平均气温是衡量作

物后期热量条件的重要指标
,

因为作物生长后期温度的高低决定着作物的成熟程度
,

这

在高塞地带特别重要
。

例如
,

青海大于 1 6 。 的地区
,

小麦成熟稳定
,产量高 , 1 2

.

5一 14 ℃

的 地 区 小麦成熟不稳定 ; 小于 12
.

5 ℃ 的地区
,

小麦成熟极不稳定
。

当然
,

过高的气温

也会增大蒸发和蒸腾
,

使植物受害
,

造成农业 减产
。

最冷月平均气温除陕南 和 甘 肃的

武都地区外
,

都在 。 ℃ 以下
,

其中河西三地区
、

青海和北疆在 一 1。 。 以下
,

新疆青河最

低达 一韶
, 6 : 。

一

至于年绝对最低温度
,

在西北地区都是很低的
,

除关中
、

咬南
、

天水
、

武都等少数地区外
,

都在 一 2 0 。 以下 (安康
、

武都 低子 一 氏 O 仓 )
,

低于 一 30 ℃ 的地区

也不少
,

如陕西的榆林
,

宁夏的银川
,

甘肃的酒泉
、

老东庙
,

青海的祁连托勒
、

冷湖
、

乌兰德令哈
,

新疆的塔城
、

克拉玛依
、

乌 鲁 木 齐
、

哈 密等
。

个别地区还有低于 一 40 七

的 : 如青海的玛多
、

新疆 的青河
、

哈巴河
、

伊宁等
。

青河低达 一 钧
.

7 ℃ ,

温度之低
,

全

国少有
。

更有甚者
,

新疆的富蕴
,

10 60年 1 月 21 日
,

气温曾低达 一 5 .1 5 。 ,

为本区最低

值
。

与我国
“
冷极

”
地区漠何的极端最低气温 ( 19 的年 2 月 1 3 日为 一 52

。

3℃ ) 相差不到

1 ℃ 。
评定冬作物越冬期间的热量条件

,

常用绝对最低温度的平均值
,

这是鉴定地区气

候对衣业的利弊程度的重要指标
。

目前西北地区冬小麦和苹果的北界
,

大致在年绝对最

低温度平均值为 一 24 七的地区
,

大致以长城为界
,

长城以北
,

一般冬小麦难于越冬
,

宜

子种植春小麦
。

年绝对最低温度的平均值在 一 8 ℃地上的地区
,

适于亚热带作物 ( 棕搁
、

油桐
、

柑桔
、

批把等 ) 的栽培
。

在陕西大体是略阳
、

佛坪
、

镇安一线以南的地区
。

绝对

最低温度较低
,

同时一月平均气温也低的地区
,

作物 越 冬 的 条件最差
。
如北疆大多数

地区种植中亚 品种的苹果
,

必须埋土才能过冬
,

而伊犁谷地绝对最低气温与北疆相差无

几
,

但由于一月平均气温比北疆高
,

因而
,

中亚品种苹果可自然越冬
,

无须特殊保护
。

( 二 ) 农业界 限温度与活动积温

通常把指示农业生产的温度称为农业界限温度或农业指标温度
。

在农业气候分析中

常采用日平均气温 ) O 口
、

) 均 七的农业指标温度
。

一般地说
,

日平均气温 。 ℃ 的开始

和终止时期
, 与春季土壤解冻和冬李土壤冻结的时期相当

,

因此
,

日平均气温达 。 ℃ 以

牛的持续期称为农耕期
, 以此可以评定地区农事活动的长短

,

在青海
,

稳定通过 ” ℃的

初日前后各一旬内
,

可以作为麦类 作 物 适
.

