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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南京位北辑三十二度三分
,
束挺一百十入度四十七分

。
束跟海岸

豹三百除公里 ; 西带畏江
, 全

_

仁水瑕镜城之西北雨而
。

四周然崇山峻

嵌
,
郎以其城束踵山之最高攀高度言

,
亦不遏四百四十二公尺

。
是以

冬夏季夙直莲燕阻
“

钦天山位城中束北隅
,
巍然臀峙放山巅者

,
郎今

日中央研究院氛象研究所之氛象蔓也
。

所中重要倦器之安置
,
其超出

吴淞平均海面之高度如下 :

氧 屋 表 6了
.
9 公尺 雨 量 针 62

。
0 公尺

夙向虱速舒 8 7
.
5

枷毅南京之氟象祀锋

公尺
,

”
最早者赏推北平故宫文献陀所藏之江常晴

雨摄 , 舒自清康熙六十一年 (西唇 t7 2 2年) 起迄乾隆四十八年

78 3年) 止
,
其简曾中断二十四年

〕75 1一1 7 7 4年)
,
耙摄完整之年数

,

降水 日数
,
兹特拚入本文第一表内

晴雨
,
而降雨降鬓之多少

,
不具也

(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

(西蘑

郎西唇

建三十二年(此三十二整年之平均

, 坦查今昔比较 )
,
然所耙者 谨篇

。

迫清光铭三十年(1沁迁年)十月
,

驻皇旦主顺事馆附带测候氧象
,

始有氟厘温度漏度雨量雨日霜期雾期

之韶载
,
是篇南京用科拳方法颧侧氛象之嗬矢

“

先是金陵大李早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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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曼测候所 (Fr
ee r n a n o b se r v a to r y、之靛立

,
改遨之氛象祀壕

,
方

幸渐有端倪
,
惜篇峙不久

,
郎告停顿

。 民团十年十月圃立束南大季瞪

起朋始氧象ffil] 候
,
其次数初焉每日一次 (每日下午四峙)

,
十三年份起

增加焉每日二次
,
郎上午九峙一次及 下午九峙一次

,
迄十七年焉 正

,

曹登刊年辍一册(1 9 2 ?年)月辍四十入册 (1 9 2 4 一 19 2 6 璧乒及 1 9 2 8年)
。

自十七年元旦氟象研究所朋始颧ffilI 梭
,
南京始有拣小特一次之氟象祀

载
。

十八年一月北拯朋氧象蔓落成
,
曦器殷偏

,
益臻完善

,
捉此不特

焉首都RlJ 一壶善益美之氧象戛
,
亦且焉全圃氧象事巢朋一新耙元

。

所

有各项氧象耙殊
,
禅载敲所出版之氧象年辍氧象月刊及

一

卜七年份之氛

象季刊中
。

是篇葡檬
,
大部份取材放北拯阴氧象研究所近七年来 (民 1 8年至

2 4年) 之松殊
, 简亦叁用校久之辍告

,
如温度雨量 (1 9肠一 1 935 年)

等
。
兹牌南京之天氧舆物候人生

,
按月

、

按季
、

按年
、

分述如下
。

(一 ) 逐 月 天 氛概况

月

小寒大寒初谈速
,

若搔早褶须耕田
。

本月夫氧在全年中所估拯端地位之各项氧象要素 :

在全年中焉最低者 : 平均温度(2
。
3
O
C )

,

橇端最低温度(一 1 3
。
SC ) 。

在全牟中焉最高者 : 平均氛壑(76 5
。
56 m m ) ,

栖端最高氨屋 ( 7 7 9
。
5 5 , n , , : )

在全年 中场最多者 : 平均冰天日数 (3
。
2天

。
侮 日最高温度低于Or

’

C 者 )
,

栖端最多冰天 日数(“天
) 1 9 3 3年 1 月)

,

平均雪天 日数(4
。
2天 )

】

栖端

最多雪天 日敷(里1天
, 1 92 9年 1月 )

,

搔端最多晴天 日截(
}2天

,
1 9 34年

1月)
,

有霜 H数 (平均 1 1
。
4天

,
典+ 二 月同 ) ,

露 日(平均4
。
1天)

,

拯

端最多露 日(9天 1 9 3 2年 1月)
,

拯端最多微座数(7 o2 8N o .

尸C
.

C
。

)
o

在全牟中拐最少者 : 平均蒸誉量(4 5
。
S lo n ) 。

在全年 中络最小者 : 平均艳野派度 (3
。
9 o m m )

,

拯端最小艳封澡度 (O
。

61

m m ) ,

拯端最小相瀚派度(1 3
。
4% )

,

撬端最小渴度教差〔O
。

9
‘

C , 1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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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2 3 日)
,
车均能见度(6

。

2 )
o

在全年中踢最大者 : 撞端最大氧璧筱差( 16
.
6Om m I9 32 年 l月6 日》。

中句眼梅始攀
,

下旬迎春始苹
。

是月焉南京最冷峙期
,
全团各地大率亦以是月篇最寒

。
常强烈的

西伯利亚高氛廖南 下待
,
氟哑陡高

,
氧温骤降

, 朔夙怒城
,
霜缭屡

晃
,

泥士凉桔
,
寒刮肌膺

。
本月平均温度焉摄氏 2. 3 度

,
平均氧壁焉

76 5
。

5 弓m m (如施高度舒正AlJ 焉 772
。

哪m m )
。
查南京兰十年来之耙

耸
,
一月份平均孺度之最低 者晃淤民团二十二年

,
卦撮氏零 卜 1

。

6

度 ; 最高者兑朴民团三年
,

篇摄氏五度
。

按民圃二十二乍一月
,
各地

均辍奇寒
, 南京是月最低温度低放摄氏零下十度者逮玉天

,
低放零 卜

五度者逮十八天
,
南京近十三年来最低温度低放零下十度之 日数

,
触

补不遏十六天
,
而是年一月竟估其三分之一 ; 同峙期最低温度低放摄

氏零下五度者共舒 1 5 2 天
,
而是年一月丧估其八分之一

,
常待寒威之

甚
, 可见一斑

。

南京之拯端最低温度
,
郎放是年是月崖生

,
峙在二十

二年一月二十七 日晨
,
夙向焉北

,
温度焉摄氏零下十三度又十分之

八
“

猎有言者
, 南京冰天(拣日最高温度在摄氏零默以下者旧教

,
在

遏去j
一

三车中
,
糖数焉五十七天

,
二十二年之一月

,
泳天竟违十一天

之多
、

,
造成一锢月内冰天最多之新祀缘

。

南通之释度
,
典南京所差甚

微 南通樟度校南京南六分 ) ,
其振端最低温度不遇摄氏零 卜十二度又

十分之一
,

_

且韭非兑之同年(指民圃二十二年 )
,
乃登生放民圃六年一

月 , 雨相比较
,
南京塞冷

,
奚乎寻常 (指樟度相近各地 )

。
撰藉牟理

,

在副熟带上
,
似不致有服寒之降筋

,
但南京之隆冬

,
竟如此其寒

,

似又未可韶热寒冷期焉
“
因此凝将寒冷期舆路寒期定一襟华

,
以青僵

别
。

寒冷是暑熟之反面
)
不足 厂温暖」而成骨 「寒冷 三之鹉

。
康塞RlJ

保 「寒冷J 之拯也
。

寒冷期可以侮日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
’

卜之始 日

及籍 日篇寒期起迄之镖攀
,
凳寒期AlJ 镇以十年以上之平均每候温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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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零
’

卜者篇起迄之漂率
。 准此

,

则南京之寒冷期
,

始淤十二月十九

H胳淤二月十二甘
,
豹二佃月之久

,

而以本月 (一月 )二十一 日至二十

玉 日之一候篇最寒
,

但其温度晒在摄氏零上一度(圈第四表 )
,
峙值大

寒筋一候
,
舆我团荀氟名撂

,
颇相符合

。

寒冷期阴始之最早者
,

_

兑放

民团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
胳期之最逞者兑放民团二十二年三月五

日
。

至箫康塞期
,
南京固热有焉 ; 且不谨南京如此

,
郎在畏江流域其

他各感
,
亦热摄寒期之可言

。 副熟带上撅康寒期
,
用此镖辈以作箫

例
,
富可隙然矣

。
南京焉首都所在

,
楼阴林立

,
一入参季

,
天氧奇

寒
, 已如上述

,
或装置火服

,
燃煤取暖

,
或殷描水汀

, 必助工效
,
因

是京市微崖
,
亦以冬季各月焉多

, 民圃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 日晨
, 在

北拯阴侧得征一立方公分(公C
.

