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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的气候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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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是我国大陆中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山

脉, 是我国南北自然地理条件的天然分界线, 还

是我国南北最重要的地质界线。在垂直方向上有

独特的垂直景观带谱, 其中太白山表现得最为明

显。太白山位于秦岭山脉的中部, 在陕西省眉县

之南, 跨太白县、周至县和眉县, 距西安约 120

km。主峰海拔高度约为 3 767 m。太白山地处青

藏高原以东, 由于高大山体的阻挡给南北大气环

流起到屏障作用, 阻挡了热量和水汽的南北交换。

冬季受蒙古冷高压控制, 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影响, 成为我国南北气候的天然分界线。太白

山有典型的生物群落, 丰富的生物资源, 完整的

第四纪古冰川地貌, 秀丽的自然风光, 同时留有

许多历史传统和翰文趣事, 也是我国道教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

1　太白山主要气候特点

1. 1　南北两坡气候差异大

　　由于秦岭高大山体的作用, 冬季阻挡西北寒

流的南侵, 夏季遏止东南季风北进, 使得南北两

侧冷暖、干湿明显不同。太白山的南边是秦岭南

坡的中下部。太白山山势高大险峻, 东西排列整

齐, 对气流的屏障作用尤为显著。

以眉县和洋县为例作一比较, 眉县位于太白

山以北的渭河平原, 位于 34. 02°N、107. 19°E, 海

拔 518. 5 m, 而洋县在秦岭之南的汉江谷地中, 位

于 33. 13°N、107. 33°E、海拔 469. 6 m。两地相差

纬度不到 1°, 由于太白山屏障作用, 南北气候差

异较大。1年中最冷的 1月份, 眉县的平均气温为

- 1. 1℃,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过- 17. 2℃。而洋县

1月平均气温为 2. 1℃, 历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10. 1℃。所以冬季眉县一带大地封冻, 积雪数寸,

一片北国风光。而洋县细雨丝丝, 犹如江南水乡。

洋县比眉县暖和, 形成南温北冷的气候。

夏季 ( 6、7、8月) 眉县降水量为 213. 1 mm ,

而洋县为 319. 8 mm , 比眉县多 106. 7 mm。夏季

极端最高气温眉县可达 42℃, 而洋县为 38. 7℃,

相比之下, 眉县夏季炎热, 常出现干旱, 而洋县

夏降多, 不干热。

1. 2　垂直分布的气候带

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而海拔高

度的递增, 气候类型呈连续带状分布, 这种气候

的垂直分布, 形成垂直气候带, 数太白山最为典

型。根据气候和植被特点, 就太白山北坡而言, 由

下而上依次可分为: 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

温带、亚寒带、寒带等五个气候带。

1. 2. 1　暖温带气候带

太白山北坡海拔 800 m 以下属暖温带。年降

水量为 620～700 mm , 降水集中在 7、8、9月, 年

平均气温为 12℃, 热量充足、降水集中, 冬季寒

冷、夏季炎热、四季分明, 有利农作物、植物的

生长。

春季 ( 3、4、5月) 气温回升快, 冷暖变化大,

降水分布不均匀, 其中 4 月降水较稳定。夏季

( 6、7、8月) 天气炎热, 多雷阵雨。降水分布不

均匀, 易出现伏旱。秋季 ( 9、10、11月) 天气变

寒、气温下降, 阴雨连绵, 其中 9月份是全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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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最多的 1个月。冬天寒冷干燥, 雨雪少, 大地

封冻, 1 月极端最低气温为 - 15. 0℃～ -

17. 0℃。

1. 2. 2　温带气候带

太白山北坡海拔 800～1 500 m 属温带气候

带。年降水量为 650～800 mm, 降水主要集中在

夏季。气温温和湿润, 夏季不炎热。春秋时间短,

春天来得迟, 秋天结束早。冬季时间长, 在 4个

月左右。

1. 2. 3　寒温带气候带

寒温带气候带分布在海拔 500～3 000 m 的

范围内。全年无夏天, 春秋短, 冬季漫长, 气候

冷湿, 多雨多雾。寒温带是太白山降水最多的气

候带, 从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开始下雪, 冬季从

10月开始直到次年 4月, 冬季多降雪, 有时到 6、

7月仍融化不完。

1. 2. 4　高山亚寒带气候带

高山亚寒带分布在海拔 3 000～3 350 m 的

范围内。气候寒冷湿润, 年降水量为 800～900

mm。冬季长达9个月, 10月至次年 4月各月平均

气温都在 0℃以下。

1. 2. 5　高山寒带气候带

高山寒带气候带分布在海拔 3 350 m 以上。

寒冷半湿润, 冬季长, 1年中寒冷期长达 9～10个

月, 10月至次年 4月各月平均气温都在0℃以下,

极端气温可达- 30℃左右。夏季气候温和, 9月开

始降雪, 直到次年 5月, 在海拔 3 600 m 以上, 有

时至 7月份在山梁上还有残雪。

1. 3　太白积雪六月天

秦岭山区一般在10月中旬开始降雪, 高山地

区 8月下旬就有降雪, 到次年 5月结束。而在太

白山的高山亚寒带和寒带是 “冬季银装素裹, 六

月积雪仍存”。太白山以高、寒、险、奇、绚丽的

自然风光称著于世, 夏季在太白山能领略春、夏、

秋、冬四季景色, 被誉为著名关中八景之一的

“太白积雪六月天,”正是古人对高山寒带气候的

形象描绘。

太白山是我国南方到北方, 东部到西部的过

渡带, 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汇处, 山地垂直

分布明显。它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自然景观秀

丽, 自然资源丰富, 是发展生态旅游的一块宝地。

2　发展太白山生态旅游

　　复杂多样的气候, 不同类型的土壤, 使太白

山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各种

动物生活直接地或间接地提供充足的食物。太白

山生物种类十分丰富, 种子植物1 600多种, 鱼类

有 65种种, 鸟类288种, 特别是有许多珍稀、特

有动物、植物如大熊猫、金丝猴、羚羊、朱 。太

白山红杉、水青树、独叶草等。太白山生物资源、

水资源、矿藏资源等都十分丰富, 为保护环境和

生物资源设立了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自然和生物资源构成景观, 就是旅游资源。太白

山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广大游人, 千姿百态的野

生动物给人们带来不少乐趣, 这些都是开展生态

旅游的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

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理论指导下以大自然为

对象, 以不破坏生态为原则的旅游活动。生态旅

游要把欣赏自然和爱护自然相结合; 把旅游观光

和认识自然, 学习生态环境知识相结合; 要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因而有人认为生态旅

游是高档次的 “绿色旅游”, 也是 “回归自然的旅

游”或是 “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因此, 发展生

态旅游必须增强对旅游者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教

育, 目前太白山的旅游业已具有一定规模, 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 不能追求一般旅游观光和经济效

益, 应很好保护环境, 才能使生态旅游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及其群体的天然储存库, 是

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是普及自然知识和

宣传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场所。应加强自然保护

区建设, 并不断发展。在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

同时, 要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将自然

科学、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结合起来, 以保证生

态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为人们提供良好的观光、避

暑、休闲度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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