宜播种期的指标
。

大多数作物的生长过程在

10 。 以上才能活跃
,

故日平 均气温 10 ℃ 以上的持续期称为生长活跃期
。

同时
,

春季 日平

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 以后
,

正是冬小麦处于拔节期
,

油菜进入开花结实期
,

喜温作物如

水稻
、

棉花
、

玉米
、

高梁
、

花 生 及 其 它春作物都可以播种
,

秋季 日平均气 温稳定通过

10 : 时
,

棉花
、

甘薯等喜温作物等正趋于停止生长
。

因此
,

10 ℃的起止 日期对农业有重

摹的意义
,

10
·

以大的日数
,
可以评定喜温作物的生长期的长短

。
西北五省 (区 ) 日平

拘气温稳定通过 o 私洲 10 ` 的初
、

终期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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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北地区界限温度初
、

终期及 ) 10 ℃ 的积温 ( 1 5 1 9一 1 7 90 )

, 、

… … 。 。 :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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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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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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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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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以上的活动积温
,

是评定一个地 区对农作物的热量供应广泛应用的指标
。

西北

地 区的热量资源除青海因海拔较高热量资源较差外
,

其它四省 ( 区 ) 都比较丰富
。

一般

的规律是
:

10 ℃ 的开始 日期南部早
,

北部迟 , 盆地早
,

山地迟 ; 海拔低的地区早
,

海拔

高的地区迟
。

10 ℃的终止 日期则相反
,

北部早
,

南部迟 ; 山地早
,

盆地迟 , 海拔高的地

区早
,

海拔低的地区迟
b
而 10 ℃ 以上的持续日数一般也是成规律的分布

,

即南部多
,

北

部少 ; 盆地多
,

山地少 ; 海拔低的地区多
,

而海拔高的地区少
。

因此
,

> 10 ℃ 的活动积

温则是南方多于北方
,

盆地多于山地
,

悔拔低的地区较海拔高的地区为多
。

西北地区热

量 资源具体分布的情况大致是
:
陕南

、

武都和吐鲁番盆地热量资源最为丰富
。

10 ℃ 的开

始 日期为 3 月下旬
,

终止 日期为 n 月上
、

中旬 (吐鲁 番为 10 月下旬 )
,

10 ℃ 以上的持续

日期为 2 2 0~ 2 3 0天
,

) 1 0 ℃的活动积温为 4 4 0 0一 5 50 D℃
,

吐鲁番最高
,

达 5 4 6 4
.

6℃
,

夏

季温度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

七月平均气温为 33 ℃ ,

极端最高气温高达4 8
.

9 ℃ ( 19 6 5年 7

月 )
。

关中和南疆的热量资源比较丰富
。

10 ℃ 的开始 日期为 4 月上旬 ( 大荔
、

和田提前

在 3 月底开始 )
,

终止日期为 1D 月下旬
,

10 ℃ 以上 的持续日数为 2 00 ~ 21 0天
, 1 0 ℃ 的活

动积温为 4。。O~ 4 5 0 0 ℃
。

陕北
、

宁夏
、

甘肃大部以及伊犁谷地
, 1 0 ℃ 的开始 日期为 4 月

中
、

下旬
,

终止 日期为 10 月上
、

中旬
,

10 ℃ 以上 的持续 日数为 16 0~ 18 。天
,

10 ℃的活动

积温为 2 8 0 。一 3 7 00 ℃
。

秦岭浅 山区 ( 6 0。一 1 0 0。米 ) 虽纬度较低
,

由于海拔较 高
,

热量

资源不及关中丰富
。

10 ℃开始 日期为 4 月中
、

下旬
,

终止 日期为 10 月中
、

下旬
,

10 ℃ 以

上 的持续日数在 1 7 0~ 2 0 0天之 I’ed
,

》 1 0 ℃的活动积温为 3 2 0 0~ 4 0 0 0 ℃
。

在北疆
, 1 0 ℃ 开

始 日期为 5 月上
、

中旬
,

终止 日期为 9 月中
、

下旬
,

10 ℃ 的持续 日 数 为 120 ~ 150 天
,

》 1 。℃ 的活动积温为 2 0 0 0一 2 6 。。℃
,

准葛尔盆地南缘沿天山一带地区热量较多
,

如 克拉玛

依等地在 3 6 0 0 ℃以上
。

青海因海拔较高
,

热量资源最少
,

一般 10 ℃开始 日期为 5 月 中
、

下旬
,

终止的 日期为 9 月中
、

下 旬
,

10 ℃ 以上 的持续 日数为 1 00 一 1 60 天
,

》 10 ℃ 的活动

积温除个别地方外
,

都低于 2 0 0 0 ℃
,

热量最少的玛多
,

10 以上 的持续 日 数仅为 4
.

