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气 候 与 环 境 研 究

%&'()*'+),-.,/'01,(2,*)&3242)0+5

61&7!"

!

817!

9),: #$!!

夏江江!严中伟!周家斌
:#$!!:

)三伏*的气候学定义和区划 "

9

#

: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N! NH:̀ ')9'),

=f

'),

=

!

<),W51,

=

R2'

!

W51?9')U',:#$!!:%&'()*1&1

=A

1C

)

T5022L?

*

',%5',)

"

9

#

:%&'()*'+),-.,/'01,(2,*)&3242)0+5

$

',%5',242

%!

!"

$

!

%&

N! NH:

收稿日期
!

#$$F !# !N

收到!

#$!$ !! !$

收到修定稿

资助项目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F%I;#!;$!

+

#$$"%I;$$K$N

作者简介
!

夏江江!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气候变化研究(

.O()'&

&

V')

ff!

*2)7)+7+,

#三伏$的气候学定义和区划

夏江江!

!

#

!

严中伟!

!

周家斌!

!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东亚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

!$$$#F

#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

!$$$;F

摘
!

要
!!

三伏由秦汉时盛行的五行学说延伸而来!主要指中原地区气候上一年中最闷热的一段时期(利用

!F"$

"

#$$;

年我国范围内
;N#

站观测的逐日最低 $

T(',

%+最高气温 $

T()V

%和湿度值构建人体舒适度指数

$

T>Q

%!并分三伏区+准三伏区+潜在三伏区和非三伏区辨识了我国的气候三伏特征及其在时间上的跃变!得

到华北+江淮和江南
N

个地区三伏入伏日期在
G

月
;

日
"

G

月
#K

日之间波动!多年平均的入伏时间 $及伏期长

度%分别为&华北
G

月
!"

日 $

#"

天%!江淮
G

月
!"

日 $

#F

天%!江南
G

月
!N

日 $

N;

天%,就多年平均而言!

三伏强度在江淮区域最强!江南稍弱!华北最弱(各地以
T(',

为指数计算的
T>Q

$

T(',

%大致都呈现上升趋

势!而以
T()V

为指数计算的
T>Q

$

T()V

%则表现出更多的年代际波动(

关键词
!!

三伏
!

气候
!

季节循环
!

极端闷热阶段
!

人体舒适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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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伏是二十四节气以外的杂节气!是我国劳

动人民认识自然变化规律的又一总结(三伏期正

是各种大秋作物的生长和耗水峰期!也是病虫害

发生和蔓延期!需要对有关农事活动提前做好准

备(三伏期间的酷暑天气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其

间易于发生 )中暑*等急性热病!酷暑也是一些

致死疾病的影响因子!如高温与呼吸系统疾病死

亡的联系等 $任传成等!

!FFF

,朱霞等!

#$$"

,

王玲等!

#$$G

%(三伏天气对现代城市生活和能源

调度等的影响毋庸赘言(随着近百年全球增暖!

区域性极端气候变化正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

QB%%

!

#$$G

%(然而!各地极端天气波动和季节

循环在近百年变暖过程中的变化不尽相同 $严中

伟和杨赤!

#$$$

,

<),2*)&:

!

#$$!

,

W5)'2*)&:

!

#$$H

%(三伏作为我国地区季节循环中的一个特殊

阶段!研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对于全面理解我国区

域极端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出现是有益的(

传统三伏的说法与秦汉时盛行的 )五行相克*

说有关(当时的人认为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是夏季!

夏属火!庚属金!金最怕火将它烧融!所以一到

)庚日*!金必藏伏!于是火就能大肆热毒!使天

气变得特别热了(既然金为藏伏!所以称为 )伏*

日(具体定义以每年 )夏至*+ )立秋*二节气为

准!按干支纪日!推算出三伏(根据 2阴阳书

侯3!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

秋后初庚为末伏(由于每年夏至的日期不同 $

"

月
#!

