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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气象观测站搬迁后对长期趋势预报的影响

李摇 睿,摇 余摇 威,摇 许摇 洁,摇 李黎珏,摇 丁皓月
(大邑县气象局,四川 大邑 611330)

摇 摇 摘要:利用大邑县一般气象站搬迁前新旧站点在 2016 年全年气温、降雨量等气象要素资料的分析,得出新站

气温比老站低,降雨量偏多的结论。 在今后做长期趋势预报时候需要调整方法,对预报结论做出订正,在考虑历史

气候背景的情况下,再增加新地形对于气候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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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大邑国家一般气象站现址建于 1958 年,近年来随

着大邑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模扩大,现址玉龙村地块

已处于新城发展核心地带,现址所在的玉龙村地块土

地性质也已从基本农田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拟用于

房地产开发,经“5·12冶汶川地震、“4·20冶芦山地震

后,灾后安置重建项目不断增多,大邑县政府在该区域

率先启动了灾后安置工程建设,目前观测场正北方向

293 m和209 m的地方修建了两栋安置房,这两栋安置

房与观测距高比仅为4. 9和5. 7,已对观测场探测环境

造成破坏。 大邑县新气象观测站于 2016 年 1 月 1 日

开始根据文献[1]及国家相关文件进行对比观测,通
过结合当前中长期趋势预报的预报要素对比分析两个

站点的观测要素区别,以期为今后的中长期趋势预报

提供参考。

1摇 数据来源

所用的对比分析资料为 2016 年各月新旧站址同

期的气温(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
相对湿度(平均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降水等观

测资料,资料序列完整。 新站与现址观测场直线距离

直线距离约6. 69 km,经度为 103毅27忆55" E,纬度为

30毅33忆50"N ,海拔高度为544. 7 m,不受局地烟霾等大

气污染源的影响,能较好地反映当地较大范围内的平

均气候状况,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拟选新址四周为基

本农田,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障碍物,土壤性质为壤土,
与现址和周边土质相同。

2摇 新旧站址各气象要素的差异分析

2. 1摇 气温

气温代表大气的冷热程度,其变化能够反映局地环

境的改变和差异[2]。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新站整体气温

相对 于 老 站 而 言 要 偏 低, 差 值 幅 度 为 -0. 7 益 ~
-0. 1 益。 其中10、12 月的气温差值最大,达-0. 7 益,其
次为 5 月、6 月和 11 月,差值达-0. 6 益 ~ 0. 5 益。 从季

