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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秋雨：
一场冷暖空气的定时“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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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秋雨



       早在1100多年前，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用“巴山夜雨涨秋池”的
诗句来描述华西秋雨，到底是什么样的雨能让李商隐发此感慨？到底哪
里才算是华西地区，又为什么会秋雨不绝呢？
       冷暖空气定时华西“约架”制造持续降雨。      这里的巴山不是

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巴
山，这是不了解古代
四川地理的一个误解。
明代曹学佺在《蜀中
名胜记》中写得明明
白白，重庆北碚的缙
云山，古时候就叫巴
山，这里的夜雨现象
特别明显。





       华西秋雨的时间：
       在气象学上，我们把华西地区在9到11月份出现的，持续时间较长
的连阴雨天气，称为华西秋雨。有些年份华西秋雨从八月下旬就开始了，
最晚在11月下旬结束。常年平均开始时间为8月31日，结束时间为11月1
日。
       华西秋雨影响范围：
       华西秋雨主要涉及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
甘肃这6省1市1区。
        它主要出现在四川、重庆、渭水流域(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中南
部)、汉水流域(陕西南部和湖北中西部)、云南东部、贵州等地，其中尤
以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及贵州西部和北部最为常见。



       华西秋雨的成因：
华西秋雨的形成，是
夏秋转换，副热带高
压南移，秋季频繁南
下的冷空气受秦岭和
云贵高原以及青藏高
原东侧地形阻滞，常
常与来自副热带高气
压西南侧的暖湿空气
相遇，冷暖空气在这
里长期对峙，于是就
形成了长时间的阴雨
天气。



       华西秋雨的特点：
      ①雨日多。以四川盆地
为例，当地秋季平均每月的
雨日数大约在13~20天左
右，即平均每三天有一天半
到两天有雨，较同时期我国
其他地区明显偏多。秋雨年
际变化较大，有的年份不明
显，有的年份则阴雨连绵。
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合整理
      ②强度小，雨量小。华
西秋雨以绵绵细雨为主，强
度较弱，因此降雨量不大，
一般多于春季，仅次于夏季。



       华西秋雨的特点：
      ③天气阴沉，日照少。
因四川盆地阴雨天多，大气
削弱作用强，因此这一地区
是我国太阳辐射最弱的区域。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用"恒
雨少日，日出则犬吠"来形
容四川盆地阴雨多、日照少
的气候特色，以后便演变成
了著名的成语"蜀犬吠日"。



华西秋雨为何还频频夜里来袭？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灵感突现，写下了《夜雨寄北》的诗词。一句
“巴山夜雨涨秋池”除彰显了可观的降雨量，还揭示了华西秋雨的另一
个天机——带来的夜雨多。
     《大气科学辞典》曾有记载，重庆、成都、达州、乐山、泸州一带
夜雨量占总雨量的72%。
      这是因为巴山一带正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西部边缘，强大的西南暖湿
气流常与西风带槽引导的冷空气交锋，加之云贵高原对南下的冷空气有
明显的阻碍作用，尤多准静止锋，在准静止锋滞留期间，锋面降水出现
在夜间和清晨的次数占相当大的比重，夜雨率也就相应增加了。



巴山夜雨的形成
      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盆地四周为群山所环抱，地形闭塞，气流不畅，且终年空气
均较潮湿，云多雾重。

     入夜后，云层对地面有保温作用，而云层上部辐射冷却迅速，易使水气凝结，上冷
下暖的气层不稳定，利于夜雨产生。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地区，因紧靠高原，高
空西风盛行，夜间高原上经由地面辐射冷却的冷空气流向该区上空，而低层原有空气
较暖，上下温差较大，对流强，多夜雨。



       夜雨并不是巴山独有，亦非四川独有，湖南的“潇湘夜雨”也不逊
色，还有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特定的盆地河谷地形中，大多都有夜雨
发生。
       在四川、西藏、贵州许多河谷、盆地地形中，夜雨比日雨还多。在
西藏拉萨、河西走廊的敦煌、马海一带，夜雨率超过80%。青海柴达木
盆地东部和湟水河谷上游等地夜雨率也都大于70%。



为什么谷地多夜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谷地多夜雨的原因。

      用语言加以描述的话可以这样去解释：❶河谷中的空气，水汽含量大；
❷进入夜间，河谷边上的山坡，海拔相对高，地势较开阔，热量散失快，
冷却快，其降温速度比同高度的空气更快，所以气温低，空气收缩下沉，
形成局部高密度冷气团；❸然后冷气团就沿坡地向下流入谷底，因冷气团
性质都比较重，所以沉积在谷底，迫使谷底暖湿空气抬升；❹而暖湿空气
在抬升的过程中，气温越来越低，遇冷凝结，形成降雨。

一般情况下，谷地夜雨的形成原因：
（1）河谷地形，空气中水汽含量大；
（2）夜间山坡因辐射冷却，其降温
速度比同高度的空气更快，形成高密
度冷空气；
（3）冷空气沿坡地向下流入谷底，
迫使谷底暖湿空气抬升，易形成降雨。



       华西秋雨的特点：
      ④多夜雨。四川盆地周围被群
山环绕，盆地内接受太阳照射时间
较短，加之分布有长江及其支流、
堰塞湖等水面，白天吸收太阳辐射
受到一定的限制，到了夜晚，周围
山上辐射冷却加快，冷空气重而在
盆地下沉，盆地内暖空气轻而上升，
加之夜间在云层的上部，由于云体
本身的辐射散热作用，使云层上部
温度偏低。这样，在云层的上部和
下部之间便形成了温差，大气层结
构趋向不稳定，偏暖湿的空气上升
极易形成不稳定降雨，使得夜雨的
频次增多。



