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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趣味气象学》选登（Ⅱ） 
周家斌 

严冬之寒利与弊 

候（五日为一候）平均温度降到 10℃以下就进

入了冬季。依此标准，黑龙江漠河 9 月初就入冬了，

哈尔滨在 9 月末入冬，北京入冬在 10 月下旬，杭州、

长沙、上海、南昌一线要到 10 月下旬秋尽冬来，1

月初冬季来到南岭和武夷山地区。此后冬季就再也

走不动了。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和两广地区中南部

以及台湾省和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是没有冬天的。 

冬季的突出特点就是严寒。黑龙江最北部地区，

冬季月平均气温常达零下 30℃，雪深盈尺。长城内

外，月平均气温在零下 10℃以上，越冬小麦给大地

带来一片翠绿。大江南北，月平均气温在 5℃左右，

田野青青，群山苍翠。 

各地寒冷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大。低于 0℃的日

子，上海每年平均 46 天，北京则有 131 天，漠河达

到 241 天。最低气温达到-10℃以下的，上海不多见，

北京有 36 天，漠河竟达 175 天。不仅如此，漠河日

最低气温有 139 天在-20℃以下。 

我国是同纬度世界上冬季最冷的地方。这是因

为我国冬季是强寒潮的入海通道。寒潮从西伯利亚

一路南下，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晴朗的冬天。寒

潮一路跋涉，大地一路给寒潮加热，空气温度逐渐

升高，到我国西南地区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在云贵

高原和四川盆地的青藏高原东坡地区，寒潮受山脉

阻隔及从西南来的暖湿气流阻挡，成云致雨。这样

一来，四川盆地和贵州地区就成为我国冬季最阴沉

多雨的地方。 

冬季严寒，大风降温常导致农作物灾害及雪灾。

但是冷有冷的好处。正因为冬冷，使我国两广能种上

冬小麦。而冬季的雪正好就是庄稼的棉被。较低的水

温又使鱼类积累了丰富的脂肪。 

近百年来全球变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冬季

升温。我国也是如此。1985 年以来，除 1995 年和

1999 年，我国已经经历了 16 个暖冬。 

专家认为暖冬有利有弊。暖冬的好处是：利于

农作物安全越冬，促进越冬作物苗情改善，并使弱

苗转壮，光照充足，利于温室、大棚、地膜内作物

和蔬菜的生长。但暖冬会使农作物抗寒能力下降，

又能使南方农作物生长过快，不利于产量提高。暖

冬易发生干旱，使农田失墒严重。暖冬时病菌、虫

卵存活量大，导致病虫害多发。暖冬时高温低湿，

森林火灾容易发生。暖冬对人类健康也不利，病毒

性上呼吸道感染容易发生。 

冬季严寒，即使是暖冬也是如此。因此冬季要

注意保温。年老体弱的人易在冬季发生心脑血管意

外，青少年应当更多地关心爷爷奶奶的健康。 

黄河之水天上来 

唐朝大诗人李白有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黄河之水是天上来的么？是的。 

从本质上说，黄河之水、长江之水、所有河流

里的水，以及地面上、土壤里、水库里、湖里、海

里的水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黄河源头的水是从青

海巴颜喀拉山上流出来的。山上常年有冰雪，太阳

一晒，冰雪化成水流下了山。而这些雪是从天上降

下来的，冰是降水和降雪结成的。黄河之水，有些

是地上的水流进来的，而地上的水是从天上降下来

的。黄河有很多支流，黄河流域有很多湖泊，它们

给黄河送来很多水，而它们的水也是从天上降下来

的。 

黄河之水奔腾到海不复回吗？是的。绝大部分

江河的水也是奔腾到海不复回的。为什么不说是所

有江河呢？因为有的江河是内陆河，这种河流了一

段以后就没有水了，于是就在内陆消失了。 

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天上的水又从哪里来

的呢？ 

这么多江河没完没了地往海里灌水，为什么海

里的水不会漫出来呢？ 

原来，海里的水整天被太阳晒着，不断地蒸发，

不断地减少。这样一来，天上不断向海里下雨，陆

地上的水不断地从江河流进海里，又不断地蒸发，

从而保持了海里水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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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呢？ 