)内所含之微度数
, 竟述七千零二十八

粒之多
,
焉数之大

,
殊可擎人

,

此焉颧测微度坦来之新祀殊
。

本月雨

量稀少
,
居各月最少第二位

。

北束北夙频数
,
估全月百分之 2。

。 5 ,
焉

一年中北束北夙最盛之期
“

夙速平均焉每小峙17
。

7公里
,
较年平均略

低
。
尤堪注意者

,
售唇年释年初(相富胶新膺一月下旬 )

,
征骨雨鬓霏

霏
,
煌露着茫

,
颧第一表及第四表信然

。

(第四表颠示一月雨天数最

大及霎量最多之候
,
植一月2 卜2 5 日一候

,
滴赏鲁膺年底年顾 )

。

二 月

立春雨水二月到
,
小多地轰除帐草

。

~ 年 中拯端最多雪最(9 2
。
lm m )兑关本月

。

中旬春梅始花
。

本月平均温度霜 3
,

S OC ,
破一月稍高

,
被十二月略低

,
仍君南京

冬冷峙期
。

夙向仍以北束北居多
, 但其频数校上月城少 之圈第二表 )

。

平均夙速渐垠
,
超出年平均值

,
而列各月平均夙速之最大第四位

。

是

月 最 高温度曾连舜氏 二十五度又十 分之三 (民圃十七年二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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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最低曹降至宕下八度半 (民团十四年二月一 日)

。

民圃二十年

二月降水量 135
。

9公厘
,
撰及华平均之兰倍

,
内雾量估驼

。
1公厘

,
既

破二月份降水量之最多祀捺
,
又BlJ 南京雪量最多之新耗慷

“

猖情是年

匕月胳 日精雪者十七天
,
速精猜蒙者半月

,
猜霖最深峙平均迷3 4公分

(
c m )

,
一降交通阻滞

,
赏莲羡期

,
柴米蔬菜

,
值目聚涨

,
泳天雾

地
,
顿起食物恐慌

。

三 月

兰月浦垫又春分
,

稻田再耕八寸深
。

春季朋始 (三月十七日)
。

雪期胳T (三 月十日)
o

霜期怒 T (三月十九日 ) o

本月天氛在全年中所估拯端地位之各项城象要素 :

在全年中尽最大者 : 平均夙速 (20
。

, Kl n/ H r〕,

千均谧度戟差 (10 ,

护C ) ,

千均氛屋较差 f4
.
6 4 m m )。

在至年中爵最多者 : 大夙日数(平灼 5
。
l天 )

,
霆夭‘千钧4

。
7天 ), 拯端最多

霆天( 10 日 , 1 9 3 1年 3 月) O

在全年 中得最小者 : 平均相划诩羲度(6了
。
5% )

中旬桃始攀
’

,

柳豁策
。

丫旬蒙莉始每
。

本月上半月
,
猎有冬 日氛象(平均胳霜期至本月十九日始告怒 )

,

下半月桃肛柳椽
,
草木萌勤

,
惭阴春景之端

。

敲之每候平均温度
, 月

之前三候
,
仍在摄氏十度以 下

,
援兰候则升至十度以上 (圈第四表 ) 。

南京之春
”
始淤月之十七日

,
早南通北平半佃月

,
早上海十天 (靛明

觅梭)
。

全月平均温度焉8
。

6度
,
较二月十二月焉暖

,

较十一月 BlJ 低二

度
。
平均夙速篇一年中最大

,
大夙频仍

,
霆天屡晃 ; 相蜀踢度低小焉

各月冠
。

盖本月焉由冬入春之遇渡期
,

亦郎冬夏季夙兢争最烈之除
,

氛鹰甚不瓢
, 故夙力特弦

“
又因北地冬徒凉解士耘

’
座埃易生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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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弦烈之西北夙
,
崖土报舞

,

障蔽天日 、夙沙确漫
,
波及南方

,
南京

三
、

四月简富西夙狂吹峙之所以多霆天 :俗韶黄沙天 )者
,
郎由放此

。

春夙和煦
,
人之常言

,

育BlJ 三月简之春凤
, 既不和又不甚煦

,
且篇一

年中夙力最弦之除
,
「春夙和煦」一藉

,
郎用之放南京之四月

,
亦未必

霓合
,

或静放四月下旬五月上中旬周而愿用此藉
,

始兑妥善 (阴第一

表及第四表 )
。

江南替俗鲁唇二
、

三月 (郎团膺三
、

四月 ) 篇放夙筝

季饰
,
京俗清明荀放瓜维者庸集南城外之雨花台

,
良以抵濡所需之夙

速
, 至少侮秒撞在三公尺以上

,
始克起形

,
而三

、 四月之平均夙速
,

掉乎其有除矣
。

(平均凤速三月篇 5
。

只m /
s ,

四月焉5
。
4m / s )

。
本月夙

向
,
仍必北束北篇首多

,
惟其频数较上月更形诚少

, 且束束南夙久伏

思勤
,
急起直追

,
其百分率已足舆北束北夙相故顽(圈第二表 )

,

足微

是月篇冬夏季夙兢争倒烈峙期焉
。

四 月

清明款雨燕于新
,

油菜板黄多穗青
。

~ 年中夙基以木月焉最多
。

~ 年 中千均降水畴址以本月后最多(8 9
。

, 小睁)
。

一年中拯端最大沮度较差(1 9
。
g
O
C )兑于本月(1 92 , 年4月1 4日 ) o

拯端迎雪朋怒了(四 月四 日)
。

抚端理霜期稚了(四 月六 日)
。

上旬机花欺莉花盛阴
,
燕始觅

。

中旬柳始花
。
下旬黄潇始觅

。

本月天氟渐铸和暖
,
各候平均温度均在摄氏十度以上

,
最高之一

候建摄氏十八度又十分之一
,
但全月平均仍不逮年平均 150

。

4
O
C 者凡

一度
,
高放十一月凡 3. sc C ,

低然月
一

月凡 2. 7
户
C

。

凡大睦性程度

(C o nt ine nt al it y )没者春比秋寒
,
愈没而春温相形愈低 ; 反之

,
大隆

性程度高者
,
春此秋熟

,

愈高而春温相形愈高
。

春秋温度之比
,
可以



京 会南 京 月 食 2 4 5南

四
、

十雨月篇例
。
南京四月温度之较十月焉低

,
郎保表示大隆性程度

之淡 ; 若在北平
,
Ml] 四月温 度较十月焉高

,
而焉大睦性程度高之明

擞
。
兹舫南京上侮南通青岛北平之四月十月平均温度表列如下 :

}一一一上丑止坠上二二生 l
卜堕止1 书一军毕一导兰竺竺

-

}
}一主一竺一匕一竺二一止一竺生一}
}卫髯粤斗月琴一

一

二竺一
一

}
卜1 退

一

斗卫毕一
一

导
~

i竺一一}
} 恶 平 } ’3 竺i } 12口 }

级上表
,
北平四月温度较十月高 1

。
I
O
C ,
上海四月温度比十月低

3
。

go C ,
南通低 4 。

3 O C ,
南京低 2

。

7o C ,
青岛低5. 7

口
C ,
足兑北平之

大隆性程度高
,
而南京上侮等虚AlJ 受海洋之影馨

, 四月温度省低放十

月 。 受海洋之影馨愈甚者十月温度相形愈高
,
青岛演海

,
所受海水之

影馨最大
,
故十月温度校四月更高

,
相差且迷 5

。

7。焉
“

因满海水之比

熟最大
,
且常流勤不息

·

受熟不易
,
放熟亦煞

,
故春较凉而秋较暖

“

大隆之此熟
,
谨及海水五分之一

,
受熟易

,
放热亦快

,

故春温易高而

秋温易低
。
南京四月温度之所以不及十月份高者以此

“

本月承上月参

夏季凤删载之徒
”
夙速仍孩

,
谨次价七月

,
而列平均夙速最大第三

位
。
檬lJ戟之桔果

,
夏季夙已告胁利

,
束束南夙之盛

,
乃估首席

,
束夙

BlJ 镬亚军
,
而北束北夙退居第三

。

是月也
,
紫荆盛苹

,
桃李初妍

,
柳

絮形舞
,
杏花抓锭

,
燕藉梁简 (四月上中旬燕始见 )

,

管嗽枝硕 (四月底

黄管始兑 )
,
春光普照

,
春色满野

,
自然界之一切

,
不窗焉束凤歌舞

攀行夏祝
“

木月西伯利亚高氧哑逐渐衰微
,
日本高氧唾渐阴端倪

, 同

峙印度支那低氟壁梅形活勤
,
因是夙暴迭至 (夙暴之多

,
篇各月冠 )

,

雨水矍沛
。

雨量月共 9 5
。
3m m

,

居南京多雨之月第四位
。
「江南三月

篇迎梅雨
,
玉月焉送梅雨」

,
隐唇三

、

五月相常放隘膺四月六月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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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 曰~ ~ ~ ~ ~ . . . .