日或
"

月
##

日%!在天干 $

!$

个%地支 $

!#

个%纪日系统中每年夏至日的干支也不同!因而

由传统三伏定义出发!可得两个有意义的推论(

其一!每年入伏时间有早有晚(入伏日期最早为
G

月
!!

日!最晚为
G

月
#!

日!可相差
!$

天(其

二!末伏在立秋后的初庚开始!这导致中伏天数

有的年份是
!$

天!有的是
#$

天!故整个三伏也

就有
N$

天或
;$

天之长(

传统三伏入伏时间定在
G

月中旬前后!与现

代气候观测到的我国季风 $也即具有明显季节循

环%区域最热阶段非常接近!这体现了三伏概念

试图描述季节循环中最热阶段的基本意图(所推

算得的三伏期每年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古代人民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然而!由天干地

支机械排列而推算的三伏起始日期和持续时间

$

N$

或
;$

天%相对较为固定!难以反映实际最热

时段的气候变化,而且传统三伏概念没有考虑各

地因纬度+地形+大气环流等影响所造成的气候

差异!所有地区具有相同的三伏起始日期和伏期

长度(因而!有必要基于现代气象观测给出三伏的

一个气候学定义!用以准确描述我国各地季节循环

中的这一特殊阶段!为进一步研究有关气候变化+

指导日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一个量化的基础(

?

!

资料和定义

?C>

!

逐日最高和最低气温及相对湿度资料

本文基础资料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

中心整编的
!FK!

"

#$$;

年全国
GKN

个站点逐日气

象观测资料(为保障各站计算结果高度可比!我

们从中选取
!F"$

年以来具有持续记录 $连续缺测

不超过
N

天%的
;N#

个站(个别缺测值用前后两

天的平均值代替(额外选取的
"

个西藏站点!资

料年限为
!FG$

"

#$$;

年(

考虑到三伏天气以闷热为主!我们用日最高+

最低气温和相对湿度来计算有关指数(在一些特

殊情况下!如我国西北沙漠区!白天干热但夜间

凉爽!这和传统意义上的闷热的三伏天气并不一

致(因此!利用日最高和最低温度!有助于更确

切地定义三伏(

?C?

!

人体舒适度指数 !

47M

"

研究表明!当温度在体感较舒适的范围内!

湿度的变化对人体舒适感影响不大,但当温度很

高或很低时!湿度偏大就会对人体产生较大影响!

使人们感到闷热或阴冷 $罗晓铃等!

#$$;

%(三伏

对应盛夏期间人体舒适度最差的一段时期(因此!

本文引入人体舒适度作为定义新三伏的辅助条件(

关于人体舒适度的表述公式有很多!其中应用最

多的为
T51(

$

!FKF

%提出的不适度指数 $

b'4O

+1(C10*Q,-2V

!简写为
bQ

%!即后来美国国家气象

局用于夏季舒适度及工作时数预报的温湿指数

$

T2(

E

20)*?02 >?('-'*

A

Q,-2V

!

T>Q

% $王远飞

和沈愈!

!FFH

%!这一指数用来表征基于人类生物

学方法的环境舒适度!提供了一个利用温度和湿

度就可以有效地评估度量人体 )不舒适*程度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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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A

1C

)

T5022L?j',%5',)

简单方法 $

b214*5)&'

!

!FFF

%(公式如下&

T>Q

F

D

H

$7KK

$

!

H

L

>

%$

D

H

!;7K

%!$

!

%

式中!

D

为温度 $单位&

k

%!

L

>

是相对湿度(

T>Q

的定义源自美国!可以认为对于和美国处于同纬度

的地区来说同样适用 $

P'&242*)&:

!

!FF$

%!在我国

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李秋和仲桂清!

#$$K

,吴菲等!

#$$G

,郭洁等!

#$$H

%(对于我国

大部分地区而言!有关划分标准如表
!

所示 $王

远飞和沈愈!