3天
,

> 1 0℃ 的活动积温只有 47
.

。 ℃
。

此外
,

如固原
、

甘南和乌鲁木齐小渠子等地
,

亦因海拔

较高
,

其热量资源也较本省 ( 区 ) 其它地方为少
,

分别为 2 2 71 ℃ 、 7 44
.

2 ℃和 1 1 70
.

6 ℃
。

根据上述积温的分布情况
,

结合作物对积温的要求
,

西北地区除青海和其他省 (区 )

个别海拔较高
、

纬度偏北的地区
,

热量资源最差
,

只宜种植春小麦
、

青棵
、

糜谷及马铃

薯等要求热量少的作物外 (青海
,

气温 》 1 0℃ 的天 数 在 1 70 天 以上
。

积温在 2 5 0。以上 的

地区
,

宜种玉米
、

黄豆
、

茄子
、

辣椒等喜温作物
,

候温》 10 ℃的天数少于 8 0天
,

积温不

足 1 0 0。℃的地区
,

仅能种植青棵和白菜型油菜
。

) 绝 大 部 分 地区的热量资源都比较丰

富
,

不但都能满足要求热量较多的冬小麦栽培
,

而且只要有灌溉条件
,

都能满足喜温作

物的水稻
、

玉米及棉花的栽培
,

汉中盆地不但适宜发展稻
、

麦两熟 (据分析
,

90 % 以上

的年分保证稻
、

麦两熟所需的积温为 4 00 0 ℃ )
,

而且双季稻栽培所需条件亦基本具备
。

在新疆除北疆北部外
,

各地都能栽培棉花
,

准葛尔盆地热量丰富
,

成为我国最高纬度的

产棉区
,

在热量最为丰富的吐鲁番盆地 和南疆西南部还能栽培需要热量较多的长绒棉
,

(长绒棉积温 38 00
。

) 应当指出
,

虽然 》 10 ℃的积温指标
,
可以反映地区热量资源

,

但

还要考虑其它热量条件
,

如最热月温度
J、

年绝对 最 低 温 度平均值
,

对于喜温作物 (棉

花
、

水稻 )
,

怀要考虑生长成熟下限温度的终止期迟
、

早以及早霜冻来临早
、

晚等
。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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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就积温而言
,

关 中平原大部分地区可 以满足柑桔类植物的要求
,

但因它适于在温暖

而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
,

本区不够湿润
,

尤其冬季寒冷
,

柑桔类植物不能越冬 ( 一 8

℃是亚热带作物的栽培界限 ) 故不能种植
。

一

( 三 ) 霜冻特征

霜冻特征也是影响利用热量 资源的重要因子
。

因为其它热量指标尽管相同
,

如果这

个地区的早霜冻和晚霜冻出现的时间不稳定
,

或前或后 日期相差很大
,

就会大大限制热

量 资源的利用
。

西北地区的霜冻 ( 以 。 ℃ 为准 ) 初
、

终 日期及无 霜期如下
:

陕西
:

陕北初霜为 9 月下 旬至 10 月上旬
,

终霜为 4 月 中
、

下旬
,

无霜期为 15 0一 1 80

天 ; 关 中和商洛东部地区初霜为 10 月 中
、

下旬
,

终霜为 3 月下旬
,

无霜期为 2 00 一 2 3 0天 ;