京四月之多雨
,
郎探迎梅雨

,
如雨得其峙

,
足以促作物之滋畏

,
慰势

震之期望
。

南京之鬓期最涯直至本月四 日始胳
,
霜期最涯直至本月六

日告怒
,
厂清明断髯

,
毅雨断霖」

,
在南京可改焉「清明断霜蒙」

“
籽霸

之梭
,
初霜之前

,

在寰事上貂之踵楠期
,
盖震作物之播踵

,
大半须在

籽霜之援
, 南京之平均籽霜期

, 固在上月十九 日
, 但畏江流域之毅

物播禅
,
大多在清明前梭

。

如言撞稻
,
早稻清明浸踵

,
立夏插秧

,
清

明在四 月初旬
,

攫稻郎始淤此待
“

南京一年七十三候中
,
雨天最多之

候有三
,
一在四月六日至十日

, 一在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 一则在年

籍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 日
,
此三候各有雨天 〕. 9 日(郎五天之中

,

有 2
。

9天保雨天
,
圈第四表 )

。

四月六日荃十 日
,
迪值清明第一候

, 所

韶厂清明峙筋雨粉扮」「清明戴得明」者
,
足焉南京箭令窝照焉

。

再柳之

始花期
,
平均篇四月十九 日

,
常清明第三候

,

舆二十四花信夙中之韶

「清明三候柳花」者
,
腹相符合

。

是月俗解煮月
,
盖天氟温和 , 渔淤姜

絮
,
首都南犯据民 ,

震作之除
,
兼事育戳

。

正是宽月倏桑
,
柳棉形

絮
, 江南湮景

,
最是宜人

。
·

一

五 月

盆月立夏望小满
,

割多摘秧不要慢
。

夏季阴始 (五月二十一 日)
。

一年中拯端最低氛屋(刀 6
。

20 m m )兑于本月
。

上旬樱桃碧桃育熟
,

布毅噶
。

一

f旬石榴始奉
。

是月侮候温度已升至摄氏十九度以上
,
全月平均拐 20

。
4
O
C ,
最

高曾违3 6
。

I
O
C (民团 15 年5月贺日)

,
最低曾降至日

。

s”C (民团 2 0年 5月

1 日)
。

上中雨句 峭酋存暮春天氟
,

一

卜旬BlJ 方始入夏
。

京俗立夏
, 照例

可吃樱桃
,
瘾布毅

,
看槐花

,
歌斋近七年来物候颧ffilJ 之拮果

,
若合符

筋 (圈第三表 )
。
是月南夙拂拂 (五月篇束南束夙拯盛峙期

,

其频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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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月百分之二十一
,
舆束夙京南夙合爵钻全月百分之玉十)

,
婆穗蔚

黄 ; 桐菜盛茂
,

榴苞欲放 (石榴五月二十九 日始花) ; 栽花生横
,

军食乱形 ;

菩薇采满架之杠
,

秧斜抽新田之释
。

李顺扑「四月南夙大姿黄
,

聚花未

落桐集畏」 (馨脸四月相常隆脸无 月)
,

可移泳京市五月景象也
“

榔民割多

薛秧
,
震忙 自此阴始

。

布毅馨馨
,
似呼厂快割快割

,

割篓插禾』
,
仿佛

在催震民趁快工作也
。

本月富迎梅雨之援
,
送梅雨之前

,
雨洋较少

,

舆四月比
,
不足工6

。

7公厘
,
舆六月校

一

及其半数 盖本月西伯利亚高氧

屋已形式微
, 日本高氧嗓逐渐摘强

,

但前者尚有 自北南下之势力
,
援

者尚未有固定性
,
故西南低氟艇途得恃有畏超束北之腰含

,
因是是江

下游
,
险雨校少

。

雨量既减
,
雨 日亦较前徒雨月霖少 (朋第一表及第

一圆)
,
旅行莲勤

,
是月最宜

。

峙篷夙 日晴和
, 星期例假

、

湖山胁地
,

游侣如霎
,
或散步徒湖

,
献宫樱桃

,
或驱牵陵圃

,
似赏牡丹

,
寻幽

探胳
,
春景堪静

。

民团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日
,
氟廖曾突落至73 6 。洲

, m ,
如舒正至海平而

,
亦不遇7 4 2

。

og m m
,

焉南京之最低氧哑耙殊
。

~ 卫J
曰

/ 、 月

芒横夏至六 月到
,

黄梅雨中蛾遣遥 。

梅雨期阴始‘六月十五日)
。

木月天氛在全年中所估栖端地位之各镇氛象要案 :

在全年中摇最多者 : 平均璧量〔7
。
7 )

,

隐天 (平均 9
。

, 天 )
,

拯瑞最多大 虱日

彭 (1 1夭
,

典七 月同
,
兑于 19 3 4年〕

,

拯瑞最多口照畴凄乏〔1 3
。
3小畴

,

舆七月同 ) 。

在全年中焉最少者 : 睛天‘平均2
。
6天)

。

在全年巾忍最大者 : 拯端最天一 日简日射量(7 3‘
.

48 盯
。 c 川 /

c ,n Z d a y
,

19 32

年6 ]J 1 3 日)
,

上旬桐始花
,

中旬石榴盛花
, 下旬娜始媳

。

本月雨水充足
,
隐澡逾常

,

降水量病 1 5 3
0

0 公厘
,
居

雨量最多月第二位
“

温度平均焉24
。

4o C ,
最高曾建37

。SO C 毛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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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荆月2 6 日)
。

本月中旬而徒
,
梅雨常令

,
氛温貌减

,
致使全月平均

温度反较苹北各地篇低
,
此较如下

。

2 4
。
4

O
C 一 2 7

一
OO C 2 5

。
s
o
C 2 4

。
6
o
C

梅雨之成因
,
乃由垦垫高氟哑至本月已登述完榷

’
坐旗旦生步

不稍移勤
,

行视畏江流域之低氧隆因此被阻
,
不镬向束北畏超直上

,

滞留不前之桔果
,
酸成暖日持久之梅雨

。

梅雨期大率起自本月中旬
,

格放下月上半月
“

若翎加考究
,
lllj 南京之梅雨

,
育始放六月十五 日而

格放七月九日
, 焉期凡二十玉 日

, 正常梅子黄熟峙候
,
故亦解黄梅雨

(普人待云 : 「谏花阴援夙光好
,
梅子熟降雨意误」

,
盖正窝江南五

”

六月天氟也
。

) 兹舫梅雨期内及其期前期援之侮候氛象要素平均
,

腹

列放次 :

份 } 六 月 一 七 ”

⋯
梅 前 梅 男 } 梅 雨 俊

期 10一 1 4
’
15 一1 9 2 0

一
2 4

’
2 5 一2 , 3 0一4 一 5 一9 10 一1 4 一1 5 一 1 9

雨一⋯
5
一
9

沮 度 2 4
。
8

}
2 4

。
7 一2 3

。
8

’
2 4 2 5

。
8 2 6

.
3 一2 6

。
8 2 9

。
6

氛 巫
.

7 4 9
。
1 6 7 4 8

一
2 6 7 4 7

。

卜2 7 4 8
。

1 5 7 4 2
·
2 8 {74 7

·

3 3
.
7 4 6

·
2 7 , 7 4 6

·
4 4

}2 9
·
3

7 4 6
。
3 0

雨 量⋯
5
·
6

⋯
2 2

.
。 } 2 8

.
3 3 0

.
6 , 2 ,

·
6 , ,

·
‘ ’‘”

·
8 . “

·
5 1 , 。

·
。

雨 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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颧表可见 自六月 Lo一 14 日一候至 1 5一 :O 日一候
, 温度嵘降 o

。

9

o
C ,
氧廖低

‘

)
。

4 4 m m 一 雨量增 6
。

3 m 。 , 雨 日琳 1
。

1天
, 夙速减O

。

,

K m /H
r ,
相势佩度增9

。

二%
,
雪量增 l

。 , 日照峙数突诚 2
。

9 小[l#
。

而 自七月5 一 9 日一候至 10 一 14 日一候
,
各项要素之燮化清形迪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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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艳势相反
,
较高者忽燮篇低

,

校低者忽又鬓焉高
,
尤以 日照

,
温

度
,
漏度三项焉最颖著

“

此踵嵘高蹂低之现象 , 足以明示梅雨期之期

限
。

如法可知畏江流域各虑
, r

如上海吴淞南通旗江燕湖九江澳口宜

昌等)
。

梅雨期之起迄
,

大致相同
”

郎在 日本本部梅雨期亦始聆六月

中句而怒放七月前半月
。

梅雨期之特微
, 可概括篇 (一 )巡糟隐沉天氧

特多 (二 )相野澡度特大 (三 )雨量特多 (四 )温度升高率特小
, (五 )夙速

较小
。

梅雨之握早舆多少
, 阴保震事民生至矩

,

盖震田芒核
,
全恃梅

雨以食灌溉而 卜秋收
,
若梅雨遏涯或竟至艳跻(俗解旱黄梅)