!FFH

%(用不同温湿指数所得结果或

有所不同!但借助
T>Q

定义三伏不失其一般意

义!即结合温+湿度来量化三伏气候状态(

表
>

!

47M

与人体舒适度

4";+%>

!

47M"&'/,%.)*1)-/'%

5

-%%

温湿指数
T>Q

舒适度 评价

"

#F7K

酷热 不降温难以工作

#"7G

"

#F7;

很热 很不舒适

#N7F

"

#"7"

热 不舒适

#!7!

"

#N7H

较热 较不舒适

$

#!7!

凉爽 舒适

?C@

!

新三伏定义

本文从
N

个方面考虑该定义(其一!考虑到

传统三伏是指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期!需参考某

种绝对指标 $如温度
D

%!而
T>Q

结合了温度与

湿度两个气象要素!较之温度更为准确地反映出

人体舒适的程度!因而本文选用
T>Q

作为绝对指

标反映新三伏的 )闷热*程度(其二!考虑各地

季节循环特征不同!对于 )极闷热*的那个阶段

的感受也就具有相对性(其三!三伏既不是一个

短期天气过程 $如个别高温天气%!也不是整个夏

季尺度的现象!而是一个接近月尺度 $注意不一

定正好是一个月%的极端时期(具体说来!本文

采用以下两套量化办法&

$

!

%绝对标准&首先排除季节变化不明显的

热带+南亚热带 $全年特别是夏半年温度普遍较

高从而失去了辨别极端阶段的意义%(新三伏的定

义仅考虑北回归线以北的季风地区(同时要求某

地某年存在一个连续
'

天的时期!期间平均
T>Q

达到某一下限标准以上(这一条件排除了一些没

有 )三伏*现象的山地和高原地区(

白天和晚上分别满足某绝对标准(这样可以

排除个别地区 $如我国西北干旱区%夏季白天很

热而夜间凉爽的特殊情况(具体要求基于日最高

气温 $

T()V

%计算的
'

天平均
T>Q

高于
#"7G

$很热的底限!见表
!

%!以日最低气温 $

T(',

%

计算的
'

天平均
T>Q

高于
#!7!

$较热的底限%(

在下面的区划分析中取
'gN$

天!意在反映

季节波动中最热的一个阶段而非个别天气现象(

由于我国区域天气波动周期主要在
!$

天左右或更

短 $

<),2*)&:

!

#$$!

%!一个
N$

天的时期大致可

以包含若干天气波动!同时其平均结果又不至于

过于受到个别天气波动的左右,又知传统三伏的

伏期长度为
N$

或者
;$

天!因而取
N$

天作为判断

是否有三伏的下限天数的标准!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出三伏概念的气候学本质(如果一年中至

少有一个连续
N$

天平均
T>Q

高于上述底限!即

表示该地该年可能出现三伏现象(如果该地有

F$X

或更多年份满足此条件!则定义该地区为永

久性三伏区!简称三伏区,如果仅有
!$X

或更少

的年份满足上述条件!则定义为非三伏区,在

!!X

"

K$X

和
K!X

"

F$X

之间则分别定义为潜在

三伏区和准三伏区(上述分区将在研究区域气候

变化时体现其优越性(本文侧重于对三伏区的三

伏期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定义和分析(

$

#

%相对标准&上述绝对标准是定义三伏的

必要条件(作为一个对于当地人和生态系统具有

)极端*感受的特殊时期!新三伏定义必须将某种

相对 )极端*特征体现出来(本文采用
.

天滑动

"

检验方法!找出任一站点季节循环中最闷热阶段

之前+后的两个显著跃变点!并以此作为该地三

伏期的起始时间(计算中
.g!$

天(这样既可以

避免个别天气波动造成的误判!又不易于混淆更

长尺度的季节转换现象(

@

!

结果

@C>

!

传统三伏日期及其年际变化

按传统三伏定义推算的每年三伏入伏日期如

图
!

