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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2年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天气气候特征统计分析

杨惠茹

民航东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辽宁　沈阳　110043

摘�要：利用2000—2022年桃仙机场观测实况报文逐日气象资料，统计分析了桃仙机场春运期间修正海平面气
压、气温、总云量、低云量、风速特征以及影响春运的灾害性天气气候特征。结果表明：（1）近23年来，桃仙机场
春运期间平均气温2010年前波动幅度较大，2010年后波动幅度变小。平均修正海平面气压变化为正常波动，没有异常
变化，2022年份为最高值。平均风速2010年前风速比2010年后较大，有下降趋势。2006年-2016年中间十年云量变化
幅度较大，其他年份变化平稳。（2）近23年小雪是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雪最主要的强度，其次为中雪。桃仙机场春
运期间降水日数在总体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中雪及以上量级的降雪强度事件趋于偶发。（3）春运期间大雾日数大多
在0～3d，发生概率高达70%，多年平均大雾日数为1.65d。雷暴、大风、扬沙天气多集中在2013年前，2014年以来未
出现雷暴和大风天气。（4）近23年来春运期间平均年低温日数为8.87d，并且以0.51d/年的速率呈不显著减少趋势，
2015年前低温日数变化幅度较大，2016年后低温日数稳定在5-10天内，2000、2001、2004-2006、2011-2012年春运期
间低温日数异常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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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春运是中国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大规模的交通运

输 [1]，每年从春节前15天至节后25天，共历时40天。沈
阳桃仙国际机场于1988年建成，位于沈阳市南郊的桃仙
镇，距沈阳市中心20公里。
春运期间影响交通运输安全的气象因子主要有降

雪、大雾、低温、大风等[2-4]。沈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

部，辽宁省中部，南连辽东半岛，北依长白山麓，是环

渤海地区与东北的重要结合部；沈阳属于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6.2～9.7℃，自1951年有完整的记
录以来，沈阳极端最高气温为38.4℃（2018年8月2日），
中心城区极端最低气温为-32.9℃（2001年1月15日），
近郊近年来最低气温为-35.4℃（2001年1月11日）。沈阳
全年降水量600～800毫米，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在夏
季，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冬寒时间较长，近六个月，

降雪较少[5]。

沈阳跟许多城市都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现在各个

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商业交易越来越频繁，沈阳也因

此迎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作为经济圈里的一份子，

它承担着交通枢纽的作用，修建了很多客运站点，还有

飞机场，铁路线，发达的交通网也为沈阳带来了更多的

机遇和发展机会。在东北三省里，沈阳的人流量是最大

的。2009年春运期间2月12日夜间，沈阳遭暴风雪袭击，
出现局地超50cm的积雪深度，起初降水相态为雨，之后
转为中雪，对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造成不利影响。

春运期间各种不利气象条件出现会严重影响人民生命安

全及社会正常秩序，同时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

社会资源的非正常耗损。为此研究春运期间各种危害交

通运输的灾害性天气发生规律，对预报预警、防灾减灾

是十分必要的[6-7]。

1 数据与方法

分析所用资料为2000—2022年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逐
日观测实况报文资料，其中春运时间统计为农历正月初

一（春节）为界的节前15天和节后25天，共40天，如表
1。本研究以前一年的农历腊月十六至新年正月廿五，这
40天作为当年春运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表1 2000-2022年每年春运时间

2000年 1月21日-2月29日
2001年 1月9日-2月17日
2002年 1月28日-3月8日
2003年 1月17日-2月25日
2004年 1月7日-2月15日
2005年 1月25日-3月5日
2006年 1月14日-2月22日
2007年 2月3日-3月14日
2008年 1月23日-3月2日
2009年 1月11日-2月19日
2010年 1月30日-3月10日
2011年 1月19日-2月27日
2012年 1月8日-2月16日
2013年 1月26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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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每年春运时间

2014年 1月16日-2月24日
2015年 2月4日-3月15日
2016年 1月24日-3月3日
2017年 1月13日-2月21日
2018年 2月1日-3月12日
2019年 1月21日-3月1日
2020年 1月10日-2月18日
2021年 1月28日-3月8日
2022年 1月17日-2月25日

大雾日数是指日主导能见度出现 < 1000m的日数；大
雪日数是指降雪期间影响主导能见度 < 500米的日数，
中雪是指降雪期间影响主导能见度在500-1000米的日
数；低温日数是指最低温度 ≤ -20℃的日数。气候平均
值（即常年值）取2000年—2022年平均。文中异常偏多
是指气象要素的距平大于1个标准差；异常偏少是距平
小于1个标准差。
2��春运期间气象要素气候特征

2.1  修正海平面气压
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多年平均修正海平面

气压为1025.79hPa，异常偏高有10年，异常偏低有7年。
近23年来年际变化明显（如图1），最低年份为2007年，
平均修正海平面气压仅为1020.985hPa；最高年份为2022
年，平均修正海平面气压为1028.557hPa。最低的2007
年与最高的2022年，春运期间平均修正海平面气压相差
7.572hPa。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平均修正海平面
气压变化为正常波动，没有异常变化。

图1��平均修正海平面气压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2.2  气温
近 2 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多年平均气温

为-7.7℃，异常偏暖、异常偏冷均有7年。近23年来年
际变化明显（如图2），最冷年份为2001年，平均气温
仅为-16.5℃，最冷年份前2～6位分别为2020、2005、