,

影卿震

事
,
殊非没解

。

民圃二十年梅雨遇退
,
(较往年退半佃月)

,
酸成是年

七月简之大水
。

民团二十三年六月
,
酷热亢旱

,
前所未遇

。
温度平均

焉2石
。

gc C ,
超遏攀平均 1

。

6o C ,
雨量谨 3 2

。

3 公厘
,
豹常率平均五分之

一
,
各8lJ 六月份最熟最旱之新耙锋

。

考是鉴内勺月 日本高氟壁遏分衰

弱
,

向南移勤遇早
,
因此太平洋南部之氛廖反形增高

,
其势且拨展至

中团以束之洋面登,
加是捉西南 来之低氟厘

,
熟束北洋面高氛厘之阻

播
,

同l侍受 束南洋面高氧厘之堵住
,
不能 向束而来

,

袱有望束北而

去
,

故常峙所有低氛赓行攫
,
多在畏江流域以北

,
南部罕有其跳跻

,

莲造成近三十年来罕有之旱黄梅年
。

是月梧桐始花
,
(月之二 日)

,

榴

花盛阴 (月之十 五 )青山满望
,
栋隐遍野

。

七
、

月

小暑大暑
一

七月中
,

叙 口如人热烘烘
。

梅雨期格了(七月九 日)
。

本月天氨在全年巾所估栖端地位之各镇氧象要素 :

在全年中焉最高者 : 平均温度(2 7
。
了“C ), 栖端最高沮度(4 3

。

沪 c)
。

在全年中忍最低者 : 平均燕胚‘了47
。

11 公厘 )
。

在全年中始最多者 : 热天 日数‘平均 10
.
0天

,

每 日乎均温度在3 0 OC 数上) ,

拯端最多热天 日数(2 3天
,
1 9 3 4 年7 月)

,

昊天 日数 (平均1 1
。
3天)

,

拯端

最多呈天 日数 (1 7天
,
19 3 3年 7月)平均降水量 (1 8 4

。
5
. 0 11 、)

,

拯端最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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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简降水量fl , 8
.
s m m ) ,

降水仔戮 (平均1 2
。
8天 )

,

拯端最多降水日数

(2 3天
, 1 9 3 1年 7月)

,

拯端最多降水晗数(1 6 3
。
4 小晗

, 1 9 3 1年7 月) ,

平

均日照睁数(2 56
。
O小睁)

,

栖瑞最多一 日筒日照昧数 (卫3
。
3小晗

,

典六月

同) 一
栖瑞拯大威速(3 9

。
, m /s )

,
拯端最多大夙日数(1 1天

,

典六月同)
,

平均蒸肠量(l 7 5
。
S公画 ) 。

在全年中焉最少者 : 平均微座教、ISsN O
.

了C. c
.

)拯端最少微座敬 (17 勒 / C. c.

1 9 3 3年7月2 6日)
o

在全年中焉最大者 : 平均艳纷潺度 (2 1
。
9 9公厘 ) 拯端最大超势澡度 (2 9

。
7 4

n 、m ) ,
平均能昆度(7

。
7 ) ,
平均 日射媳量 (5 0 7

。
7 8g r 。Ca l

。

/C
,。 , d a y

。

、

是月炎凤暑雨
,
盛夏赏令

,
顾上旬因未出霉

,
温度较低

,
中旬以

援
,
氛温猛升

,
直至八月中旬

,
篇南京之暑熟峙期

。

檬南京十二年来

之祀殊
,
暑熟期之阴始

,
平均在七月十三 日

,
迪做梅雨胳了梭之第一

候 ; 其格期平均在八月十七日
,
值立秋二候

,
期互三十六天之久

。

暑

期朋始之最早者在六月二十二月 (民团十四年 )
,
貉期最涯者在九月十

一日(民团二十四年)
。

暑热是寒冷之反面
,
遇淤「温暖J而成登厂炎熟J

之韶 ; 酷熟BlJ 保热之拯也
。

暑熟期以侮日平均温度在摄氏三十度以上

之始 日或格日篇起迄之镖攀
。
酷熟期划镇以十年以上之平均铸候温度

在摄氏三十度以上者篇起迄之镖攀
。

我团有酷熬期之地方
,
以新疆之

吐鲁番
,
畏江中游之九江畏沙漠口焉最著

。

吐鲁番拯熬之峙
,

曾连偷

氏四十六度(合攀氏 114
。

8 度) ; 九江
,
畏沙

,
漠口AlJ 各有酷熟期三十

玉天
,
二十天或十玉天不等

。

南京雄李粟酷热期
,
但拯熟之峙

,
亦曾超

越摄氏四十度而至四十三度(合苹氏 t 0 9
。

4度
,
降在民圃2 3年7月 13 日)

舆吐鲁番比谨差三度
“

且侮候平均温度之最高者 , 高至 2 9
.

6 O
C ,

舆

酷熟期之镖率
,
所差燕娶

。

炎熟程度
,
放此可晃

。

就静本月平均温度

焉 2 7
。
7

’

C ,
较上海高 )

。

6 “C ,
较南通高 )

。

so C ,
较九江nlJ 低2

.

沪C
。

平均温度最高待逮31
.

I c C (民团二十三年)
,
最低峙擂 2 4

。

s
c
C (民团

二十年)
。
是月雨量焉一年中最多之月

)

平均违 1 8 4
。

5 公厘
,
最多曹

德61 8
。
8公厘 (民2 0年)

,
最少谨儿

。

7 公厘 (民2 4年)o 南京三十年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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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之七月
,
郎在 民团二十三年

。
是敬梅雨艳跻

, 已如上远
,
雨量谨

34
.

5公厘
,
不及举平均玉分之一 庸陨施威

,
温度猛升

,
自六月二十

五日至七月十七 日
,
一湮二十三 日

,
梅日平均温度均在 30o C 以上

,

而七月简日平均之在 30
r

C 以上者亦有二十三天之多 , 温度之高
,
熟

期座擅日数之多
,
均破南京雁年来之祀殊

。

再查十兰年来南京最高温

度超出 40c C 者共补十一天
,
是年估其八

,
而七月又估八天中之六

天
,
尤屡filJ 兑

。

反之
,
南京最谅之七月

,
郎保雨水最多之七月

,
觅之

淤民团二十年
。

按是年七月雨量得 6 18
。
8 公厘

,
豹富往年平均三倍有

躲
,
雨 日二十三天

,
拘赏往年平均之二倍

, 至于侮日平均温度
, 竟然

一 日在 30
“
C以上

,

而最高温度之不逮3 0
。

者
,

却有二十一天之多
,
温度

之低
,
雨量之多

, 在南京七月耙拚上是破天荒
。

暑熟遏烈者
,
疫痛盏

生
,
雨水遏多者

,
淫潦焉炎

, 反常天氟
,
殊苦民生耳

。

本月不特篇雨

天最频之除
,
亦篇鼻天最多

,
能兑最凉之除

。

鼻天多之原因
,
由放夏

季多猜霎所致
。

能晃度所以好之椽故
,
一因精雪多

,
近地面之座埃煤

灰
,
多半因强烈之野流作用

,
挟升上空

,
二因夏多束夙

,
束夙来自海

洋
,
空氟原拯消深

。

本月雷雨峙行
,
狂夙频至

,
平均氛厘最低

,
太踢

辐射最强
。

南西南夙舆西南夙
,
至七月篇梅盛峙期

。

尤可注意者
,

七十三候中温度最高之候
,
迪值梅雨摊了梭之第一候

,
(七月t0 一14

日) 户 氟赓最低
,
雨量最多之一候

, ‘

哈值梅雨将胳之最徒一候 (七月

5一 9 日)日照峙数最多之候
,
乃位梅雨格梭之第二候 (七月 15 一19 日)

(圈第四表 )
。

是月布毅始去
,
荷夙徐来

,
椽隐捕谷

,
夏景遍野

。

八 月

八 月立秋接虚暑
,

要割高粱玉蜀乖
。

一年中珑虱次数以本月忍最多
。

木月天氛在全年中所沾拯端地位之各项氛象要素 :

在全年中姆最多者 : 雷雨六数(平均5
。
1次〕

,

平均最多雷雨次数(13 六
, 1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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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 。
·

在全年巾蜷最少者 : 器天 日数(平均0
。
3天 )

,

平均降水日数(36
。
4小降 、。

在全年中后最大者 : 栖端最大十分挂内降水量(2 5
。
2二n)