陕南初霜除秦岭的中
、

高 山地区在 10 月上
、

中旬外
,

其 它地区为 n 月 中
、

下旬
,

紫阳始

于 12 月上旬
,

为全省最晚 , 终霜为 3 月上
、

中旬
,

唯有紫旧在 2 月 中旬
,

为全省最早
。

无霜期除个别 山区外
,

为 2 30 一 2动天
,

紫阳最长达 29 1天
。

甘肃 :
河西三地区和定 西初霜为 10 月上 旬

,

终 霜 为 4 月 中
、

下旬
,

无霜期为 1 60 一

18 0天 ; 兰州及庆阳地区初霜为 10 月下旬
,

终霜为 4 月上
、

中旬
,

无霜期接近 2 00 天 ;
天

水地区初霜为 n 月上 旬
,

终霜为 3 月下旬
,

无 霜期 2 20 天
;
武 都 地 区初霜 12 月上旬

,

终

霜 2 月下旬
,

无霜期最长
,

为 2 82 天 ; 甘南初霜 8 月下 旬
,

终霜 6 月上 旬
,

无 霜期最短
,

只有 82 天
。

新疆
:

北疆初霜为 9 月下 旬到 10 月上 旬
,

终 霜为 5 月上旬
,

无 霜期为 1 50 天左右
;

南疆初霜多在 10 月下 旬前后
,

终霜多在 3 月下旬前后
,

无霜 期 多在 2 00 天以上
。

无 霜期

以吐鲁番最长为 2 70 一 3 00 天
,

青河最短只有 41 ~ 74 天
。

宁夏的无霜期一般在 1 60 一 1 80 天之间
。

青海因海拨较高
,

无 霜期较短
。

但除海拔在

4 COO公尺 以上的地 区
,

都在 1 00 天以上
。

无霜期的长短对作物的种植关系很大
。

如南疆的无霜期比北疆长
,

故北疆多为一年

一熟
,

而南疆则可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

南疆由于无霜期长
,

夏季 日照丰富
,

温度高
,

对喜温作物和棉花
、

水稻和瓜果等都能很好生长
,

吐鲁番的葡萄
.

哈密的瓜更是久负盛

名
,

特别是吐鲁番盆地
,

由于气温高
,

宜于长绒棉的生长
。

三
、

西北地 区的降水

.( 一 ) 降水量

本区降水量总的来说是稀少的
。

在时空分布上有三个特点
:

( 1 ) 地区降水分布不均匀 从年平 均降水量来看
,

陕 西的陕南
、

关中较多外
,

其 它大部分地区降水都较少
,

比同纬度地 区也少
,

如兰州
、

西宁与安 阳
、

泰安
,

纬度相

当 ( 3 6
O
N )

,

但年降水 量 约 等于安阳 ( 6 2 8
.

5 m m )
、

泰安 ( 7 2 5
.

7m m ) 的含
。

而且

大致是南部多于北部
,

东部多于西部
,

山地多于 盆 地 (河谷 )
。

譬如陕西
,

陕北 4 00 一

6 00 毫米
,

其中延安以北少于 5 00 毫米
,

定 边 只 有
.

3 20
.

7毫米
,

为全省最少 ; 关中 6 00 ~

7 5 0毫米
。

秦岭是 8 00毫米的分界线
,

陕南 8 0 0~ 12 0 0毫米
,

其 中 巴 山山区 2 0 0 0~ 1 2 0 0毫

米
,

宁强年降水量达 1 1 63
.

5毫米
,

年最大 降 水 量 为 15 93
.

1毫米
,

居全省最多
。

甘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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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

.

甘南
、

天水地区较多为 5 00 ~ 600 毫米以外
,

大部 分地区在 4 00 毫米以下
,

河 西三地

区最少
,

皆在 2 00 毫米以下
。

青海年降水量一般在 4 00 毫米 以下
,

而 且从 东南向西北 递

减
。

只有青南高原东部因面迎孟加拉湾温暖气流
,

年降水量高达55 7 ( 达日 )

—
了74 毫

米 (久治 )
,

为全省降水量最多的地 区
。

柴 达 木盆地在 2 00 毫米以下
,

冷湖仅有 15
.

4毫

帐
,

为全省最 少的地 区
。

宁夏 降 水也不足
,

多在 30 0毫米以下
。

新疆为西北地区降水量

最为稀少的地区
,

也是全国最干燥的地区
。

一般年降水量在 2佣毫米 以下
,

北疆平原 1 5 0

一 2 00 毫米
,

少数 山区 40 0~ 右00 毫米
,

伊犁谷地 个 别迎风坡可到 1。。。毫米
。

南疆降水量

最少
,

不 足 70 毫米
; 若羌只有 15

.

