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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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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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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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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观象台
<JY<

!

9::Y

年 *数九+时节的逐日气象要素资料"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北

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北京的寒冷阶段在 *三九+至 *五九+"这期间在 *三

九+末到 *四九+初日平均气温连续
=

天维持在最低值
bW$Vc

"各 *九+的极端最低气温是
b<V$Wc

"出现

在 *五九+的第
<

天)各 *九+平均气温的最低值是
bW$!c

"出现在 *三九+"因此"最冷的时段是 *三九+)

*数九+时节
V<

天的平均气温在
Y:

!

J:

年代变暖较快"其增温幅度为
<$9!c

. %

<:,

&

b<

)各 *九+平均气温

随年代顺序变化亦属变暖趋势"*五九+的变暖幅度最大"达到
<$WV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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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九+是从冬至那天开始数起"每九天算一

*九+"叫做 *一九+'*二九+22 一直到九九八

十一天结束"即阳历
<9

月
99

日
!

W

月
<9

日前后

这段时间(这时期我国除华南等局部地区外"基

本上都受冷高压控制"随着北方寒潮天气一次次

爆发南下"一场场风雪伴随而来"气温猛降"天

寒地冻"就是所谓的 *数九寒天+了(因此"*数

九+可以反映我国冬季气温变化的大概情况(由

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民间流行的描述各 *九+

物候现象的 *九九歌+内容也不尽相同(

图
<

!

北京 *数九+时节逐日气象要素分布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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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人自古就有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

气候观念(但是"北京是否真的冷在 *三九+3 在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个气候特点有没有变

化"变化有多大3 近年来关于气温变化趋势的研

究很多"如洪霞等 %

9::=

&分析了江西省最近
=:

多年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趋势"于群等 %

9::Y

&分

析了山东冬季气温变化的气候特征(以上研究所

分析的资料都是固定的月'季或年的观测数据"

主要采用统计学方法如计算气候倾向率来分析气

温变化趋势"而针对某一地区的 *数九+时节这

种跨月'跨年'开始和结束时间都不固定的特定

时段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的分析工作"目前尚未

查到(本文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最近
WY

年北

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幅度"验证

了+冷在三九+这个民间传统概念"对开展城乡

*节能减排+以及供暖'供电等气象服务工作具有

实用意义(

$

!

%数九&时节的气候分析

$F!

!

资料与处理

整理了北京观象台最近
WY

年 %

<JY:

年
<9

月

!

9::Y

年
W

月&每年 *数九+期间 %

V<

天&的逐

日平均气温'平均气压'极端最低气温'最大风

速等气象资料"分别对 *数九+时节逐日的
=

个

气象要素进行气候统计"以分析 *数九+时节的

气候特征及变化(

$F$

!

%数九&时节的寒冷时段分析

借助 *数九+时节逐日平均气象要素曲线图

描述北京寒冷程度 %图
<

&"其中某日某气象要素

的平均值
N

由公式 %

<

&求得!

N

G

<

O

#

O

'

G

<

*

'

" %

<

&

N

为某日某气象要素
WY

年的平均值"

*

为某气象

要素的日平均值"

O

为某气象要素样本总数 %

'G

<

"

9

"

W

"2"

WY

&(

对日平均气温曲线 %图
<

&进行分析发现!平

均气温与平均气压的凹凸抛物线交叉点的气温是

b<$Yc

"时间出现在 *六九+第
9

天"此后平均

气温继续回升"平均气压继续下降(从 *一九+

至 *六九+第
9

天共持续了
=Y

天( *数九+期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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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姝丽等!北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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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平均气温连续低于
b<$Yc

的终日出现在

*六九+第
=

天)比平均气温与平均气压的凹凸抛

物线交叉点滞后
9

天)在此期间的平均气温最低

值为
bW$Vc

"出现在 *三九+末到 *四九+初(

另外对极端最低气温曲线 %图
<

&进行分析发现!

极端最低气温与平均气压的凹凸抛物线交叉点的

极端最低气温小于
b<:c

"时间出现在 *八九+

第
V

天"持续了
Y<

天)而 *数九+期间逐日极端

最低气温连续低于
b<:c

的日期出现在 *一九+

至 *七九+第
!

