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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疆铁路设计运营的灾害性天气
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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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新疆地区1961—1999年39年中87个气象站的气象资料，分析了影响新疆铁路运营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的空间分布

规律。结果表明：（1）影响新疆地区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为大风、沙尘暴、暴雪。而大雾和雷暴天气，对新疆铁路设计、建

设和运营的影响则相对较弱。（2）北疆地区、伊犁河谷地区，主要受暴雪、大风、雷暴、大雾的影响。（3）南疆地区、吐哈盆地地区，主要受沙尘暴

和大风天气的影响。

关键词：铁路；暴雪；大风；沙尘暴；大雾；雷暴；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U2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59（2016）03-0022-06

新疆自1962年正式开通铁路至2016年以来，铁路营运里程已达5760km（截至2015年9月）。铁路运输

相比于传统运输方式，具有运量大、经济效益高、安全性能高、通行性能好等优点［1］。但一些极端天气，往往

对铁路运输造成晚点、停车、列车倾覆等事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如2007年2月28日的列车

脱轨事故，造成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其直接原因是大风导致的11节列车车辆脱轨。

在新疆境内，影响列车运营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雪、大风、沙尘暴、大雾、雷暴等。其中占首要位置的

当属暴雪、大风和沙尘暴三种灾害性天气。其主要通过影响道路状况和道路通行性等来影响铁路运营。因

此，搜集历史气象资料，从气象气候的角度出发，充分剖析灾害性天气的空见分布规律，对于新疆铁路建设

施工和车辆安全运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文章研究使用的气象资料为1961—1999年全疆87个气象站（图1）的暴雪、大风、沙尘暴等气象资料，对

新疆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统计分析，给出新疆灾害性天气的时空分布规律。

依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气象日界为20：00时。在统计暴雪、大风、沙尘暴、大雾、雷暴日数时，一日内

只要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上述天气现象就统计为一个暴雪、大风、沙尘暴、大雾、雷暴日，若某一次天气现象

跨越20：00时，则按两个天气现象日计算。

2 年均分布特征分析

2.1 暴雪日数

根据《新疆降水量级标准（修订版）》，24h降雪量达12. 1—24mm为暴雪，24. 1—48mm为大暴雪。文章以

24h降雪量＞12mm作为一个暴雪降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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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年平均暴雪日数的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年均暴雪日数最多的地方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2］，年均暴雪日数可达5. 1天。其次为吐尔尕特和

达坂城区，分别为4. 2、4. 1天。北疆的木垒、尼勒克、塔城、乌鲁木齐、昭苏、伊宁、富蕴年均暴雪天数在3-4

天。北疆沿天山一带、伊犁河谷、阿勒泰山一带，南疆的乌恰、轮台、阿合奇等地，年均暴雪天数在1-3天。南

疆塔里木盆地外缘、东疆哈密地区，年均暴雪天数多<1天。

图1 新疆气象站点分布图

图2 新疆地区年均暴雪日数分布（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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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暴雪天气主要集中于北疆地区的阿勒泰山山麓和天山北麓地带，形成新疆全区两个比较集中的暴

雪带，总体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

因此，在上述地区进行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加强对暴雪天气的预防。

2.2 大风天数

本次研究依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将一日中瞬时风速≥17. 0m/s（目测估计风力>8级）定为大风日。

图3 年新疆地区年均大风日数分布（单位：天）

从图3可以看出，新疆地区的大风天气的总体分布特征是：北疆多于南疆，山区多于平原［3，4］。大风日数

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北疆西北部的阿勒泰、塔城地区，东疆的哈密、达坂城区，南疆西部的和田地区。

其中，北疆西部的阿拉山口年均大风天数最多，可达164. 3天。其次是达坂城，年均可达156. 8天。东

疆的淖毛湖—十三间房一带大风天数躲在90-149天之间。北疆的哈巴河、吉木乃、和布尔塞克、克拉玛依，

南疆的托克逊、和田、墨玉，年均大风天数在50-90天之间。北疆的阿勒泰山山麓、天山北麓，南疆塔里木盆

地西、北缘，东疆吐哈盆地年均大风日数在10-50天之间。北疆天池、特克斯、大西沟、昭苏、石河子、博乐、玛

纳斯等地，南疆阿合奇、巴楚、阿拉尔、阿克苏、阿图什等地年均大风日数不足10天。

2.3 沙尘暴天数

新疆是我国沙尘暴的多发区之一［5，6］。对新疆地区沙尘暴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对于指导交通运输建

设、输电线路的建设改造、防沙治沙等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依据1961—1999年39年的气象资料，对新疆沙尘暴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从图4可以看

出，新疆沙尘暴的空间分布规律具有以下特征：

（1）全疆沙尘暴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盆地多高山少的空间分布特征。

（2）东疆的淖毛湖、哈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的民丰、柯枰、和田、皮山是全疆地区沙尘暴的高值区，年

