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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辽宁冰雹的时空分布特征

刘晓梅１　李晶１　戴萍１　刘明２　魏楠１　刘凤辉３　黄晓萍３　郭玉娟３

（１沈阳区域气候中心，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２辽宁省信息与技术保障中心，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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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选取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辽宁省５６个站气象资料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等资料，对冰雹时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辽宁冰雹日数以山地为最多，丘陵次之，平原和沿海最少。移动路径基本与山脉、河流、海岸线等地形走向一致。冰雹具有

明显的季节变化，主要出现在４—１０月。５—６月为冰雹多发期，６月为最多，５月次之。近３０ａ（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辽宁省年冰雹
日数呈减少趋势。冰雹发生主要集中在中午至傍晚。辽西走廊、辽宁中部平原及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为冰雹灾害重点防御

区。产生冰雹的高空天气系统主要有４种：冷涡、冷涡后部横槽、高空槽和槽后西北气流，对应地面形势多为低压冷锋。
关键词：冰雹；强度路径；时空分布；灾害；综合指标；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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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冰雹是一种由强对流系统所引发的剧烈天气现

象，通常发生在暖背景下［１－２］。冰雹与系统性大风、

暴雨相比不仅范围小，而且持续时间短。但因来势

猛、强度大，瞬间即能给农业造成较大危害［３］。尤其

是冰雹与短时暴雨、雷雨大风同时出现时，不仅危害

农业、林业，而且对工业、通讯、交通等也会造成极大

的危害。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７日辽宁阜新、海城和庄河等
１９个县遭受雹击，作物受灾面积为８万 ｈｍ２。１９８４
年７月１５日大连有５个县６５个乡（镇、农场）先后
遭到短时雷雨、冰雹、大风袭击，冰雹最大直径为

６０—７０ｍｍ，刮倒击掉苹果９１８万 ｋｇ，毁坏各种树木
１９１４万棵。２０００年６月８—９日，辽宁部分地区遭受
大风、冰雹袭击，庄河局地降雹持续４０ｍｉｎ，冰雹最
大直 径 为 ６０—７０ ｍｍ，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为
７０００多ｈｍ２，果树受灾 ８４万株，直接经济损失为
２７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３日葫芦岛地区发生重
度雹灾，绥中、建昌等县７个乡镇４１个村遭受冰雹袭
击，造成２８人受伤，作物受灾面积为０２万 ｈｍ２，直
接经济损失为４３９４万元［４－５］。冰雹对辽宁的危害

是很严重的，整理本地历史上各种灾害性天气发生

时间、种类、天气特征及气候背景资料［６］，对了解冰

雹特性，掌握辽宁冰雹活动规律，对防灾减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冰雹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于短时天气预

报方法研究、揭示其形成的物理机制等方面［７－１０］。

研究冰雹的气候态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发生规

律。本文基于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气象资料对辽宁省冰雹

的时空分布变化特征进行分析，重点揭示辽宁省冰

雹事件的主要发生地域、降雹时间和强度等变化特

征。从气候学角度研究该问题，有利于了解某一区

域冰雹活动规律和宏观特征，更好地开展对冰雹的

预测防御工作，及早采取科学应对措施，减轻其造成

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２　资料来源和站点选择

本文所用资料由辽宁省气象档案馆提供。规

定：当某测站在某日观测到一次或一次以上冰雹天

气现象时，不论其时间长短都定义该测站在该日为

一个雹日。选取辽宁省资料齐全具有代表性的 ５６
个台站，资料年份段为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冰雹灾害资
料主要采用《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及辽宁省志·气象

志资料。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冰雹日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１可见，辽宁冰雹日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征，山地最多，丘陵次之，平原和沿海最少。辽西山

区为１５—２２ｄ，冰雹中心在建平为２２ｄ；辽北和
辽东山区年平均冰雹日数为１５—２２ｄ，冰雹中心
在宽甸为２２ｄ；辽东半岛南部最少，不足１０ｄ；沿
海地区和平原地区是冰雹出现较少的区域，年平均

雹日为１５ｄ以下，其他地区为１５—２０ｄ。冰雹最
早出现在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８日的大连；冰雹最晚出现在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的东港，均出现在年冰雹日较少
的沿海地区。

３２　冰雹日数的月季变化特征
由图２可知辽宁冰雹主要出现在４—１０月，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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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分布频率不尽一致，１—３月和１２月出现的冰雹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辽宁省年平均冰雹日数的地理分布

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辽宁省逐月雹日占全年的百分率

较少，这４个月总次数仅占全年总雹日的１０％；５—
６月为冰雹多发期，其中 ６月占全年总雹日的
２３０％，为最多，５月次之占全年总雹日的 ２０８％；
７—８月减少；９月雹日又有所增加，９月占全年总雹
日的１５８％；１０—１１月由１１１％降到２６％。一天
中降雹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午至傍晚，１２—２０时出现
次数占总次数的７４５％，其中１３—１８时最集中，占
总数的５０９％。
３３　冰雹日数的变化趋势