      各地的谷地夜雨成因稍有差异，但基本上形成主要原因类似，因为
谷地夜雨的形成除受大范围天气形势影响外，主要受局部地形条件影响
所致。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四个关键条件：
（1）河谷地形；
（2）水汽充足；
（3）正常的热力状况（即少有逆温现象）
（4）不受焚风效应影响



雅鲁藏布江谷地夜雨多  

       ❶雅鲁藏布江谷地白天山坡太阳辐射强，受热面积大，增温快，形成低气
压区；❷河谷受热面积小，增温较慢，形成高气压区；❸气流从谷地上升形成谷
风，在天空形成一朵朵顶部凸起、底部平坦、形如馒头的积云。❹白天太阳辐射
强烈，云层中的小水滴容易吸热蒸发消散，所以云层变薄，乃至天空少云或晴空
万里；❺而太阳落山时，地面迅速降温，山坡冷却很快，冷空气下沉并抬升谷地
暖湿空气，增加了大气层的扰动，为降雨提供了条件，加上夜晚云顶冷却快，下
层温度相对高，对流加强，云层内不稳定性加大，有利于水汽泡和凝结，最后就
形成了雨。



华西秋雨的影响

有利影响
秋雨多利于水库、池塘及冬水田蓄水、

预防来年的春旱。特别是对西北一些较
干旱的地区来说，这时地温较高，土质
结构比较疏松，雨水可以较深地渗透到
土壤中，保证冬小麦播种、出苗，同时
土壤的蓄水保墒，也减轻次年春旱对各
种农作物的威胁，故有农谚"你有万担粮，
我有秋里墒"的说法。



华西秋雨的影响

不利影响
华西秋雨雨日多，持续时间长。阴雨

天气阻挡了阳光，导致气温下降，给对
农作物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成熟的秋粮
易发芽霉变，未成熟的秋作物生长期延
缓，容易遭受冻害。通常，持续连阴雨
的天数越长，对农作物的危害越大。



      华西秋雨的影响：
      在持续降雨的影响下，
该地区的河流会出现显著的
秋汛，容易使城镇出现内涝。
此外持续性的降雨还会带来
地质灾害，陕西、四川等地
山区可能出现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次生灾害。



自古以来,雅安便有“雨城”“华西雨屏”之称。
图甲示意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年降水量,图乙示意雅安
月降水量和月降水日数分布。

（1）描述该地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参考答案】❶总体从东南向西北先增后
减;❷雅安降水量多,向四周递减。

【解题思路】等
值线分布特点的描
述,可从总体递变规
律、极值分布等角
度回答。



自古以来,雅安便有“雨城”“华西雨屏”之称。
图甲示意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年降水量,图乙示意雅安
月降水量和月降水日数分布。

（2）分析雅安有“雨城”之称的原因。

【参考答案】❶西侧是青藏高原,东侧是四川
盆地,常受高原下沉气流和盆地暖湿气流影
响;❷喇叭形的地形构造,造成暖湿气流只能进
不能出;❸夏季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大。

【解题思路】陆
地局部降水多于周
边,除了宏观的大气
环流因素外,还与影
响局地小气候的地
形、大气运动等因
素有关。



自古以来,雅安便有“雨城”“华西雨屏”之称。图
甲示意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年降水量,图乙示意雅安月降
水量和月降水日数分布。

（3）说明雅安降水季节变化对秋季农作物的不利
影响。

【参考答案】❶降水多,易发生洪涝灾害,不利
于农作物收获,造成减产甚至绝产;❷降水日数多,
湿度大,气温偏低,光热不足,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

【解题思路】首先明确
关键词是“秋季”“不
利”;然后从图中可看出,
秋季降水日数最多,降水量
较大;降水多易导致涝灾,
降水日数多则影响光照和
气温,从而影响农作物的产
量与品质。



华西雨屏带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东西宽50～70公里，南北长400～450公里，
总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年平均降雨量最大，日照时间最短的地区，是分布于
我国的比较罕见的气候地理单元，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拥有大量珍稀独特的动植物。
下图是华西雨屏带区域图。

（1）分析华西雨屏带气候以阴湿为主要特征的原因。

【参考答案】❶全年多雨，多大雾天气，年
日照时数偏低；❷水汽受地形抬升多地形雨，年
降水量远大于年蒸发量；❸海拔较高，气温低，
蒸发弱。

【解题思路】华西玉屏带地区处于四川西部的成
都平原向川西高原的过渡地带，突然陡升的地势如一
面耸峙的屏风，来自太平洋和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与
高原的冷空气，数股气流交汇于此，再加上地形的抬
升作用，带来异常丰沛的降雨。降水天数多，大雾天
气多，日照时数少，因此气候以阴湿为主要特征。



华西雨屏带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东西宽50～70公里，南北长400～450公里，
总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年平均降雨量最大，日照时间最短的地区，是分布于
我国的比较罕见的气候地理单元，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拥有大量珍稀独特的动植物。
下图是华西雨屏带区域图。

（2）分析华西雨屏带生物多样性丰富、多珍稀独特动植物的原因。

【参考答案】丰富：❶纬度较低；❷区域面积
大，范围广；❸地势起伏大，气候垂直差异显著；
❹地处亚热带常绿林与青藏高寒草原过渡地带。

独特：❶气候单元独特；❷山高谷深，地理位
置偏远，人类活动影响小。

【解题思路】生物多样性丰富、多珍稀独特动植
物的原因可以从水热条件优越、气候差异显著、多局
地小气候、人类活动影响小等方面进行分析。该地纬
度较低，降水丰富，水热充足；山地地势高差大，形
成垂直气候带；地形复杂，多局地小气候；人类活动
少，对自然环境破坏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