均>20天。其中淖毛湖最多，年均可达50. 6天。其次为民丰、柯枰，分别为34. 9和30. 68天。其余地区多在

20～30天之间；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且末、莎车、泽普、阿拉尔、巴楚、和硕、若羌、于田一带，东疆的十

三间房、红柳河，北疆的石河子、蔡家湖、乌苏、呼图壁、阜康一带，年均沙尘暴天数多在5～20天之间；年均沙

尘暴天数<5天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北疆准格尔盆地外缘、天山北麓、阿勒泰山南麓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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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年新疆地区年均沙尘暴日数分布（单位：天）

2.4 大雾天数

大雾是指大气中大量微小水滴飘浮在空中，造成水平能见度小于1. 0km的天气现象［7，8］。

大雾的分布具有区域性，根据新疆1961-1999年87个气象站点年均大雾日数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1）新疆地区大雾分布的区域性较为明显，主要分布在伊犁河谷和天山东部的乌鲁木齐、天池等区域，

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大雾高值区。

（2）东天山北麓的大西沟、天池、蔡家湖、昌吉、乌鲁木齐等地，伊犁河谷的昭苏、和静等地是全疆大雾的

高值区，年均大雾天数>20天。其中，大西沟最多，年均达58天。其次是天池、昭苏、蔡家湖，分别为52、43.

8、42天。其余多在20-40天之间；北疆的阿勒泰山一带、准格尔盆地南缘、伊犁河谷平缓地带，年均大雾天

数多在10-20天之间；南疆、东疆大部，北疆塔城地区，年均大雾天数均<10天。

2.5 雷暴日数

雷暴可以使铁路信号系统设备损坏或失效，影响列车正常运行，从而对铁路运营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危

及人身安全［9］。例如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就是由雷击直接造成的。

文章选取1961-1999年全疆地区87个气象站点的雷暴观测资料，统计分析出全疆地区年均雷暴日数的

空间分布特征，从图6可以看出，全疆地区年均雷暴日数具有以下分布特征：

（1）全疆地区雷暴多发区主要集中于伊犁河谷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形成全疆地区雷暴高值区。

（2）在全疆雷暴高值区内，位于伊犁河谷的昭苏年均雷暴日数最多，达85. 7天，其次为阿克达拉，年均雷

暴天数75天。特克斯、伊宁、尼勒克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阿拉山口，南疆的阿拉尔、阿克苏等地，

年均雷暴日数在30-60天之间；北疆北部阿勒泰山一带的阿勒泰、福海、富蕴，天山北麓的石河子、玛纳斯一

带，伊犁河谷的霍尔果斯、霍城，南疆的喀什、库尔勒、库车、巴楚等地年均雷暴日数多为5-30天；除上述地区

外，全疆其他区域雷暴日数均<5天。

3 总结

文章从新疆地区灾害性天气的空间分布分析了影响新疆铁路运营的主要灾害性天气发生的规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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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在新疆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灾害性天气因素对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影响。

图5 1961—1999年新疆地区年均大雾日数分布（单位：天）

图6 1961—1999年新疆地区年均雷暴日数分布（单位：天）

26

万方数据



第3期 魏乐德：影响新疆铁路设计运营的灾害性天气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第3期

（1）新疆地区是我国灾害性天气比较集中的区域之一。其中大风、沙尘暴、暴雪等灾害性天气对铁路设

计、建设和运营的影响尤为严重。而大雾和雷暴天气，对新疆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2）北疆地区、伊犁河谷地区，主要受暴雪、大风、雷暴、大雾的影响。其中，暴雪对该区域铁路设计、建

设和运营的影响相对较强，大风、雷暴、大雾的影响相对较小。

（3）南疆地区、吐哈盆地地区，主要受沙尘暴和大风天气的影响。这两种灾害性天气现象，往往造成该

区域列车停运、倾覆等危害。因此，在该区域进行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要着重考虑沙尘暴和大

风天气对铁路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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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Disastrous Weather Influencing on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Xinjiang Railway

WEI Le-de

（Urumqi Branch of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Urumqi，Xinjiang，
830011，China）

Abstract：Adopts the meteorological date of 87 weather station in Xinjiang at 1961—1999，analyzes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severe weather affecting the Xinjiang railway. The results show that：（1）Strong winds，

Sandstorm and Blizzard are the main severe weather affecting the Xinjiang railway design，construction and opera-

tion.（2）The region of Northern Xinjiang and Ili river valley mainly influenced by Blizzard，Strong winds，Thunder-

storms and Fog. （3）The region of Southern Xinjiang and Turpan-Hami Basin mainly influenced by Sandstorm and

Strong winds.

Keywords:Railway；Blizzard；Strong winds；Sandstorm；Fog；Thunderstorm；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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