水分子和其他分子一样，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

之中。当水面上的某些分子所具有的动能大于水分

子之间的内聚力时，就有可能跃出水面进入空气中，

这种现象叫做蒸发。与此同时，会有一些水面附近

的水分子由于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和运动速度降低

而进入水中，这个过程叫做凝结。从水面跃出的水

分子量与返回水面的水分子量的差值就是实际的蒸

发量。为什么太阳一晒水就会蒸发呢？原来，水分

蒸发和温度有关。水面的温度越高，水分子运动的

速度越大。从水面跃出的水分子就越多。水分子就

像热锅上的蚂蚁，温度越高，跳得越欢。同样，温

度降低，活蹦乱跳的水分子就跳不动了，纷纷掉到

水里，这就叫做凝结。所以说，海里的水在太阳的

照射之下会不断地蒸发。 

从海里蒸发出来的水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它升到天上去了。由此可见，天上的水是从海里来

的。同样，河流、湖泊，乃至地面上、土壤里的水

也会蒸发到天上，到了天上，温度一降低，发生凝

结，就又变成雨下到海里了。有些天上的水分，随

风飘荡，就从海上晃悠到陆地上来了。这时候如果

遇到冷空气，温度下降，这些水分就变成降水下到

地面了。 

你看，天上的水分降到地面，流入江河，奔腾

入海。海水蒸发出来升到天上，随风飘到大陆上，

再降到地面。这不是又转回来了吗？是的。这就叫

水分循环。 

不过，自然界的水分循环比这要复杂得多。因

此我们有必要再细致解说。 

先说降水。地上，水库里、湖里、河里以及海

里的水都是天上的水汽由于温度降低发生凝结后降

下来的。天上的水汽又是哪里来的呢？有些水分是

当地蒸发后降下来的。夏天的雷阵雨，就是当地水

面和土壤里的水分热蒸发上来再遇冷凝结后降下来

的。大范围降水的水汽大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对

我国来说，最主要的水汽源地是太平洋、印度洋和

南海。我国是季风国家。夏季东南季风把太平洋上

的水汽源源不断地送到我国大陆。而西南季风则把

印度洋的水汽输向我国大陆。有些水汽辛辛苦苦爬

上青藏高原，有些水汽则穿越近乎南北走向的横断

山脉中的千沟万壑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由于崇山峻

岭的阻隔，这些水汽较难深入我国内陆腹地，但有

时也会不辞辛劳到达河套以北地区。还有些水汽则

是从南海北上访问我国的。春夏季节，东北季风会

把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水汽输向我国东北。冬季，

偏东气流常把东海的水汽输向我国大陆，这是华北

降雪的重要水汽来源。当然，大陆上的水汽也可随

风由一地飘向他处。新疆的降水主要就是本地和大

陆其他地方的水汽造成的，但大西洋上的少量水汽

有时也会飞过欧洲前来光顾。 

我们常见的降水是降雨和降雪，后者是在温度

降低到 0℃以下时形成的。其实，降水的形式多种

多样。夜间形成于地面和植物上的露水，初冬时地

上结的霜也是降水。不仅如此，还有由 0℃以下的

过冷水滴落到 0℃以下的物体上形成的雨凇，由 0

℃以下的过冷雾滴落到 0℃以下的物体上形成的雾

凇，由云中的过冷水滴或冰晶形成的冰雹等。 

既然海洋往大陆上送水汽时是一碗水端平的，

为什么水汽经过的地方有的下雨有的不下呢？这是

因为只有温度降低水汽发生凝结时才有降水。因此，

要么水汽过山抬升，因而温度降低产生降水。要么

北方有冷空气来，把暖空气抬上去。在后一种情况

下，由于干冷空气比海上来的暖湿气流比重大，于

是就躜到暖湿空气底下把它举起来，这一折腾暖湿

空气就只好乖乖地把雨降下来了。 

是不是天上降下来的水都能到达地面呢？也不

是。降雨开始时，除少量降水直接落入江湖外，一

部分滞留在植物枝叶上，其余的则落到地面上。落

到地面上的水，一般都向土中入渗。当降雨强度大

于土壤入渗能力时，产生超渗雨。超渗雨开始形成

地面积水，然后沿坡面向低处流动。当坡面上有洼

塘时，首先流入洼塘。洼塘填满后，则向更低处流

去。扣除植物截流、入渗、填洼后的降雨量形成能

进入沟溪的波面漫流。许许多多的溪流汇入河槽最

后成为河川径流量。城市中混凝土地面不渗水，降

雨除流入下水道外，也有一部分直接进入河槽。进

入河槽的水汇集到流域出口断面的称地面径流。降