所示(从
!FK!

"

#$K$

年三伏入伏日期最早为

G

月
!!

日!最晚为
G

月
#!

日!入伏日期最早与最

晚之间最多可差
!$

天(传统三伏入伏日期的平均

值为
G

月
!"

日(

传统三伏定义中入伏日期的变化!说明古人

认识到气候是变化的!并试图预测这种变化(但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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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FK!

"

#$K$

年传统三伏入伏日期

L'

=

7!

!

T52U2

=

',,',

=

-)*21C

)

T5022L?

*$

TL

%

C1&&1R',

=

*52*0)-'*'1,)&-2C','*'1,C01(!FK!*1#$K$

根据天干地支机械排列而获得的图
!

所示变化!

显然不能恰当反映真实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传统三伏期为
N$

天或
;$

天(从

!FK!

"

#$K$

年
!$$

年间共有
G!

年三伏期为
;$

天 $中

伏为
#$

天%!

#F

年三伏期为
N$

天 $中伏为
!$

天%(

在时间序列上也呈现出机械式的周期性 $图略%(从

伏期长度判断!传统三伏概念也是为了描述某种月

尺度的现象!即非短期天气或季节尺度的现象(

@C?

!

新三伏区划

按照新三伏划分的绝对标准!可以将我国划

分为三伏区 $

!F"$

"

#$$;

年期间有
;$

"

;K

年满足

标准%+准三伏区 $

##

"

NF

年%+潜在三伏区 $

"

"

##

年%和非三伏区 $

$

"

K

年%!如图
#

所示(

三伏区和准三伏区主要分布在我国
;$Z8

以南的东

南部平原地区!位于我国地势
N

级阶梯第三级!

也是受夏季风影响的主要区域,我国西北地区多

属于非三伏区,二者之间则零星分布着准三伏区

和潜在三伏区!气候变暖有可能导致这些地区也

成为三伏区(新疆和北方部分干旱区夏季白天可

以很热!但夜间降温很快!

T>Q

达不到绝对标准!

不属于三伏区(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热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整

个夏半年都可能满足前述绝对标准(但本文定义

的新三伏强调针对具有鲜明季节循环的季风地区(

图中最南边的一条虚线以南部分!处于北回归线

附近及以南!季节变化不明显!

T>Q

虽然能达到

绝对标准!故不视为三伏区(

为了解不同气候带三伏差异!按照中国气象

局
!FF;

年出版的中国气候区划 $其区划主要考虑

温度+湿度因子%!将我国东部三伏区进一步划分

为华北+江淮和江南三个地带 $如图
#

中
;

条虚

线之间的
N

个区域%!分别处于我国暖温带+北亚

热带+中亚热带(

@C@

!

新三伏期平均入伏%出伏日期和强度指标

不失一般性!用滑动
"

检验找出上述
N

个三伏

区多年平均季节循环内最接近 $

!$

天平均%

T>Q

最大值两侧的两个显著跃变点 $显著水平
(

g

$7$!

%(基于
T()V

和
T(',

计算的
T>Q

!为表述

方便!分别以
T>Q

$

T()V

%+

T>Q

$

T(',

%代

替(季节循环中各有两个这样的跃变点!我们取

其中最接近
T>Q

最大值的一对显著跃变点作为三

伏期的入伏+出伏日期(同时对逐日温度 $

T()V

和
T(',

%也作同样的处理!以作比较(结果如图

N

所示(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基于温度和
T>Q

计算所

得的
!F"$

"

#$$;

年这
;K

年三伏平均入伏+出伏

日期是一致的 $图
N

%!说明了温湿指数
T>Q

中温

度起主导作用(

表
#

列出
N

个三伏区
!F"$

"

#$$;

年平均入

伏+出伏日期及对应的
T>Q

值!其中伏期极端

T>Q

值定义为各地区伏期内最大
N

个
T>Q

值的平

均(因
N

个地区伏期长度不一致!在气候变化分

析中伏期极端
T>Q

更具有区域之间的可比性(这

样可用伏期平均
T>Q

和伏期极端
T>Q

综合表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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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F"$

"

#$$;

年各站点满足绝对三伏标准的总年数 $东南部个别的非三伏站点是高山站点%(东部虚线划分出
N

个三伏子区&华北

$

8%

%+江淮 $

<>

%+江南 $

D<

%

L'

=

7#

!