6毫米
。

吐鲁番盆地的托 克逊只有 4 毫米
,

为新疆最 少

的地区
。

就整个西北地区来说
,

东部降水比西部多
,

但具体到一个地区
,

往往因为地形的影

响
,

造成 了西部降水较 东 部 为多
。

如陕西 的 宝鸡 ( 3 4
0

21
产N ) 与西安 (3 连

“

1 8
`
全勺 两

地 纬度相当
,

但年降水昼宝鸡比西安多%
.

8毫米
。

新疆的降水分布也是自西北向东南递

减
。

至于山地的降水量比 盆地多的例 子是很多的
,

如 秦 岭北坡的华山年降水量蛇 5
.

1毫

米
,

而附近的渭河盆地大荔年降水量仅为 53 7
.

6毫米
,

相差 3 8 7
.

5毫米
。

( 2 ) 季节差别大 本区降水的季节分配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

主要集中于夏季

( 表 2 )
。

而且从南向北
、

从东南向西北
,

集中的程度越大
。

一般占年降水量的 50 ~ 60 %
。

个别地区如宁夏的哈 日奥 日布格
、

甘肃的老东庙及青海的冷湖等
,

夏季降水量竟占该地
“ 飞

区降水量的 7。%左右
,

为全区夏季降水量最集中的地区
。

只有新疆集 中 于夏季的现象不

很突出
,

一般只占全年降水量的切%左右
。

此外
,

陕西
、

宁夏
、

甘肃东部
、

北疆 以及青

海的玉树
、

玛多等地区秋季降水多于春季
,

占年降水量的 20 一 30 %
,

而河西三地区
、

南疆

及青海大部地区相反
,

春季多于秋季
,

冬季降水最少
,

除新疆及甘肃的玉门镇 以西等地

区 占年降水量的10 % 以上外
,

其余大部 分地区只有 1 一 5 %
。
以上这种降水在季节分配

上 的不均匀现象
,

主二与冬
、

夏季风及其进退有密切的关系
。

本区冬春降水很 少
,

容易产生干旱
,

对作物生长发育是很不利的
。

夏季降水过分集

中
,

往往造成雨涝和山拱威胁
,

然而夏秋降水是作物水分献主要来源
,

尤其夏季
,

雨热

同时
,

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
。

( 3 ) 各年之间变 化亦大 本区不论其全年或某一个月的降水量
,

在 年 与 年 之

间都有很大的变化
。

以陕西为例
,

偷林年最大降水量为 5 7 8
.

0毫米
,

年最 小 降 水 量 仅

19 2
.

2毫米
; 西安年最汽降水量为 8 4 0

.

6毫米
,

年最小 降水量为 2 85
.

2毫米
; 武功年 最 大

降 水量为 9 79
.

7毫米
,

年 最 小 降水量为 3 2 8
.

1毫米 ; 汉中年最大降水量为 1 13 7
.

2毫米
,

年最小降水量只有 6 2 1
.

1毫米
。

最多年助降水量可为最少年的一倍以上
。

如 以季 降水 量

而言
,

则历年之间变化更大
。

综上所述
,

西北地区的年降水量稀少
,

而且分配不均匀
,

是限制光能资源利用的主

导因子
,

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
。

据研究
,

作 物 在 全 部生育期的需水量
:

’

小麦为

40 。毫米
,

玉米和棉花各为 5 00 毫米
。

以 此 标 准 、衡量
,

降水量较多的关 中 ( 6。。一 756 毫

米 )
“

; 也只能对单作略有节余
,

而对复种则不足
。

何况降水变动太大
,

对农业 稳产高产

影响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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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西地区降水量的季节分配 ( %)及年 降水量 ( 毫米 )( 9 5 1 1~9 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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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省 地 名名 季 节 分 配配 年降水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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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降水强度