。

在全年中焉最小者 : 平均氛屡较差 (2
。
5 了m m ) 。

初旬跟杏育熟
。

一

本月炎威如故
,
褥暑蒸人

,
惟其拯度不如上月之甚

,
平均温度

,

上月焉 27
二

7c C ,
本月焉27

。

5
“ ,

伯仲之简耳
。
雨量较前二月焉少

,
居多

雨月之第三位
, 但雷雨之平均次数典最多次数

,
均蔑乎七月之上 (圈

第一表 )
。

民团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峙二十四分至兰十四分

简之十分撞内
,
降雨 2 5

。

?公厘
,
焉南京十分筵内雨量最多之祀锋

。

太

平洋中之殿夙
, 以七月至十月简焉最多

,
其中侵入中团海岸

,

而有影

馨南京天氧者
,
RlJ 以七

、

八
、
九

、

三锢月焉多
,
尤多晃朴八月

。

励夙

所挺之地
,
不谨夙狂焉患

,
甚且雨溢成炎

。

航海家视七
、

八
、

九
、

月

焉畏月
, 以其多砒也

。
然赏大旱$lJ 暑之除 (如民圃二十三年七

、

入月

畏江流域之情形 )
,
人民望雨甚殷

,
RlJ 励夙之挟霖雨谅夙以俱来者

,

亦颇受欺迎焉
。

是月雨 日平均焉十二天
,
次放六月七月

,
最多速十八

天
,
兑之淤民团元年及五年

。 以雨峙言
,
AlJ 六年来之平均

,
谨3 6

。

4小

峙
,
舆露天日数(0

。

3天 )同焉各月中之最少者
。

九 月

九月白露又秋分
,

收稻 再把多田耕
。

秋乖朋始(九月二十三 日)
o

~ 年中平均夙速以本月焉最小 (15
。
g K , 1 ,了H r ) o

一年中大虱日数 以本 月庵最少(平均0
。
6天 )

。

一年中拯瑞最 ,I’氛隧饺差晃龄本 月(I
。
1 sm m , 19 3 1年9 月1 日) 。

初旬石相熟
,

下旬梧桐子落
,

娜怒鸣
。

本月夙和 (平均夙速谨 1 5 。
9 K m / H r) 氟平 (拯端最小氧屋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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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 1
。

铭m m ,
晃放民2。年9月4 日)

,
篇一年中最育静之月

。 月初二

旬 ,
炎威已毅

,

暑氟渐退
,
但每候平均温度尚在 22o C 以上至 26 O C之

简 (圈第四表 ) ;
一

卜旬金夙蔫爽
,
暑氟潜消

,
侮候温度降至摄氏二十二

度以下
,
篇入秋之始

“

全月平均温度篇 2 2
。

8
“
C ,

较五月篇高
,
而列

月平均温度最高第四位
。 民团二十四年九月九日

,
最高温度逢 38

。

8o

C ,
篇南京九月份之最高耙输

。
九月份侮日平均温度捉未有超遏摄氏

三十度者
, 但二十四年九月竟有二天 (九 日及十一 日)之平均温度违30

己
C 以上

,
玉天 (七 日至十一日)之最高温度违 3 6 OC 以上

,
育厦南京拯

端温度最高之九月
。

本月雨量较四月焉少
,
列最多雨月第五

。

雨水既

减放前
,
雨 日亦较焉少

,
而赏坐番秋雨之徒

,
爽快教辱比

。

西伯利亚高

氟廖放是月朋始活勤
, 夙向已由夏季夙向搏燮篇多季夙向

,
(南京自

四月至八月
,
均履束束南夙盛行峙期

,
九月焉始

,
乃棘焉束北夙

,
故

九月又焉夏冬季夙之更替期

阴 ,
有一局 部高 氧嚷聆展

“

)
,
此西伯利亚高氟匣舆印度低氛璧之

放畏江 下游
,

其氧壁 坡度甚小
,
故夙力微

和
。
是月丹桂飘香

,
石榴辍熟

,

梧桐子落
,
寒蝉格噶

,

初秋天氧
,
朋

始入序 , 梨柿亦先梭上市
,
可供快峡

。

十 月

十月寒露霜降腹
,

黄豆白薯都收清
。

一年中降水 日数以本月庵最少(平均8
。
6天

,

典十一月同》
。

一年中撞端最少降水睁数〔0
。
8 小陆 )见胶本月(l , 3 1年1 0 月)

。

拯端早霜期阴始 (民团二十二年 十月二十五日)
。

上旬燕南蹄
) 中旬(或上旬 , 候雁 衷

。

本月平均温度焉 17
。

t
“
C ,
较四月篇高

, 已如上述
,
而最高最低温

度(最高31
。8 c

C 晃民圃四年十月四 日 ; 最低一O
。

4o C 晃放民团十四年

十月三十一 日) BlJ 舆四月杨相近似 (圈第一表 )
。
以雨量言

,
则祖及四

月之半数
,
列全年最旱月第五位

。
雨量既稀

,

暑氧亦盖 , 夙和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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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速 16
o

0K m /Hr
,
鞍九月稍大

,

较十一月略小
,

九
、

十
、

十一 三

佃月焉‘苹中夙速最小之峙期 ) 日暖 (铸候平均温度均在苹氏户之卜度

至七十度简)
,
夫高 (是月多佳 日

,
雨天之少篇各月冠) 氟爽 (相封

藻度小 )
,
允稚一年中天氧最佳之峙

。

放翁爵云 : (四峙俱可喜
, 最

好新秋峙) 南京之十月
,
迪常新秋峙候

,
宜乎更令人赞赏矣

。

瞥榕放

售魔九月九 日
,

登高眺道
,

游目翻镶
,
盖正赏十月佳季也

“
民圃二十

年十月
,
日照瘾舒 2 3 2

。

? 小峙
,
雨量谨十分之一分厘

,
雨待谨十分之

人小峙
,
晴朗乾旱 , 前所罕遇

。

本月西伯利亚高氧蟹已甚登蓬
, 日本

高氟嗓已渐衰退
,
太平洋中之熨夙

,
雄仍活勤

,
但其行视雕朋鱼里沿

海甚逍
,
有影粤放中团天氛者甚少

。

夙向仍以束北居多
,
南夙西夙最

少
。
是月臃菊初黄

,
稻蟹正肥

,
梁燕南蹄

,
濡雁北来

。
霜期之最早

者
,

始决是月 (民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十一月

立冬,J. 雪震苏朋
,
拿出来福换律翎

。

令季阴始〔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一年中晴天 日数a 本月月最多(8
。
1天

,

典十二月同 ) 。

一年中平均霎量以本月焉最少( 6
。
1少

。

一年中降水日数以本月乌最少〔平均8
。
6天

,

典十月同 )
。

霜期阴始 (十一月八 日)
。

拯端早雪期阴始(民团元年十 , 月九日) 。

中旬梧桐集落
。

本月天氧
,
大致言之

,
舆上月相仿拂

,
如韶十月十一月同焉一年

中氟候最佳之期
,
敲曰不宜

。

若就祀慷而输
,
十一月天氟舆十月 固有

完全相同之黯
,
且有胁似之殿

、

但不如十月之默
,
亦腹不少

,
献群言

之 .b 所韶完全相同之黯
,
如雨天同焉最少

,
相野潺度同焉6 9

。
2几

。

胁

似之默 , 如平均霎量最少
,
晴天较十月漏多 , 隐天较十月篇少

“

(若



南 京 月 会 2 5 5

书晴鼻天合讲针算
,

则十月却多放十一月
,

一焉 16
。

5 天
,
一满 1 5

。

4

天
,

圈第一表 )
。

至淤十一月不如十月之黯
,
亦可得而言也

。

十一月

中
, 西伯利亚高氟嘎已癸连完整

,
南京最多夙向已由十月份之束北

,

更北搏而篇北束北
,
大地渐呈冬令氛象

, 南京之参 tfJ 自本月二十七日

朋始
,
故温暖宜人

”

不如十月
,
此其一

。 是月平均温度焉 10
。
‘度

,

较

十月敬低 6 。 5 〔C ,
漏逐月温度夔差之最大者

, 凡温度燮遥遏甚或遏速

者
”
易致疚病

,
影馨撰喉鼻及肺部之病者尤大

,
因此惕夙感冒等症以

十一月篇最多 ; 欲爵氟候羲生
,
十一月不如十月

, 此其二
。

檬南京近

三年来微魔颧侧之拮果
,
RlJ 知一年之中

,

平均以十一月之微崖焉最

多第二
,
卦拟一立方公分 (C. C ) 内 ,

平均 含有微崖 , 3 4 拉 (是月下

旬天氟渐冷
, 火服水汀

, 成始臀用
,
煤灰渐多

,
因是微赓大增) ,

较

十月份多一倍 (十月份微崖平均焉 叭 6N o/ C
.