T52,?(U201CTLO

A

2)04)*2)+54*)*'1,-?0',

=

!F"$ #$$;

$

41(2,1,2OTL4*)*'1,4',*5241?*52)4*1C%5',))025'

=

5O)&*'*?-24*)O

*'1,4

%

:b)452-&',24)02()0̂2-C10*52*50224?UOS1,241CTL',2)4*20,%5',)

&

810*5%5',)

$

8%

%!

*52<),

=

*S2O>?)'523'/20U)4',4

$

<>

%!

),-*52)02)441?*51C*52<),

=

*S23'/20

$

D<

%

图
N

!

$

)

%华北+ $

U

%江淮和 $

+

%江南三伏区
!F"$

"

#$$;

年多年平均的
"

"

F

月逐日
T()V

$上虚线%+

T(',

$下虚线%+

T>Q

$

T()V

%$上实线%+

T>Q

$

T(',

%$下实线%(竖虚线标示出多年平均的三伏期入伏+出伏日期

L'

=

7N

!

T52(2),-)'&

A

()V'(?(

-

(','(?(*2(

E

20)*?02),-T>Q',8%

!

<>

!

),-D<C10*52

E

20'1-1C!F"$ #$$;:M

EE

20-1*+?0/24',O

-'+)*2T()V

!

),-&1R20-1*+?0/24',-'+)*2T(',

!

?

EE

2041&'-+?0/24',-'+)*2T>Q

$

T()V

%!

),-&1R2041&'-+?0/24',-'+)*2T>Q

$

T(',

%

:

T52-)452-/20*'+)&&',24',-'+)*2*52+&'()*1&1

=

'+)&(2),U2

=

',,',

=

),-2,-',

=

-)*241CTL

表
?

!

各区
>PQA

!

?AAD

年平均的新三伏入伏%出伏日期及其对应
47M

值

4";+%?

!

4,%*%"&;%

5

0&&0&

5

"&'%&'0&

5

'"/%$)14N"&'/,%.)--%$

F

)&'0&

5

47M)1/,%/,-%%$#;JH)&%$1)->PQA ?AAD

区域

新三伏入伏日期及对应
T>Q

新三伏出伏日期及对应
T>Q

伏期 伏期平均 伏期极端

日期
T>Q

$

T()V

%

T>Q

$

T(',

% 日期
T>Q

$

T()V

%

T>Q

$

T(',

% 长度
T>Q

$

T()V

%

T>Q

$

T(',

%

T>Q

$

T()V

%

T>Q

$

T(',

%

华北
G

月
!"

日
#F7#H ##7$$ H

月
!$

日
#F7;# ##7## #"

天
#F7G; ##7K" #F7FF ##7F#

江淮
G

月
!"

日
N$7;; #N7"K H

月
!N

日
#F7F! #N7K! #F

天
N$7H! #N7F$ N!7!# #;7!$

江南
G

月
!N

日
N$7;K #N7$K H

月
!K

日
N$7KG ##7FH N;

天
N$7HK #N7!; N!7!N #N7#F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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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期闷热程度 $伏期强度或三伏强度%(

多年平均而言!华北+江淮+江南三伏入伏

日期大致在
G

月中期 $

G

月
!N

"

!"

日%!持续时间

都为
N$

天左右 $

#"

"

N;

天%!北方稍短而南方稍

长(用
T>Q

$

T()V

%和
T>Q

$

T(',

%表示的伏

期平均强度分别为华北
#F7G;

和
##7K"

!江淮

N$7H!