从近３０ａ全省冰雹统计情况看，年冰雹总日数
存在明显的减少趋势。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图３）。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辽宁省冰雹处于多发期，最

图３　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辽宁省年冰雹日数变化曲线

多年出现在 １９８０年，为 １０９ｄ，比常年偏多 ５１ｄ；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为冰雹少发期，最少年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为１２ｄ，比常年偏少４６ｄ。
３４　冰雹强度

根据辽宁省已收集到有冰雹直径的８７０次资料

（占总降雹次数的３０９％）进行统计，划分冰雹的强
度等级及其灾害，其中弱冰雹（直径小于５ｍｍ）仅占
１８２％，中等冰雹（直径为５—１０ｍｍ）占３１７％，强
冰雹（直径为１１—２０ｍｍ）占２０５％，特强冰雹（直径
大于２０ｍｍ）占２９７％（表１）。弱冰雹基本上不会

表１　不同强度冰雹直径的百分率

冰雹直径Ｄ／ｍｍ Ｄ＜５ ５＜Ｄ＜１０１１＜Ｄ＜２０ ２０＜Ｄ

强度等级 弱 中等 强 特强

冰雹百分率 １８２ ３１７ ２０５ ２９７

造成危害（只占成灾总数的７％），随着冰雹直径的增
大，成灾的次数明显增多，直径大于２０ｍｍ的强冰雹
成灾概率７０％以上，尤其在每年６—９月出现的冰雹
大多数可造成不同程度的灾害。

３５　冰雹主要路径和灾害分区
辽宁境内冰雹的主要移动路径多由西向东或由

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个别也有由西南向东北或由

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的。多数与山脉、河流、海岸线

等地形走向一致［５］。冰雹灾害与冰雹出现频数并不

完全一致，而与当地的作物生长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辽宁省冰雹时空分布特征，结合农村产业结构，

确定辽西走廊、辽宁中部平原及辽东半岛南部大连

地区为重点防御区，其余为一般防御区（图４）。

图４　辽宁冰雹灾害防御分区及主要路径

３６　产生冰雹的天气系统
根据《辽宁省气象志》［５］和灾害性天气等资料统

计，产生冰雹的天气系统按高空形势分类主要有 ４
种：冷涡、冷涡后部横槽、高空槽、槽后西北气流，对

应地面形势多为低压冷锋。

３６１　冷涡及冷涡后部降雹
冷涡、冷涡后部横槽降雹在５００ｈＰａ天气图上，

一般表现在 ４０°—５０°Ｎ、１１５°—１２０°Ｅ范围内有冷
涡，涡的后部有横槽或切变线，地面有冷锋（或副冷

锋），当５００ｈＰａ冷槽置于８５０ｈＰａ暖脊之上，冰雹多
发生在高空槽、横槽和地面锋线附近，地面无冷锋时

冰雹多发生在涡的东南象限地面切变线附近。冷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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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全省可持续数日出现冰雹。如１９８３年９月
中旬冷涡控制下的冰雹天气过程为９月１１—１５日，
历时５ｄ。
３６２　高空槽降雹

５００ｈＰａ图上在 ４０°—５０°Ｎ、１１５°—１２０°Ｅ范围
内有南南西至北北东走向的槽，尤其是前倾槽，在高

度槽落后于温度槽时，即中层的干冷空气置于低层

暖空气之上，当地面有冷锋、切变线移入辽宁时出现

冰雹天气。

３６３　槽后西北气流降雹
５００ｈＰａ系统移动快，在降雹的当日５００ｈＰａ槽

已移出辽宁，因而本区上空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低

层有低涡或槽。此时，５００ｈＰａ强冷平流（干冷舌）置
于低层暖湿舌之上，风的垂直切变大，气层极不稳

定。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７日和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０日的冰雹过
程均属此种类型。

４　结论

（１）辽宁省冰雹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表现为
山地较多，丘陵次之，平原和沿海较少。冰雹的移动

路径多由西向东或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个别也

有由西南向东北或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的，大多

与山脉、河流、海岸线等地形走向一致。

（２）辽宁省冰雹发生时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特性，从冰雹月分布状况看，冰雹主要出现在 ４—
１０月，５—６月为冰雹多发期，其中 ６月占全年总雹
日的２３％，为最多；１２月至翌年３月出现的冰雹较
少，仅占１％。

（３）近３０ａ来，辽宁省年冰雹日数存在减少趋
势。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辽宁省
冰雹处于多发期，最多年份出现在１９８０年，为１０９ｄ，
比常年偏多５１ｄ；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为冰雹少发期，最少

年份出现在２００７年，为１２ｄ，比常年偏少４６ｄ。
（４）辽宁大部分地区降雹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午

至傍晚。

（５）冰雹灾害与冰雹出现频数并不完全一致，而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作物生长状况关系密切。根据

辽宁省冰雹时空分布特征，确定辽西走廊、辽宁中部

平原及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为重点防御区，其余

为一般防御区。

（６）产生冰雹的天气系统按高空形势分类主要
有４种：冷涡、冷涡后部横槽、高空槽、槽后西北气
流，对应地面形势多为低压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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