天"持续了
!J

天"比最低气温与

平均气压的凹凸抛物线交叉点提前
<9

天)在此期

间的极端最低气温为
b<V$Wc

"出现在 *五九+

第
<

天(因此"北京冬季寒冷的时段出现在 *三

九+至 *五九+(

$FG

!

%数九&时节的最冷时段分析

表
<

是北京 *数九+时节各 *九+的平均气

温'气压与极端最低气温的平均值"这些平均值

是由公式 %

9

&求得(

P

G

<

J

#

J

'

G

<

N

'

" %

9

&

P

为某 *九+某气象要素的平均值"

N

为某气象

要素
WY

年的日平均值"

J

为某 *九+的天数 %

'

G<

"

9

"

W

"2"

J

&(

从表
<

可见"*一九+至 *六九+的平均气温

均低于
b<$:c

"其中较冷的时段在 *二九+至

*四九+"平均气温低于
bW$Wc

"最冷的时段出现

表
!

!

北京 %数九&时节的平均气温!气压与极端最低气

温统计表

5(C24!

!

N+(+*.+*?(2+(C24,/(:4)(

B

4(*)+46

7

4)(+1)4

"

(*)

7

)4..1)4

"

(-8+A44<+)4642,E4.+(*)+46

7

4)(+1)481)*-

B

+A4

7

4)*,8,/

%

NA1O*1

&

*-P4*

Q

*-

B

*数九+时节 平均气温0
c

极端最低气温0
c

平均气压0
(I,

*一九+

b9$Y b<!$> <:99$=

*二九+

bW$W b<>$Y <:9W$>

*三九+

bW$! b<Y$: <:99$9

*四九+

bW$W b<!$Y <:9=$!

*五九+

bW$: b<V$W <:9:$Y

*六九+

b<$< b<!$= <:9<$:

*七九+

:$W b<=$< <:<V$J

*八九+

<$J b<!$: <:<>$W

*九九+

=$: b<<$= <:<>$<

*数九+平均
b<$9 b<!$! <:9:$>

在 *三九+ %

bW$!c

&"而从 *七九+开始"气

温回升到零上"其后各 *九+升温较快(从 *一

九+至 *九九+的极端最低气温均低于
b<<c

"

极端最低出现在 *五九+%

b<V$Wc

&(另外"从

*一九+至 *六九+的平均气压均大于
<:9:(I,

"

其中最高值出现在 *四九+ %

<:9=$!(I,

&"从

*七九+至 *九九+平均气压逐渐下降"并与平均

气温升高到
:c

以上的时间相吻合"图
<

可以直

观的反映出这种升温降压现象(

G

!

%数九&时节的气候变化分析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影响 %陈洪滨等"

9::=

"

9::Y

)丑洁明等"

9::=

)宋燕等"

9::!

)

林万涛"

9::!

)康丽华等"

9::>

&"北京出现了连

年暖冬的气候 %陈洪滨等"

9::!

&(为揭示北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变化现象"将
<JY<

!

9::Y

年

*数九+时节的气象要素划分成
=

个年代"即!七

十年代 %

<JY:

年
<9

月
!

<JV:

年
W

月&"八十年代

%

<JV:

年
<9

月
!

<JJ:

年
W

月&"九十年代 %

<JJ:

年
<9

月
!

9:::

年年
W

月&"近七年 %

9:::

年
<9

月
!

9::Y

年
W

月&(按年代统计
=

个气象要素的气

候数值"分析气候的变化情况(

GF!

!

%数九&时节的气象要素变化分析

在 *数九+时节逐日气象要素的气候数值基

础上"分别计算各 *九+内随时间 %日&顺序的

变化量"由 %

<

&式的统计基础上"建立各气象要

素随时间的线性关系式(

7

'

G

%

N

'

H

,

'

&0

Q

'

" %

W

&

其中
N

与公式 %

<

&'%

9

&相同"

,

为常数"

7

为某

*九+某气象要素的变化幅度 %即斜率&"

Q

为各

*九+内天数"

'G<

"

9

"

W

"2"

J

(

由表
9

可以直观的分析
W

种气象要素的在各

*九+的变化量(日平均气温在 *一九+至 *三

九+时段属于降温趋势"最大降温幅度为
b:$<!

c

.