和
#N7F$

!江南
N$7HK

和
#N7!;

!伏期极端

强度为华北
#F7FF

和
##7F#

!江淮
N!7!#

和

#;7!$

!江南
N!7!N

和
#N7#F

(这表明
N

个地区中!

华北地区伏期闷热程度最弱!对于
T>Q

$

T(',

%!

江淮略强于江南!而对于
T>Q

$

T()V

%!江淮和

江南的伏期闷热程度基本一致(对应的伏期平均

日最高+最低温和相对湿度分别为华北
N!7KFk

+

#N7;Fk

和
H!7N;X

,江淮
N#7FGk

+

#K7!Nk

和

GF7G$X

,江南
NN7NK k

+

#;7;N k

和
GG7$NX

(

由此可见!江淮三伏强度要略大于江南!而远大

于华北!这可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G

月底至
H

月初所处的位置 $

N$Z8

附近%有关!在副高控制

下将产生干旱+炎热+无风的天气(

图
;

!

各区 $

)

%新三伏+$

U

%传统三伏起止日期长期变化趋势(纵坐标
!

代表
G

月
!

日!

#

代表
G

月
#

日!44!

N#

代表
H

月
!

日!

44!依次类推,同符号曲线中!下线为新三伏入伏日期!上线为出伏日期

L'

=

7;

!

T02,-41C*52U2

=

',,',

=

),-2,-',

=

-)*241C

$

)

%

*52,2RTL',*52*50224?UOS1,24

!$

U

%

*52*0)-'*'1,)&TL:T'(2

&

!',-'+)*24!9?O

&

A

!

#',-'+)*24#9?&

A

!4!

N#',-'+)*24!J?

=

?4*

!4!

"#',-'+)*24N!J?

=

?4*:T52&1R20+?0/24',-'+)*2*52U2

=

',,',

=

-)*24

!

R5'&2*52?

E

O

E

20+?0/24',-'+)*2*522,-',

=

-)*24

@CD

!

三伏状态的气候变化趋势

考虑到近几十年来大尺度变暖!三伏这一区

域性极端闷热的气候状态是否也发生显著变化呢5

本文仅从上述
N

个区域平均的三伏指标出发作一

初步考察(为了解长期气候变化趋势!对各个区

域求
K

年平均
T>Q

以消除年际变化的影响!并通

过上述方法求得
!F"$

年以来每
K

年平均的三伏入

伏+出伏日期及强度指标!结果如图
;

和
K

(

由图
;)

可知!区域平均而言!在同一时期各

地三伏起始日期相差不大!约
#

"

N

天左右(

N

个

地区伏期长度也大致相同!各年之间在
#$

多天到

;$

天的范围内波动(

N

个地区新三伏入伏日期变

化趋势大致相同!可分为
N

个阶段!

!FG$

年代末

期以前有延后的趋势!之后有提前的趋势!

!FH$

年代后期又开始有延后的趋势!反映出一定的年

代际波动(入伏日期与传统三伏推算的范围
G

月

!!

日
"

G

月
#!

日大致相仿 $图
;U

%!但波动程度

更大些(重要的是!新三伏是基于定量观测计算

的!在各地入+出伏日期可以不一样!伏期长度

也不尽相同!比之起止日期机械变化的传统三伏!

可以定量地反映出各地气候状况差异及其变化(

由图
K

可知!各地区温度曲线和对应
T>Q

曲

线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就江淮和江南地区来说!

