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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极端与特殊气候显示地

• 英文名称：place with uttermost and 

special climate 

• 定义：易出现极端与特殊气候的地区或地
点，如风区、雨区、热区、寒区、旱区等
典型地点。

• 应用学科：
–资源科技（一级学科）；旅游资源学（二级学
科） 

极端与特殊气候显示地



极端与特殊气候显示地

• 我国著名的风区有新疆的达坂城、小草湖以及
内蒙古辉腾锡勒、克什克腾等；

• 我国年雨量最大的地方在台湾基隆火烧寮，四
川雅安（古称雅州）则有“雅州天漏”之称；

• 我国的最干旱地区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
和柴达木盆地。

• 素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被公认为我国气温最
高的地方。

• 最冷的地方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漠河。



风区 热区

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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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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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区——火洲吐鲁番
• 有名的“火洲”酷热和干燥是吐鲁番地区又一引
人注目的气候特点。盆地中心的7月份平均气
温达40°C，曾出现过49．6°C的极端气温，
沙表气温记录最高达82．3C，为全国之冠。
吐鲁番市平均年降雨量仅16．6毫米，托克逊
县只有3．9毫米，降雨量最多的鄯善县也不
过25．5毫米。而蒸发量极大，有时雨滴在
降落过程中即被蒸发，地面不见滴水，因而
有“干雨”的现象。







热区——火洲吐鲁番
• 炎夏，横亘干盆地北部的火焰山，赭色的砂岩，在
烈日映照下，红光耀目，烟云蒸腾，远远望去，颇
似熊熊燃烧的火山。火焰山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夏
季最高气温高达摄氏47.8度，地表最高温度高达
摄氏70度以上，沙窝里可烤熟鸡蛋。

• 吐鲁番的特点是，热而不闷，难有大汗淋漓，浑身
湿腻的感觉。这主要是由于相对湿度小，一般湿度
小于30％的时间长达120～140天，又加日温差大，
平均达15°C以上。因此，即使大热天，市面上依
然行人如织，人声鼎沸，生活如常。

返回



  位于青藏高原东麓，四川盆地西部的雅安市，

因为多雨而被称为“雅安天漏”。雅安雨多，可
追溯到远古。自古以来，雅安便有“华西雨屏
”、“雅州天漏”之称。
  雅安多雨的天气，主要是由它本身的地形造成

的，她的西面是高大雄峻的二郎山，西北方是险
峻的夹金山，南部又有大相岭横旦相向，只有东
面一个出口。这样的地形组成喇叭形状，东来的
暖湿气流只能进不能出，一到夜间，四周山上的
冷气流下沉，冷暖气流一经交汇，就会形成降雨
。 

雨区雨区——“——“雅安天漏雅安天漏””







• 雅安的西侧，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
原，而东面则是平畴千里的四川盆地。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雅安常受高原下
沉气流和盆地暖湿气流的交互影响，再
加上从印度洋来的南支西风挟带大量暖
湿气流，常被迫绕高原东移进入雅安境
内，这几种气流相互作用，致使雅安不
但雨日多、雨时长，而且雨量大。 

雨区——“雅安天漏”

返回



寒区——寒极漠河
• 我国气温最低的地方在黑龙江的漠河县，
曾出现过零下五十多度的极端寒冷天气，
有中国寒极之称。



寒区——寒极漠河

• 漠河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大陆及海洋季风
交替影响，小气候变化多端，局部气候差异显著。冬季
在极地大陆气团控制下，气候寒冷、干燥而漫长。漠河
县年平均气温在－5.5℃。各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月
份长达8个月之久。

• 由于纬度高，冬季太阳光斜射，地面获热很少；漠河地
区又是发源于俄罗斯鄂霍茨克海一带强冷空气南侵的必
经之路，冬季一直处于东亚冷空气控制之下；而且漠河
位于河谷低地之中，夜间高山上的寒冷空气下沉，造成
了“冷库”效应。纬度位置与地形的影响，是漠河地区成为
我国寒的主要原因。







• 漠河还是观测北极光的最佳观测地，这
是大自然恩赐给漠河人的眼福。北极光
虽然一年四季都出现，而在漠河唯有在
每年的夏至前后９天左右时间内容易看
到。因夏至前后在漠河常出现万里晴空
的天气，当北极与漠河之间没有云层阻
隔，人们就可以看到壮观至极的北极光
了。

寒区——寒极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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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景观 

• 中文名称：
–物候景观

• 英文名称：
– phonological landscape

• 定义：
–各种植物、动物、水文、气象的季变现象或其形成
的景观。

• 应用学科：
–资源科技（一级学科）；旅游资源学（二级学科）



竺可桢



《大自然的语言》       ---竺
可桢

•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
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
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
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
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
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   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
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
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
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
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
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
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物候景观
• 概述
           主要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
动规律与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应。例如，
植物的冬芽萌动、抽叶、开花、结果、落叶；
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交配、繁育、换
毛、迁徙等，均与节候有密切关系。非生物
现象，例如始霜、始雪、结冻、解冻等，也
称物候现象。



物候现象的来临四个因素
• 纬度
• 经度
• 海拔
• 古今



纬度
• 在不同的纬度上，物候来临的迟早是不
同的。例如，越往北桃花开得就越迟，
候鸟来得也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
象不仅有南北的差异，而且因季节、月
份的不同而异。 



经度
• 经度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决定于气候的大陆性
强弱不同。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
夏季酷暑（中国温带地区就是如此）。反之，
大陆性弱（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季既不
太冷，夏季也不太热。在欧洲如德国，从西到
东，离海渐远，气候的海洋性逐渐减弱，大陆
性逐渐增强，所以德国同一纬度的地带，春初
东面比西面冷，而到夏季就形成东面比西面热
。 



海拔
• 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
越往高处越迟，但到了秋季，如乔木的落
叶等现象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在研究这
一因素时，也应该考虑到会有例外的情况。
例如秋冬之交，在天气晴朗的空中，常会
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在一定高度上，气
温不但不比低处低，反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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