C)
,
如言空氟钝深

,
不

如十月
,

此其三
。

十月是新秋
,
十一月是深秋

,

前者夏撇槽存
,
筱

者冬凋已呈
,
如言颧赏夙景

,
十一月又不如十月

, 此其四
。

有此四

默
,
韶焉十一月天氧不如十月之佳

,
亦然不可

。

雌然
,
十一月在昔

有小春之稀 (荆楚太峙就云十月天峙和暖似春
, 故曰小春

。 白梁天静

厂十月江南天氟好
,

可磷冬景似春攀
,
霜擎告长毅萎萎草

,

日暖初乾

漠漠沙」) , 言其和暖似春
。
良以晴光屡现

,

凯夙诗至 (十一月南来

之夙
, 如束南

, 南束南
,
南

,
南西南

,

及西南甜夙
,
频教均较十月焉

多 ,
阴第二表 )

)

是则十一月天氟之佳
》

不镯足必媲美十月
”

亦且峙

有滕似十月之虑之又一橙也
。
是月霜降枫杠

, (撅集袒秋而杠
,

南京

初霜之平均 日期在十一月八 日)
,
梧桐菜落 (十一月十五 日飞

,
初参将

疏之象
,
满怖都中

。

十二月

只 等大雪冬至到
,

把酒圈渔新年好
。

雪期 }划始 (十二 月十 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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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天氛在全年 中所沾栖端地位之各硕氧象要素
。

准全年 中恩最少 者 : 平均降水量 (35
。
3 1ll m )

,

平均 日照睁数 〔1 1 6
.
5小口豹

,

最天日数〔平均 5
。
1天 ) 。

在全年中炸最多者 : 有霜 日教 (平均 1 1
。
4天

,

舆一月同)
,

栖端最多有霜日数

(2 0天
,
1 9 2 5年1 2 月 ) ,

晴天 日数 曳平均8
。
l天

,

舆十一月 同) 平均微崖数

(9 2 8N o
/ C

。

C
。

) o

在全年中恩最小者 : 平均温度较差《7
。

4o C )
,

平均日射穗二量 (1 73
。
6 7g r 。 C a l

。
z C m Z d a y )

,

拯端最小 H射媳量(I4
.
3 6 g r . C a l

。

/C m Z d a y , 1 9 3 5年12 月16 日)
O

本月北束北夙益形增多
, 西伯利亚高氟哑势更强盛

,
服霜迭兑

”

寒雪峙降
,

雨量在一年中焉最少
,
晴天在一年中焉最多 (舆十一月

同 ) ,
侮值西南夙蔽陈峙

,

晴空屡觅
,

碧天如洗
,

冬 日可爱
,

斯待最

颖
。
本月平均温度需4

。

6 亡
C

,

最高之年逮7
。

1
“
C (民团十二年 ) ,

最低

之年至 1
。

6 O

C (民团二十四年)
。 民团十八年十二月降水量共得 170

。

()

公厘
,
蔑及往年平均之六倍

,
降水日数共十七天

,
构常往年平均之二

倍
,
不谨焉南京十二月雨量最多之新耙掇

,
且焉十八年份一年中雨水

最多之月份
。

民团二十四年十二月
,
寒潮猛烈

,
各地均辍奇寒

,
南京

敖月平均温度谨 1
。 6 O

C ,
低放往年平均凡 3 。 1

“

C ,
朔夙频仍 (北夙比往

年特多 )
,
雨雪侍降

,
(雨天三 日鬓天十日)

,
鬓天之多

,

焉胚年十二

月最
,
惟水量业不多 (谨2 5

。

7 m m ) ,
以视华平均

,
槽不足十公厘

。

是

月最徒一候
,
焉一年中三涸多雨候之一(圈第四表 )

,
霎天漫漫

,
雨零

霹霏
,
瑞鬓迎新尔

,

询非虚藉
。

(二 ) 四 李天 氛才吃 况

氛象鸟鱿L之分季
, 蝎欲抗舒法筒草化起兑

,

以三
、

四
、

五
、

三佃

月篇寿 ; 六
、

七
、

八月篇夏 ; 九
、

十
、

十一
、

三徊月篇秋 ; 十二
、

一
、

二之三涸月焉参
。

若依照征候平均温度摄氏十度至二十二度焉春

季秋季
,

二于
’

二度以上焉夏季
” 一

卜度以下篇参季之漂率
,

BlJ 南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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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

宵始淤三月十七日
,
夏始般五月二十一 日

,
秋季 自九月二十三日

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
参季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

。
如舆北平

_

L海之四季比
, 别南京春之阴始

,
早上海十天

,
早北平半月 ; 其格

期
, 南京早上海二十天

,
早北平五天

。

兹书三虑及舆南京樟度相近之

南通
,
熊木旧本)之四季是短表列如下 :

hhha
一酬

, ⋯夏夏 秋 } 冬冬

北北平 { 5 5天天天 4 5天天 1 6 5天天

熊熊本(日 ) 一 8 555 1 0 00000 12 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000666 55555 6 SSSSS

南南通通

颧表可知春么上海焉最畏
,

北平最短
,

足兑上海受海洋之影馨
,

春来略挂(三月二十七 日)
,
春去更遥 (六月九 日)

,
故春季较畏 三北平

因大睦性程度校高
,
故春季较短

,
而参季特畏

。

至放熊本地虑海洋
,

所受海水之稠例更大
,
故春期更畏

。

兹就各项氟象要素侮候就卦之拮

果
,

拜南京之四季天氧此校如 下 :

一一
一

一一二一兰一上二匙
-

二竺
二

』一立一!, l ,

一
‘ { 3 月 1 7 日全 5 月2 1 日王 { 9 月2 3 日王 { 一1月2 7 日至 l

叱l % {
‘了

· 8

一
, 了

· “ 3。
·

,

:
温 度

c
C 1 0 一2 2 2 2

。
1
一
2 9

。

6 2 2 一1 0 。。 q 一
1
。
O

氛 坠 5 4
。
2 0 一 6 2

。
5 7 15 8

。
了。一

‘

艳黔 潺 度

相 纷 澡 座

7。。n l m + ⋯
5 ,

·
, ‘一6 0

.
, ,

⋯
‘6

·
, 了一5 5

·
3了

m l” }
6
一
4 2 一 1 4

.
4 5

一
1 3

一
0 0 一2 3

.
2了

6
。
2 8 一 14

。
6 3 3

。
5吕

-

% 6 4
一
8 0 6 5

一
8 2 6 2

~
7 6 6 2

一

8了

雪 、 } 0
一
1 0 5

。
3

一

8
。
4 f、一 1一9

。

0 4
。
6
一
了
。
2 4

。

卜 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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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日李数⋯令
一 {

, 0‘
·
。

⋯
3 7 ,

·
,

1
1

‘2
.
9

}

最最 多 夙 向向向

降降 水 童童
In 】1111

%%%%%%%

降降水可能性性 %%%

睛睛天可能性性 %%%

鼻鼻天可能性 { %%%

1 9
。
2 1 8

一
0 1 6

一
4 1 8

。
4

E S E E S E N N E N N E

1 8 9
一
7

2 1
。
2

4 2 9
. 7

4 8
,
5

9 1
。
9

1 0
。
4

1 7 6
一
9

1 9
一
9

3 7
一
7

15
。
8

3 2
一
9 2 5

。
0 3 1

。
9

1 2
一
1 2 4

。
4 2 4

。
3

3 2
。
7 3 9

.
6 3 3

。
3 2 6

一
1

隆天可能性 }
燕翼可能牲 {

全降可能性 }

% 0
一
2

·
一

!
一

!
一

l!
一

;
一

⋯
J

|
一r

⋯

44444

% 2 3
。
7 1 3

。
2 1 6

。
5

表中温度
,

氛壑
,

艳黝滚度
, 相纷澡度

,

鬓量等嫩值有二锢者

保指 一季中每候平均值之最低数及最高数 (参简第匹表) 。

燕霎指全天燕霎(霎星0)
0

全险指滞天是雪(霎量10 、。

习温度萧
,
春舆秋同焉一年中最佳之峙期

,
春焉 自参祖夏之遏渡

期
,
秋RlJ 深由夏至冬之遏渡期

,
二季之畏短既大致相同

,
而其平均温

度亦皆不出乎摄氏十度至二十二度 (奉氏 沁 度至 7 1
.

6 度 )之简
。

惟以

南京之春秋言
,
春夙多属

,
秋夙微和 (春季夙速平均焉 1 ,

。

2 K m / H
r ,

秋季平均夙速焉 16
。

4 K m / H
r ,
各相常焉四季中之夙速最大最小者 )

; 春日多雨
,
秋天多晴 (四季中以春季弘天中之降雨可能性篇最大

,

秋季 6 5 天中之降雨可能性焉最小
, 圈上表 ) ; 春隐濡稠

,
秋高氯爽

(春季霎量校多
, 日照校少

,
相封潺度校大

,
啥天可能性最大 ; 秋季

霎量最少
, 日照较多

,
相势瀑度最小

,
晴天可能性最大

, 阴上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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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覃就天氧方面簿
,

秋季似较春季更佳
。

春夏秋冬
, 在英文焉 5 p ri n g.