节上看,冬季的气温差异最小,而秋季的差异最大。
表 1摇 大邑国家一般站新旧站址平均气温比较

月份 新站 / 益 旧站 / 益 差值 / 益

1 6. 1 6. 4 -0. 3

2 8. 1 8. 2 -0. 1

3 13. 5 13. 6 -0. 1

4 17. 6 18 -0. 4

5 20. 8 21. 4 -0. 6

6 24. 8 25. 3 -0. 5

7 26. 2 26. 4 -0. 2

8 27. 2 27. 6 -0. 4

9 21. 9 22 -0. 1

10 17. 8 18. 5 -0. 7

11 12. 1 12. 6 -0. 5

12 8. 5 9. 2 -0. 7

全年 17. 1 17. 4 -0. 3

由表 2 可以看出,极端最高气温整体而言比老站

更为偏高,极端最高气温差值变化幅度为-0. 2 益 ~
2. 6 益,新站在 2、5、8、9、12 月的极端最高气温比老站

偏低,其余月份比老站偏高,最大值出现在 11 月,为
2. 6益,次大值为 6 月、10 月,为 0. 4益。 极端最低气温

差值幅度为-1. 8 益 ~0. 3 益,仅 8 月极端最低气温比

旧站偏高,为0. 3 益,其余均低于旧站极端最低气温,5
月极端最低气温差值最大,偏低1. 8 益。

2. 2摇 降雨

从表 3 降雨量对比分析值可以看出,新站年降雨

量比旧站要偏多,仅春季降雨量比旧站偏少,3 月降雨

量降水偏少最多,在 7、8 月的偏多范围最大,降水值越

大,差值也相对较大。



表 2 大邑国家一般站新旧站址极端气温比较

月份
极端最高气温

新站 / 益 日期 旧站 / 益 日期 差值 / 益

极端最低气温

新站 / 益 日期 旧站 / 益 日期 差值 / 益

1 16. 2 4 16. 2 4 0 -5. 6 25 -5. 2 25 -0. 4

2 20. 7 29 20. 8 29 -0. 1 -1. 6 15 -1. 2 15 -0. 4

3 23. 5 6 23. 3 6 0. 2 4. 2 18 4. 2 18 0

4 28 3 27. 6 3 0. 4 10. 4 27 10. 8 18 -0. 4

5 33 5 33. 1 5 -0. 1 11. 7 16 13. 5 16 -1. 8

6 35. 4 20 35 20 0. 4 16. 5 16 17. 7 16 -1. 2

7 35. 4 21 35. 4 20 0 18. 9 15 19. 3 15 -0. 4

8 37. 5 21 37. 7 21 -0. 2 18. 8 30 18. 5 30 0. 3

9 33. 9 10 34. 1 10 -0. 2 17. 2 11 17. 3 21 -0. 1

10 31. 8 2 31. 4 2 0. 4 10. 3 29 10. 6 29 -0. 3

11 24. 5 16 21. 9 20 2. 6 0. 3 25 1. 1 25 -0. 8

12 17. 1 5、16 17. 2 5 -0. 1 1. 1 6 1. 9 4 -0. 8

表 3摇 大邑国家一般站新旧站址降雨量比较

月份 新站 / mm 旧站 / mm 差值 / mm

1 13. 7 13. 2 0. 5

2 37. 5 33 4. 5

3 25. 1 29. 9 -4. 8

4 26. 1 84. 6 -58. 5

5 97. 1 94. 3 2. 8

6 79. 4 78. 8 0. 6

7 254 228. 7 25. 3

8 123. 9 26. 5 97. 4

9 124. 7 114. 3 10. 4

10 23. 9 9. 3 14. 6

11 40. 8 33. 2 7. 6

12 1. 4 1. 3 0. 1

合计 847. 6 747. 1 100. 5

3摇 中长期趋势预报分析

目前大邑气象局除了开展预警服务外,还向政府

部门提供中长期的趋势预报,以便政府决策部门开展

防汛准备工作。 最主要的长期趋势预报有年度趋势预

报、汛期趋势预报。 趋势预报中主要分析大邑全年的

气温、降雨趋势,以及干旱、暴雨、高温等灾害性情况。
新的气象观测站所采集到的新资料,在今后对于全县

中长期趋势预报中,从表 3 可以看出,两地的旱情差距

很大,但是高温天气情况一致。 新站暴雨个数比旧站

暴雨个数多,该情况与两地年降雨量差异一致。
表 3摇 大邑国家一般站新旧站址长期趋势预报比较

春旱 夏旱 伏旱 暴雨个数 高温天气

新站 有 无 无 2 8. 19-8. 25

老站 无 一般 严重 1 8. 19-8. 25

4摇 结论

(1)大邑气象观测站搬迁过后,与中长期趋势预

报相关的气温、降水等观测数据差距明显,主要表现为

气温偏低,降雨量偏多。
(2)新站暴雨个数比旧站偏多,极端最高气温与

旧站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极端最低气温明显比旧站低,
同时高温日期数、极端气温出现时间两地保持一致。

(3)气温、降雨出现差异的原因:一是因为两地周

围环境不同;二是因为新站更靠近大邑山区,从而导致

了新站的气温和降雨的差异。
(4)在今后中长期趋势预报的制作中,综合考虑

历史气候背景条件的情况下,需要做出订正,历史变化

曲线寻找规律的时候适当降低温度的预测,并且对降

雨量做适当的提高。 但是涉及对全县气候做评价时,
需要做出调整,同时对新站的数据做好收集整理,得出

新的气候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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