降水强度的大小对农作物的利用价值关系很大
。

暴雨不但不能充分为作物所利用
,

往往还会造成土壤板结
,

甚至演成水涝灾害
。

西北地区不但降水集中于夏季
,

而且暴雨亦大部分发生在夏季
,

尤其 7
、

8 月出现

最多
,

关中
、

陕南以及环 县
、

酒泉
、

氓县
、

格尔木等地
,

也有 9 月出现 的
。

新疆以 6
、

7 月出现最多
,

唯吐鲁番
、

新源
、

克拉玛依等地出现在 8 月
。

在地区分布上陕西暴雨最

大
,

新疆最小
,

其它省 (区 ) 居中
,

陕西又以陕南的暴雨最大
。

本区的暴雨 日数除秦岭以南及

少数山区外
,

大部分地区平均不足一 日
。

但各地一 日间的最大 降水量却是很大的
,

往往接

近或超过该月平均降水量
。

加之
,

本区由于 山地较多
,

坡度较大
,

地形崎岖
,

植被较差
,

因

此遇到暴雨或强度较大的降水
,

极易造成 山洪暴发
,

常常给农业生产及人民生 命财产带

来严重危害
,

特别是黄土高原沟壑地 区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对农业生产危害很大
。

(三 ) 降水变率

一地 全年平均降水变率之大小
,

表明该地区降水可靠 之 程 度
。

本区的 降 水 变 率

都比较大
,

除关中
、

陕南
、

兰州 和西宁较小
,

在 18 % 以下外
,

其余都在 20 % 以上
,

其中

宁夏
、

南疆在 30 %左右
,

河西走廊的西部降水变率最大
,

可达 40 % 以上
。

陕北
,

特别是

延安以北地区
,

不仅年降水变率大
,

年相对变率都在 20 % 以上
,

而且年降水保证率也较

小
,

榆林达到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年份只有 60 %
。

西北地区年变率大是该地 区大陆性气候

显著的重要标志
。

对农业来说
,

生长期内 ( 4 一 10 月 ) 的降水变率比年降水变率更有实

际意义
` 西北地区的生长期内的降水变率一般较年变率都大

,

这对农作物的生长更是不

利的
, 、

这不 仅 容 易 发生 旱灾
,

同 时 也 容 易造成涝灾
。

( 表 3 )

表 3 西北地 区全年和生长季 ( 4 一 10 月 ) 的降水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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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干燥度

干燥度
奋

是用来反映气候干湿 的 指标
。

西北地 区的干燥度自东向西北逐渐增大 ( 即

湿润情况东南比西北优越)
。

陕西的干燥度由南向北逐渐增大
。

陕北一般 为 1
.

7 0左 右
,

属 半干燥气候
,

关中在

1
.

10 ~ 1
.

5。之间
,

属半 湿润气候
,

陕南在 1
.

00 以下
,

属湿润气候
。

此外
,

高山地区如华

山
,

干燥度在 。
.

50 以下
,

为过湿地带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地形复杂
,

各地的湿润情况

差异也很大
。

如大荔虽地处关 中
,

但干燥度为 1
.

79
,

属半 干燥气候
,

安康 虽处陕南
,

但

干燥度为 1
.

27
,

属半 湿润气候
。

陕北地区的热量和水分条件较差
,

气 候 寒 冷 干燥
,

故作物生长期短
,

多是一年一

熟
,

且以秋杂粮为主
,

多栽培糜谷等耐旱作物
。

关 中地区的热量和水分条件较好
,

气候

比较温暖湿润
,

故多是二年三熟或三年四熟
,

作物以小麦
、

棉花
、

玉米为主
。

在平原灌区

水利条 件好
,

是本省的主要粮棉产区
。

陕南地区尤其是汉中盆地
,

水热条件在本省为最

优越
,

气侯温暖湿润
,

加之水利条件好
,

故对作物的栽培最为有利
,

生长期长
,

作物一

年二熟
,

以水稻为主
。

秦 巴山区热量条件虽差
,

但水利条件较好
,

故作物亦能得到较好

的栽培条件
,

主要栽培玉米
、

小米和秋杂粮等
。

宁夏的干燥度总的是比较大
,

如银川为 3
.