雨渗入地面，如果表层土壤下部密实，则在表层土

壤的含水量达到饱和时，后来渗入的雨水将沿饱和

层的坡面度在土壤空隙间流动，注入河槽形成径流。 

由地表入渗的雨量，在补充土壤含水量的同时

将逐步向下层渗透。如能到达地下饱和水面，并经

各种途径渗入河流，就成为地下径流。流入下水道

的水，最后也汇入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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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的地下水有时会露出地面，这就是泉水。

很多现代城市水不够用，常常抽取地下水。泉水和

人工抽取的地下水以及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人民

生活用水用完后，将和天然降水一样，重新经历入

渗、填洼后形成径流的过程。 

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用完后，

经历入渗、填洼后形成径流这一过程非常重要，它

说明人类的活动已经影响了自然界的水分循环过

程。同样，各种水利工程也影响着自然界的水分循

环。这种影响，有时很不明智，会给自然界的生态

系统甚至给人类自己带来灾难。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海水在太阳的照射下不断蒸

发的问题。实际上，地面上、农田里、土壤里、水

库里、湖里、河里的水都是会蒸发的。内陆河的水

除了人们引用后再入渗、填洼后形成径流的部分外，

就是因为消耗于蒸发而入不了海的。滞留在植物枝

叶上的水，也是最后消耗于蒸发的。不仅如此，植

物也会向外蒸发水分。 

由此看来，水面的水分子经太阳一晒，蒸发到

天上去了，水汽到了高空后变冷，变成雨降到地面。

水到了地上，蒸发掉一部分，剩下的渗入土壤，流

入江河湖泊，归入大海。然后再升到空中，再降下

来。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就是水分循环。水分循环

有大有小。大到陆地和海洋间的循环，小到一个地

方内部的循环。还有陆地、海洋各自的循环。这种

循环本身又是有大有小的。 

现在我们给出一张图，这张图把水分循环的各

个过程都概括在里面了。 

由于水分循环，使水圈成为一个动态系统。世

界上的淡水资源就是由水分循环产生的。因此水资

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大气圈所含水汽量为 13000

千米 3，全球平均年降水量为 52000 千米 3，水汽约

10 天交替一次。全球河流总蓄水量为 12000 千米 3，

河流全年径流量为 3740000 千米 3，河水约 12 天交

替一次。但是，我们切不可因为水资源是可再生资

源就随便浪费。 

既然水分是循环的，为什么一个地方得到的

水各个时候不一样呢？其实，通过水分循环保持

水资源的稳定，是就全球在一个时期的总的情况

而言的。至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并不是严格

循环的。我们头上的天，是一个偏心的老天爷，

经常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它今年给这个地方多

下点雨，明年又给另一个地方少下点雨，弄得水

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用不完，有

的地方缺得要命。水资源在时间上变化也很大，

今年发水灾，明年闹干旱。因此。我们在和水资

源打交道时要讲究科学。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有些水资源是难以再

生的。高山冰川资源，山前平原含水层的地下水，

深层自流水，沙漠地下水，湖盆洼地地下水和湖泊

蓄水就是难以再生的。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100029） 

 

 
水分循环 

图上的数字为每年的输送量，单位：103 立方千米（转引自符淙斌，《地球的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