S u m m e r ,

A u tu rn n ,

W in te r
,

含有 「生畏』「炎暑」厂收藏」「衰老』之

羡
,
颖示舆物候有相 阴之用意

。

春是登生峙期
,
秋是收楼降期

,
二者

在 震事物候上
,
均拯重要

。

惟春景秋色
”
秋不如春

,
春籁秋馨

,
秋亦

不若春
,
前言已祥

,
兹不再督

。

炎夙暑雨
”

酷熟蒸人
,
夏季之天氛也

。 南京之夏
,
较北平上海畏

二十天
,
较九江短半月

, 澳口短十天
,
是沙短五天

,
篇 四季中峙期之

最畏者
。

夏季有南锢影著之峙期
,
一篇梅雨期

,
一篇暑熟期

。
自六月

十玉 日至七月九 日
, 需梅雨期

, 霍雨速棉
, 爆熟具常

,
踵睡现象

, 已

如上述(兄六月份天氟 )
“

梅雨之梭
,
聚接暑熬期

,
其峙期保 自七月十

三日至八月十七日(舆蘑害上所韶三伏
”

峙期大致相符)
,

斯峙烈 日如

火 ,
温度猛升

,
薰夙赏令

,
草木惕茂

,
拯热峙曾逮4 3

。

O“C (民圃二十

三年七月十三 日 )
。
南京夏季最高温度超出3 5

“
C者平均有十八天

,
比

上海多四天
,
平均温度超遏3 0o C者平均有十五天

,
较上海多十二天

。

南京之夏
,
焉期既畏而熟又如此

,
度夏壹不拯煞哉

。

日 ,
非盖然也

。

物拯必反
”

人所共晓
,
馨蒸懊阴至拯度峙

,
忽来$lJ 雷急馄

,

大雨谤

沱
,
震崖得以登育滋是

,
.

人生藉是舒锡爽迪
,
所韶「夏雨雨人] 询屡盛

夏之悄暑州
“

太平洋中之碰
,
善呼凤唤雨

,
服暑播惊

,

八
、
九月简

,

常来中团沿海霸威作法
,
雌其援害破壤

,
有负杂望

,
而其服热灌凉

,

功遇相抵
。

雷雨也
,
毗夙也

,
均焉炎夏之清惊倒

,
畏夏之不致疫擒横

行
,

熟毒然已者
,

睑是故焉
。

查南京雨量
,
夏雨估其半

。

夏季 日数估

全年日数百分之 3 4
。

2 ,
雨量估年糖量百分之 4 弓

。

5 (阴上表 )
,
雷雨

次数沾全年三分之二
, 日照峙数估全年百分之 42

。

9 ,
其阴保震事民

生
,
重要可知

。

旅霜寒雪
, 朔夙频繁

,
冬会之特微也

。

南京之务
,

始放小雪二候

锡期一百有十天
,
枝北平短玉十五天

,
校上海少半月

,
期跳较短

,

而
一

冶度BlJ 校上海焉割
。

上海拯冶待舞
一

12
。

I
O
C (1 8 93 年 1 月 )

,
南京则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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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低一度又十分之七
,
而焉零下十三度八

。
南京之锤日平均温度低

放摄氏零度者的十七天
,
较上海多七天

,
最低温度低于摄氏零下五度

者平均豹十二天
,
多放上海五天

。

有霜日数南京平均钓三十九日
,
上

海韵 三十二天
。

雪天 日教
,
南京的十天

,

上海抽七天
,

梅阴南京下鬓

峙
,
上侮降雨 巧准不盎然

”

而南京鬓天被多
,
榷是事膏

。

如民圃十四

年
,
南京降雪天有九

,
上侮袱有二 ; 民团十八年

,
南京有二十天晃

雪
,
上海谨有八天形雪

,
亦可兑南京参季之校寒冶矣

。

夏季有三多
,

多雷雨
.

多鼻天
,
多狂夙 ; 冬季亦有三多

,
多露

,
多晴

,
多微座

。

冬

季维有雨雪
, 但其量冠夏及全冬量百分之19

。

9 (多季日数估全年百分之

3 。
。
1 )

,
水落石出

,
草枯木萎

,
荒凉遍野

,

拯目薰然
“

(三 ) 全 年 天 氛枕 况

客居南京稍久者
,
莫不韶南京天氟太特别

,
冬太冷

,
夏太熟

,
寒

暑憋殊
, 出人意料

一
考南京之樟度

,

就氟候擎上之分逼言
,

屡副熟

带
。

所韶副熟带者
,
指南北样二十度至三十五度简之地带

,
全年有四

侗月至十一涸月之平均温度在碌氏二十度以
_

上 ,
一侗至入佃月之平均

温度在摄氏十度至二十度简
“

南京各月平均温度在摄氏二十度以上者

有五锢月 (玉月至九月 )
,
在摄氏十度至二十度者有三锢月 ( 四月 ,

十

月及十一月 )
,
其合副熟带之温度镖攀明甚

八 副熟带之氟候
,
因地位

之不同
,
又可大别之篇三 : (一 ) 在大隆之西部

,

篇地中海氟候
,
参

季雨量校夏季多
,
温度之较差梅小

八
(二) 在大隆之内地

,

篇沙漠氧

候
,
雨量稀少

,
温度之较差甚大

。 (三 )在大隆之束部
,
焉季夙氧候

,

夏酷熬而多服寒
,

雨量多在夏季
一

南京之氧候
,
郎保副熟带之季夙氧

候
,
夏季多南来之夙

,
南夙源自熬地

,
故温度特高

,
冬季多北夙

,
北

夙来 自冷僵
,
故温度甚低

一

j鱼歹咬之温度
,
舆释度相近各地相校

,

榷俘

多季较低
,
夏季较高

,
韶焉冬奇冶

,

夏奇熬者
,
良有以也

一

表女。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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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近三十年来之全年平均温度焉摄氏十五度又十分之四
,
富奉

氏五十九度七
,
其简以去年(民圃二十四年)及民团十六年焉最高

,
补

摄氏 1 6
。
1度(攀氏61

。

0度) ,
而以民团耙元前二年 ( 1盯O年 ) 拐最低

,

卦摄氏1 4
,

7度
,
(苹氏5 5

。

5度)
,
可兑南京之温度

,
逐年夔丢甚微

, 最

高年舆最低尔之年平均
,
相差亦不汲摄氏一度又分之四

。

舟候平均温度
,
以魔年言

,
账有低至摄氏零下玉度以下

,
(民团

十一年一月 16
·

叩 日之候平均篇
一

5
。

S 介
C , 民团十九年一月凡 10 日之候

平均焉
·

5
。
5

一

C , 民圃二十二年一月2 6
一

30 日之候平均焉
一
5
。

?
。
C ,

亦有

高至摄氏三十二度坦上者(民团十五年入月9- [3 日之候平均焉 32
。

I
c
C

,

民团二十一年七月2 0忍4之候平均焉3 2
。

4
‘

C
,

二十三年七月三十 日至八

月三 日之候平均焉32
。
Z

O
C ) , 但就十年来(192 6

一
19 3 5 )之平均侮候温度

颧
,
AlJ 南京之拣候平均温度

, 既然低至摄氏零下
,
亦然超遏摄氏三十

度(阴第四表 )
, 副熟带氟候之明微

,
放此益颖

“

二十四筋氛中
,
有大

寒大暑之解
,
盖指大寒峙筋之天氟焉最冷

,
大暑!侍饰之天氧焉最热

。

圈第四表
,
南京之各候平均温度以一月二十一 日至二十玉日雳最低

,

迪值大寒一候 ; 以七月十日至十四 日及七月三十 日至入月三 日之二候

蝎最高
, 恰常小暑一候及大暑二候

,

拯冶拯熟之峙期舆箭氛名解甚相

符
,
殊堪注意也

。

稻作物之生畏期镇有玉锢月之温度在摄氏二十度左右
, 南京之温

度
,
甚迪淤踵稻

。

在震类上有所韶撞植期 (G
r

ow in g s
ea so n) 者

,
乃

指释霜之援
,
早霜之前之峙期

,
宵除郎热霜期

“

南京之然霜期焉 自三

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七日
,
凡? 33 天

,

较南通少 26 天
,
较北平则多牡 天

。

低
,
而其然霜期反校久畏

,

较杭州少2 5天
,
较上海少 18 天

,

上海南通之全年平均温度校南 京拐

此亦顾示上海南通所受侮洋之影馨胁南京

多多矣
。

兹舫南京之霜期雪期
,
摄氏零度之始期释期及摄氏三十度之

始期摊期
,
脯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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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卜均

