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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研究进程简介  

•清宫文档研究 、五百年旱涝图集、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千年气候序列、历史降尘研究 、历史极端气候事件研究  

 

Ⅱ 成果举例  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 

 

•五百年旱涝分布型的演变     

•千年干湿变化、严重干旱事件的冷暖背景 

•历史降尘研究 

•极端夏季事件高温、寒冷、干旱、雨涝 

•极端冬季事件 

•极端事件 

  

 



清代宫廷天气档案“晴雨录”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 （1470-1979-2000） 



中国历史气候古文献记录
的系统采集、收藏 



    
           
 

 

  
中国历史气候数据库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880万字  2004年（初版） 

900万字 2014年（增订本） 



探讨重建气候序列的方法，建立了温度、降水、降尘等多种气候
序列，分析历史气候变化的规律和定量特征，进行历史气候极端
事件研究。 

千年序列变化
的准周期性

降水量變化的特

徵，

如2-3年、9-11

年的、22年的、

35年左右的、以

及80年左右的準

週期性等



历史记录与自然环境记录的互证 

• 西北千年降水序列 

 

 

 

 

 

. 记载            ------------------- 树轮 



 Ⅱ 成果举例   -- 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 

1. 清宫奏折“晴雨录” 

2. 五百年旱涝分布型 

3. 千年干湿变化— 没有持续二百年的干旱 

4. 历史降尘研究— 降尘的频发期对应于干、冷气候背景 

5. 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 高温、寒冷、干旱、雨涝

个例的实况复原、气候特征值的定量推断、气候背景、可能

的影响因子 



1 清代宫廷天气文档研究之 
    北京250年降水研究 
           
            

北京 290 年降水序列(1724-2000) 



2-1  五百年旱涝研究 



2 -2 五百年旱涝分布型的研究---  

近530年北方多雨型的阶段性变化 



3-1  千年干湿变化 --- 东部地区6区域序列 



之3-2  千年干湿变化 --- 重大干旱事件 

 



之3-3 千年重大干旱 的温度背景  

• 15例中仅3例发生在温暖时段 

• 我国最近千年间并未出现过持续200年的大范围干旱 



4-1 历史降尘研究 

 

 

 

 

 

 

 

• “终风且霾 惠然肯来”-- 《詩经· 邶風》 

• “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 庄周《逍遥游》 

•     



 4-2  历史降尘的时空分布  

中国历史时期降尘记录地点（●） 

和现代黄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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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0-1940年中国雨土年频数（虚线为50年滑动平均） 



近一千年雨土频数与我国东部湿润指数 

(张德二,中国科学,1984) 

雨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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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沙尘暴高发期对应于少雨干旱的气候背景 

干 

最近五百年降尘频数与冷暖气候背景 

4-3 历史降尘的 

          气候背景 

       高发期对应于寒冷的气候背景 





官厅 



5 历史极端气候事件的复原研究 

 

   — 高温、寒冷、干旱、雨涝个例的实况复原、气候特 

征值的定量推断、气候背景、可能的影响因子 

 



法国教士的目击报告 

  5-1   1743年 夏季极端高温事件 

地方志记载的1743 年夏高温酷暑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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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比教士观测的北京 1743.7-1746.3 的气温值 

      
北京1743年7月20-26日逐日气温值（下方） 
和 “晴雨录” 所记的逐日天气现象 (上方） 
    --晴    --雨     –东北风 



表 北京1743年观测记录与现代炎夏高温时段 
气候统计值的对比 

                                            

                                            1743年           1942年          1942年          1999年 

                                             7月下旬          6月中旬        7月上旬         7月下旬 

 

日最高气温极值（℃）          44.4 *             42.6               40.5               42.2 

 

>40℃的总日数 （天）           6                    3                    3                    1 

 

连续>38℃日数 （天）           6                    3                    3                    2 

•工业革命前,1743年的极端高温记录高于现代极端值 

 



 5-2   冬季严寒极端低温事例  1892/93 冬 



探讨定量推断最低温度的方法

（由河湖结冰、植物冻害推算） 

 

推断1893 年1月苏州、温州的

最低气温分别为-15 ℃、-13 ℃， 

实测上海、香港的最低气温分

别为-12.1 ℃和 0 ℃， 

 

均低于 20 世纪以来的极端低

温记录. 

 河流封冻南界达28° N,  

 冻雨南界达21° 29′N。 

-- 是中国最近百余年的首位寒冬 

太阳活动    13th 周  M 

火山活动   3次L  25次M 

海温条件   El Nino 年 



 
 

 

a-1876 

 

 5-3 大范围持续干旱事件 
  1876-1878年 清 光绪二~四年 

 b-1877 

 c-1878 

年份 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 河南 山东 江苏 安徽 湖北   四川 

1876 35 19 7 1 23 53 14 5 3 6 

1877 43 76 42 15 43 27 12 2 10 18 

1878 14 28 20 7 9 10 0 0 2 9 



1876—1878年饥荒（紫）、蝗灾（绿）和疫病（红）发生地域 

a:1876年 

b:1877年 

c:1878年 



 
 
 
 
 
 
 

 

 

•  
 

• 竺老以一己之力、筚路蓝缕，证明了中国史料的科

学价值，驳斥了历史记录是“一笔糊涂账”的说法, 

他曾为此而欣慰。  

      

• 不过，令人困惑的却是现今又有旧调重弹，甚至随

意曲解指摘，贻笑天下而不自知。这种偏见和盲目

性表明,历史气候的研究尚任重道远。 

 

• 难，跨学科的研究，探索性极强 

 

•感言 





 



40年前竺可桢说：“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
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得变
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
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
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