2004、2022、2006年，平均气温在-11.94～-9.44℃之间；
最暖年份为2007年，春运期间平均气温为-1.26℃，最暖
年份前2～5位分别为2002、2015、2021、2019年，平均
气温在-5.38～-2.48℃之间。最冷的2001年与最暖的2007
年，春运期间平均气温相差15.24℃。近23年来，桃仙机
场春运期间平均气温2010年前波动幅度较大，2010年后
波动幅度变小。

图2��平均气温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2.3  风速
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多年平均风速为2.99m/s，

异常偏大、异常偏小均有1年。近23年来年际变化明显
（如图3），最小年份为2022年，平均风速仅为1.05m/s；
最大年份为2007年，平均风速为4.09m/s。最小的2022年
与最大的2007年，春运期间平均风速相差3.04m/s。近23
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平均风速2010年前风速比2010
年后较大，有下降趋势。

图3��平均风速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2.4  总云量、低云量
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多年平均总云量为2.02

分量，平均低云量为1.21分量，异常偏多0年，总云量异
常偏少的有1年。春运期间总云量最多的年份为2013年，
为2.87分量，低云量最多的年份为2007年，为2.15分量
（如图4）。2006年-2016年中间十年云量变化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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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年份变化平稳。

图4��平均云量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3��春运期间灾害性天气的气候特征

3.1  大雾
桃仙机场2000-2022年春运期间多数年份大雾日数

在0～3d（如图5），多年平均大雾日数为1.65d。近23年
来，平均大雾日数超过3d的年份有2005、2006、2009、
2015年，均为4d。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2004、
2008、2016、2018、2019、2021、2022年均未出现大雾
天气，其余年份均有大雾天气发生，每年春运出现大雾

概率高达70%。在2005-2006、2009-2015年期间，大雾
日数显著上升，甚至有几次大雾过程对春运产生严重影

响。如2015年2月中下旬，桃仙机场出现连续4天的雪、
雾天气，出现最小能见度200m的浓雾，运输机场出现
大雾天气较频繁，给市民出行和春运交通运输工作带来

了较大影响，因此有关保障部门应加大对大雾天气的研

判和重视。

图5��大雾日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3.2  降雪
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雪的多年平均降水

日数为8.48d。春运期间降雪日数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为
18d，其次为2001、2013、2017、2009年。从长期变化趋
势来看，桃仙机场春运降雪日数趋于稳定（如图6）。

图6��降雪日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从桃仙机场2000-2022年春运期间不同等级降雪长期

变化趋势（如图7）可知，出现大雪强度的降雪日数较

少，仅在2004、2005、2007、2013年出现1-2次；出现中

雪强度的降雪日数最多的年份在2009、2017年，分别为5

和3d，其次为2003、2014、2016、2020年，中雪日数为

2d，2001、2005、2006、2010、2013、2018、2022年各

出现一次中雪。

图7��中/强降雪次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可见，近23年小雪是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雪最主要

的强度，其次为中雪。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水日数在总

体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中雪及以上量级的降雪强度事件

趋于偶发。

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雪的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9.07mm，降水量异常偏多的有7年，异常偏少的有13

年。春运期间降雪最多的年份是2009年，为39mm，较常

年同期偏多4.3倍，其次为2010、2007、2013、2005年，

较常年同期偏多1.5～2.8倍；降水最少的年份是2004、

2012年为0.0mm，最多年与最少年相差39mm。近23年，

大多数年份春运降水量介于5～13mm（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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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降水量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3.3  雷暴、大风、扬沙
分析桃仙机场2000-2022年春运期间雷暴、大风、扬

沙天气（如图9）可见，春运期间发生过2次雷暴、17次
大风和10次扬沙天气，且多集中在2013年前，2014年以
来未出现雷暴和大风天气，扬沙天气只出现2次。2002年
大风天气最多，为5天。

图9��特殊天气日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图10��低温日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平均值

3.4  低温
从2000-2022年春运期间低温日数长期变化趋势（如

图10）来看，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多年平均年低温日数为
8.87d，并且以0.51d/年的速率呈不显著减少趋势，2015
年前低温日数变化幅度较大，2016年后低温日数稳定

在5-10天内，表明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暖冬年更易出
现[8]。进入21世纪以来，桃仙机场有个别年份如2000、
2001、2004-2006、2011-2012年春运期间出现低温日数
异常偏多的现象。

东北地区运输机场出现低温天气较频繁，有关保障

部门应加大对低温天气的研判和重视。

结论语

（1）近23年来，桃仙机场春运期间平均气温2010年
前波动幅度较大，2010年后波动幅度变小。平均修正海
平面气压变化为正常波动，没有异常变化，2022年份为
最高值。平均风速2010年前风速比2010年后较大，有下
降趋势。2006年-2016年中间十年云量变化幅度较大，其
他年份变化平稳。

（2）近23年小雪是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雪最主要的
强度，其次为中雪。桃仙机场春运期间降水日数在总体

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中雪及以上量级的降雪强度事件趋

于偶发。

（3）春运期间大雾日数大多在0～3d，春运期间大
雾的发生概率高达70%，多年平均大雾日数为1.65d。雷
暴、大风、扬沙天气多集中在2013年前，2014年以来未
出现雷暴和大风天气。

（4）近23年来春运期间平均年低温日数为8.87d，并
且以0.51d/年的速率呈不显著减少趋势，2015年前低温日
数变化幅度较大，2016年后低温日数稳定在5-10天内，
2000、2001、2004-2006、2011-2012年春运期间出现低温
日数异常偏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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