22
,

属半干燥气候
。

甘肃的干燥度除民勤地区及河西走廊 l 0 00 E 以西高达 8
.

00 以下外
,

其余较小
,

庆阳地

区在 1
.

25 一 1
.

50 之间
,

属半湿润气象
,

兰州和张掖以东在 1
.

85 一 4
.

00 之间 ( 兰州 1
.

85
,

张掖 3
.

6 3)
,

属半 干燥气候
。

这些地区农 田沿着河流分希
, “ 无灌溉即无农业

” ,

农业

的丰收更完全取决于灌溉
。

青海的干燥度玉树为 。
.

84
,

属湿润气候
,

西宁为 1
.

08
,

共和为 。
.

94
,

属半 湿润
、

湿

润气候
,

西宁一共和州为主要农业 区
,

农作 物 主 要 有小麦
、

棵麦
、

豌豆
、

燕麦
、

青棵

等
。

青海湖周围地区干燥度也小
,

在 1
.

00 以下
,

气 候湿润
,

为丰美草原的优 良牧场
,

柴

达木盆地干燥度最大
,

东半部在 2
.

10 ~ 9
.

00 之间
,

属 半 荒 漠 气 候
,

西 半 部 在 9
.

00 ~

2 0
.

0 0之间
,

属荒漠气候
。

虽然如此
,

但农业仍可 发 展
,

盆地最大的德令哈农场
,

干燥

度高达 7
.

81
,

春小麦仍能获得 大 面 积 丰产就是证明
。

这里还可种植西红柿
、

黄瓜
、

甜

瓜
、

白菜等多种瓜类和蔬菜
,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盆地虽热量小
,

降水少
,

但 日照丰富
,

自然肥丰富
,

雪水和地下水充足
,

都可补偿温低雨少的不足
。

新疆的干燥度在西北地区为最大
。

除阿尔泰
、

塔城等地区
,

因面迎西来水汽
,

降水

较多
,

干燥度为 4
.

00 外
,

全自治区都在 4
.

60 以上
,

北疆在 4
.

00 一 8
.

00 之间
,

南疆在 8
.

00

以上
,

吐鲁番盆地竞达 16
.

00 以上
。

据此
,

新疆是属于荒漠气候
,

是非常干燥的
。

整个西北地区除陕南
、

关 中
、

庆阳等少数地方属于湿润或半湿润气候外
,

绝大部分

地区属于干燥或半干燥气侯
。

尤其新疆
、

甘肃西部最为干燥
,

这些地区的降水特别稀少
,

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不利
。

尤其在南疆
,

一次降水量达到 10 ~ 15 毫米的机会是很少的
。

因此
,

西北地区要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

必须解决水的问题
。

而本区高山较多
,

常年积

.

K
E

r

0
.

1 6艺
,
( ) 1 0 节 稳定期 )

r
( > 1 0 u 期 间 )

K 为干操指数
,
E 为可能蒸发量

,

r 为降水量
,

艺
t

为 日温> 1 00 的积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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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

冰川广布则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 要 水 资 源之一
。

同时
,

本区地下水资源也很丰

富
,

这些都是保证本区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的有利条件
。

根据有关资料
,

新疆冰川 面积为

8 6 0 0平方公里
,

其 中天 山南北坡 4 9 0 0平方公里
,

喀喇昆仑山北坡 3 0 0 0平 方公里
。

共有贮

水量 2 4 0 0亿立方米 ; 平原地下水的动储量大 致 为 2 00 一 25 0亿立方米 /年
。

柴达木盆地南

北高山也有大面积的冰川
,

该盆地和青海湖周围地下水动 储 量约 69 亿立方米 /年
,

静储

水约 1 3 42立方米
。

河西走廊共有大小河流 52 条
,

年总径流量 7C 一 72 亿立 方 米 /年
,

地下

水蕴藏量丰富
,

祁连山是天然的蓄水库
,

冰川
、

雪水是河西的主要水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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