7

b<

"出现在 *一九+"*四九+至 *九九+时

段转为升温趋势"最大升温幅度为
:$W9c

.

7

b<

"

出现在 *八九+(日极端最低气温在 *一九+至

*四九+时段属于降温趋势"最大降温幅度为
b

:$W!c

.

7

b<

"出现在 *三九+" *五九+至 *九

九+时段转为升温趋势"最大升温幅度为
:$WYc

.

7

b<

"出现在 *五九+(日平均气压在 *一九+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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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四九+时段"与极端最低气温的变化量相反"

在 *五九+至 *九九+时段只有 *六九+出现了

升压的现象"其余各 *九+日平均气压随时间的

变化量均与气温的变化量相反"即符合气温随气

压的函数变化规律(

表
$

!

北京 %数九&时节气象要素随时间 #日$的变化量

5(C24$

!

'()*(+*,-,/64+4,),2,

B

*?(2/(?+,).E*+A+*6481)*-

B

+A4

7

4)*,8,/

%

NA1O*1

&

*-P4*

Q

*-

B

数九时节 极端最低气温0
c

平均气温0
c

平均气压0

(I,

*一九+

b:$W9 b:$<! :$:J

*二九+

b:$<: b:$:Y :$:!

*三九+

b:$W! b:$:V :$<9

*四九+

b:$:= :$:J :$9W

*五九+

:$WY :$:> b:$<Y

*六九+

:$W9 :$9Y :$<J

*七九+

:$<V :$<= b:$:!

*八九+

:$:V :$W9 b:$<W

*九九+

:$W: :$<> b:$9=

图
9

!

数九时节平均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的年际变化趋势

_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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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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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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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时节的气候变化分析

按年代统计的 *数九+时节
V<

天平均气温'

极端最低气温'最大风速的气候值"见表
W

(很显

然"平均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随年代的顺序呈增

温趋势"最大风速为减少趋势(在
Y: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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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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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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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近
Y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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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气象

要素的气候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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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代的平均变化

幅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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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气候增暖趋势

有利于冬季节省能源和减少排放污染物 %蔡旭晖

等"

9::=

)周慧等"

9::!

)王喜全等"

9::>

&)但

是"空气中的病菌不易冻死"对人们的身体健康

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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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时节各年代的平均气象要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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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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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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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时节气候的年代变化分析

北京 *数九+时节平均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

的年际变化趋势 %图
9

&分析表明"该期间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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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姝丽等!北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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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逐渐增暖的"且增暖的趋势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平均气温
FG9=$W

"平均最低气温
FG

=<$J

"均大于
F

"

G:$::<

G<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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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 *数九+时节各气象要素随年代顺

序的变化特点"计算各气象要素随年代顺序的变

化量"在公式 %

9

&的统计基础上"建立各气象要

素随年代变化的线性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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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 *九+某气象要素的平均值"

,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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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 *九+某气象要素随年代的变化幅度 %即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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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为年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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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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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 *九+平均气温等要素随年代变化

的统计量(从中可见"各 *九+平均气温随年代

顺序的变化是都是变暖趋势"平均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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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九+极端最低气温随年代顺序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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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在 *八九+"但唯有 *三九+的极端最低气温随年

代是下降的"变化幅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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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北京 *三九+的极端最低气温是变冷的趋势"

由于极端最低气温属于短时的或瞬间的现象"人

们感觉不明显而已(各 *九+最大风速随年代顺

序的变化是减小的趋势"平均变化幅度为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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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数九&时节各气象要素随年代顺序的变化幅

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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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 *四九+"最大风速随年

代变小的事实也让人们感觉到北京的冬季的确是

变暖了(

&

!

结语

通过分析对北京 *数九+时节的气候及其变

化"对 *数九+时节的气候有了气象科学的量化

了解"同时也印证了北京 *冷在三九+的传统观

念(在开展气象科技服务方面"为预防低温冻害

和供暖'供气'供水'供电节能提供了科学指标(

虽然观象台的气候对北京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全市区域性的 *数九+时节的气

候及其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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