江淮地区温度 $

T()V

%曲线要低于江南地区!而

从考虑了湿度以后的
T>Q

$

T()V

%曲线来看!两

个地区的差距则相对较小!甚至某些时间段江淮

地区
T>Q

$

T()V

%高于江南地区,而对于其他两

个地区或者是
T(',

计算出的
T>Q

则与原结果没有

太大的区别(总的来说!华北伏期平均和极端
T>Q

都相对较小,江淮和江南伏期平均
T>Q

$

T()V

%

相差不大,但江淮伏期平均
T>Q

$

T(',

%+伏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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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各地区各年份伏期温度和
T>Q

&$

)

%伏期平均,$

U

%伏期极端(同符号曲线中!下线为
T(',

及
T>Q

$

T(',

%!上线为
T()V

及

T>Q

$

T()V

%

L'

=

7K

!

T02,-1C*52*2(

E

20)*?02),-T>Q

&$

)

%

[2),

,$

U

%

2V*02(2:T52&1R20+?0/24',-'+)*2T(',),-T>Q

$

T(',

%!

R5'&2*52?

EE

20

+?0/24',-'+)*2T()V),-T>Q

$

T()V

%

极端
T>Q

$

T()V

%和
T>Q

$

T(',

%普遍稍大于

江南情形(这表明!在三伏期内!白天江淮和江

南地区的闷热程度相差不大!但都明显更甚于华

北!晚上闷热程度则是江淮
%

江南
%

华北(

华北+江淮+江南伏期强度变化大致可分为
;

个阶段!

!F"$

年代至
!FG$

年代初伏期强度变弱!

!FG$

年代末变强!

!FH$

年代初变弱!

!FH$

年代

后期开始总体有增强的趋势(华北伏期强度
!FF$

年代后期有一个下降阶段(各地
T>Q

$

T(',

%大

致都呈现上升趋势!而
T>Q

$

T()V

%则表现出更

多的年代际波动(这和前人分析日最高-低温度气

候变化所得的有关结论是相对应的 $

c'),),-

@',

!

#$$;

%(但本文研究的三伏指标还包含了湿

度信息!对其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

地认识我国区域气候变化(

D

!

小结和讨论

$

!

%传统三伏各年份入伏日期呈机械式变化!

最早为
G

月
!!

日!最晚为
G

月
#!

日!最多相差

可达
!$

天!平均入伏时间为
G

月
!"

日!伏期为

N$

天或者
;$

天(由此可推断!传统三伏旨在描述

季节循环中一个最热的月尺度阶段(入伏时间和

伏期长短变化!说明古人对于年际气候变化的认

知(但由天干地支机械排列推算的这种变化难以

反映气候真实的变化(

$

#

%本文引入一个人体舒适度指数!从绝对

指标和相对指标两个方面出发!给出了一套新三

伏气候的定义标准(以此为基础!划分出我国东

部季风区的三伏区 $主要位于
;$Z8

以南的我国东

南部平原地区%和非三伏区 $主要位于我国西北

部的高原和干旱区%以及两者间零星分布的准三

伏区和潜在三伏区(三伏气候区划将有助于开展

有关的极端气候变化分析(

$

N

%结合滑动
"

检验的跃变点分析!对华北+

江淮和江南一带的三伏期作了示范性的定义(

!F"$

"

#$$;

年平均的三伏入伏时间和伏期长度分

别为&华北
G

月
!"

日+

#"

天!江淮
G

月
!"

日+

#F

天!江南
G

月
!N

日+

N;

天(伏期平均强度

$用
T()V

和
T(',

计算的
T>Q

伏期平均值%分别

为华北
#F7G;

+

##7K"

!江淮
N$7H!

+

#N7F$

!江南

N$7HK

+

#N7!;

!伏期极端强度为华北
#F7FF

+

##7F#

!江淮
N!7!#

+

#;7!$

!江南
N!7!N

+

#N7#F

(

新三伏的入伏时间-伏期长度和传统三伏概念大致

可比!说明本文的定义抓住了传统三伏概念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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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多年平均伏期强度大致相同!江淮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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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数计算的三伏强度来

看!江淮地区三伏要弱于江南!但使用考虑了湿

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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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以后!这种差别变小!甚至于某些

年份江淮
T>Q

可以略高于江南,而对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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