杯瑞

十一月 八日

十月 二 卜五日(民2 2年 )

十二 月十 日

十一月 入日(民元 乍 )

十一月 二十二 日

三月十九口

四 月六 日(民元左「毛)

三 月 卜口

四 J!四 口(民 14年)

三 月十五 日

均瑞栖平

最低温度低 怜 护C 者
平均

栖端

平均

杯端

十月三十一巳(民 15 牟 ) l 三 Jl二十九日(民2 3 年)

十二月十九 日

卜
胜

一
。

口一
l
盯l

平均温度低龄 o
O
C

十一月二十四 日(民玛乍 )

二月
‘

卜 日

三月五日(民2 2年)

!布
l

一

最高温度高龄3 0
0
C 者

平均温度高处 3 0 O C 者

平均 卜
月四 日 ! 、月

二十、 。

* 端 J四月八日(‘ , 3 , )
⋯
十月二十七 。(民 , 了。: )

一

i生⋯亘些只 _
⋯二少

。

* 端 {
, 月 二十二 日(民 : 4年 ) ‘九月十 。〔民2 4年 、

南京氧屋全年平均焉7 5 6
。
4 9公厘(如施高度舒正焉 7 62 6l o m )

,

冬半年 ;十月至三月 )之六侗月平均氟哒
,
均校年平均焉高

,

而夏半年

(四月至九月)之六侗月nlJ 校之焉低
门

一月份氧赓最高
,

雨量焉最少第

二(十二月最少 ) 三七月氛呼最低
,
雨量焉各月冠

。

一年中氟哑之燮港
,

以八月九月简所差焉最大
,
六

、

七
、

八月简所差焉最小
·)

平均氟
‘!转

六
、

七
、

八月阴所差谨焉 1
。

19 m m 及 1
.

ts m m ,
自八月入九月

,
平均

氟嚷啄增 6
。

02 m m ,
颠由夙向搏夔所致

,
盖八月猎履束南季夙峙期

,

及淮九月
,
北方高氟廖渐渐露跻

,
夙向已由夏季夙搏焉冬季夙 ( 阴第

二表 )
,
氛嚓因之猛增

。

以征候平均氟唤言
,
一月二十日至 二十五 日之一候焉最高

,
七月

五日至九日之一候焉最低
。

前者值大寒第一候舆温度最低峙同期
,
徒

者植小暑第一候
,
舆最热期相近

,
(圈第四表 )

。

南京全年雨量
,
平均焉 9必

。

4公厘
、

最多之年焉民圃四年之1 6 2 1
。

3

公厘
,
最少之年篇民团二年之5 76 2公厘

。

三十年来侮年雨量超出一

千公厘者
,
有十三年

,
不足六百公厘者秘七一年(郎民圃二年)

。
如舆樟

度相近各地相比
,
AlJ 南京雨量殊兑稀少 , 表如

一

冈雨量以公厘焉罩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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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上表明示南京之雨量大半得之放夏季春季

,
夏季六

、

七
”

八
、

三

佃月之雨量
,
估全年百分之 46

。

2 , 春季 (三
、

四
、

五月 ) 估百分之

2 4
·
‘0 1蟹竺巡 (A m er ,cu

s
)壁些些 (s a v a

nna
h ) 位丢团束部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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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G eo rg ia )省
,
其释度典地位舆南京拯相近似

,
阿美利 卡斯夏雨估

3 0
.

9 形
,
春雨估2 5

.

4写
,
窿凡那夏雨估 4 0

。
3 形 ,

春雨估 tg
。

9%
,
二虑夏

季之雨量
,
在全年中所估之百分率

,
均较南京篇小

,
此殆 由南京夏季

六
、

七
、

八月之氯嚷特低故也
。

表如次 : 弋表中氟哎已施高度补正 ,)o

五月 J 六月

南 京

窿凡劝肛

7 0 0 m m 十 写8
。
1 4 一54

。
0 6

7 0 0 m m 十

一月

7 2
。
0 6

6 5
一
8 1

四月

6 1
。
4 9

6 2
。
7 6 6 2

。

0 0
,
6 2

。
2 6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

|一0
一
3二|一,一了

rr,�一‘产�亡阵一一生去一亡d�,‘一二一t心一,j二4.一心U�IJ

一6一6�一
.1
6一6

l一叹一
亡J�二I一1一
‘u奋引一。一。一

一

走一o一7�一一巧一泛一一J
J一o�2

�
��日�
�

U一一卜��一,
r一,卫一一

冬2 。
8 7

6 2 。
7 6

入 月

5 4
。
0 5

6 ,
·

, 了

⋯
,。

·
, ‘

⋯
6 2

·
6 ‘

6 5 .
。5

{
。5 .

: ,

{
。3

.
6 ,

南京春夏雨量
, 既估全年量十分之七

,
其重要性不谨在震巢上拯

颜
,
郎在水利上亦甚昭彰

,
春夏雨量

,
遏多成炎

,
汲少亦成炎

,
放震

林水利均有莫大阴保
。

涂畏望先生曹将南京春夏雨量之来源
,
静加分

析
,
测得春季雨量中

,
百分之8 ,

。

S焉夙暴雨
, 1 5

。

3 % 焉雳雨
, 0

。

9写

焉毗夙雨 ; 夏季雨量中
, 夙暴雨估3 1

。 G形 ,
雷雨估 [0

。

3万
,
励夙雨AlJ

估8
。

1写 。

南京降水日数全年共的 1 2 飞天
,
较

_

L海少八天
, 但其蒙日Al] 铰上

海焉多
, 已如前述

。

遏去三十年中
,
降水日数最多之年焉 16 5天 ( 19 10

年 )最少之年焉 91 天 ( l湘 3年 )
“

韧朋第四表
,
南京一璧户七十三候中

,

雨天最多之候有三 : 一在四月六 日至十日
,
迪位清明恃箭 ; 一在五月

十六日至二十 日
,
峙值春夏之交 (春季最援一候 ) ; 一在十二月二十七

日至三十一日
,
迪位年释

。

雨天最少之候有二 : 一兑放冬春之交 ( 冬

季最俊一候
,
郎三月十二至十六 日) ; 一见粉秋参之交 (秋季最徒第二

候
、

郎十一月
一

十七日至二 卜一 日)
。

以潺度箫
,
全年平均艳野混度焉 〔1

。

I 7公厘
,

相野潺度焉了3
。

7 凡屯

近七年中
,
耙封瀑度最大之梅度焉 2 9

0

7 4 公厘
,
兑加民团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四 日 ; 艳抖混度最小之捶度典相黔碾度之梅端最刁者均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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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圃二十三年一月二十 日
,
一焉 0

.

61 公厘
,
一焉拐

。

咬形
。
逐月漏度

之夔恶
,
群第一表

。

霎量全年平均焉 6
。

9 。
一年中霎量之燮具大抵冬少而夏多

。

六月

梅雨赏会
,
霎量最多 ; 十一月天高氟爽

,
雾量最少

。

自民团十八年至

二十四年之七年中
, 月平均霎量之最大者

,
奠遇淤 。

。

3 ,
兑民团二十

年七月大水峙 三最少者赏推民团十八年十一月之 5
。

O 。

南京氧候屡季夙带氧候
,
有如上远

,
冬夏夙向之顺示季候性

,
自

不待言
。

冬季焉北束北夙
,
夏季焉束束南夙

,

冬夏夙向之角度
,
趟成

一直角
。
自四月至八月之五佃 日

,
焉夏季夙盛行峙期

,
自九月至翌年

三月保备季夙灌威峙代
。

四月及九月
,
值冬夏季凤之交林期

, 前者

霍雨缠锦
,
俗韶之迎梅雨期 ; 梭者凤平氟和

,
焉一年中最常静之月

“

南京降雨采雪之峙
,
凤向大多来自束北

。

粽颧南京胚年来之松摄
,
常

亢踢久旱之期
,
南来之夙 如西南夙等必校往常焉多

, 反之常精隐 久雨

之除
,
束北夙辄居首多

。

「束北夙
,
雨太公」; 「束北夙

,
降雨雾

,

西

南夙
,
看 日月 」

,
询不视也

。

以全年渝
,
北束北夙最多

,
西夙最少

“

夙速全年平均焉梅小峙18
。

1公里
。

各月中夙速
, 以三月七月四月焉最

大
,
九月焉最小

。

民团二十三年七月一 日下午王峙
,
夙雨嵘至

,
雷霭

交作
, 至玉峙五十分

,
夙速突升至锌秒幢3 9

。

9公尺
,
(合征小峙 1吸3

.

6

公里)
,
一峙采沙走石

, 折榭倒捍
,
势颇狂烈

, 焉南京自有夙橇以来

之最高夙速耙殊
,
幸焉峙甚暂

, 尚未遭重大炎褪云
“

民团二十五年四月三 日淤北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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