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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马鞍山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 1960—2020 年逐日气温资料，按照气候季

节划分国家标准进行四季划分，运用气候倾向率对马鞍山四季起始日期和长度进

行趋势分析和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马鞍山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开始的平均日期分别为 3 月 15

日、5 月 19 日、9 月 21 日和 11 月 22 日（表略）。由图 1 可知，马鞍山四季起

始日期表现为春季、夏季提前，秋季、冬季推迟的变化规律，春、夏、秋、冬起

始日期的气候倾向率分别为-1.47 d/10 a、-1.18 d/10 a、1.30 d/10 a、0.73 d/10 a，
其中春季和秋季均通过 0.05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春季起始日期显著提前，秋季

起始日期显著推迟。61 年来，春季和夏季的起始日期分别提前了 9.0 d 和 7.2 d，
秋季和冬季的起始日期分别推迟了 7.9 d 和 4.5 d。 

 

 
图 1 1960—2020 年马鞍山市四季起始日期变化趋势 

从季节长度看，马鞍山呈夏冬季长、春秋季短的特点，四季平均长度分别为

春季 65.4 天、夏季 125.1 天、秋季 62.2 天、冬季 112.4 天（表略）。由图 2 可知，,
四季中春、夏季长度表现为延长趋势，秋、冬季长度表现为缩短趋势。春、夏、

秋、冬的季节长度变化趋势分别为 0.24 d/10 a、2.54 d/10 a、-0.57 d/10 a、-2.24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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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中夏季通过 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夏季长度呈极显著延长趋势，冬季通

过 0.05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冬季长度呈显著缩短趋势，其它两季趋势不明显。

61 年来，夏季长度延长了 15.5 d，冬季长度缩短了 13.7 d。 

 

 
图 2 1960—2020 年马鞍山市四季长度变化趋势 

采用 Mann-Kendall 检验法检测四季起始日期和长度序列是否存在突变。结

果表明，马鞍山入春日期在 2000 年发生突变，由推迟转为提前，入秋日期在 1995
年发生突变，由提前开始转为推迟（图 3）。夏季长度在 1995 年发生突变，由

缓慢增长变为快速增长，冬季长度在 2002 年发生突变，由缓慢增长变为快速缩

短（图 4）。可见入春日期的显著提前导致冬季长度显著缩短，入夏日期的提前

及入秋日期的显著推迟使得夏季长度显著延长。 
 

 
图 3 1960—2020 年马鞍山市春季和秋季起始日期 Mann-Kendall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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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图 4 1960—2020 年马鞍山市夏季和冬季长度 Mann-Kendall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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