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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半岛本世纪气温变化的初步研究
’

任 国玉 周 薇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

北京
,

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系
,

大连
,

近年来
,

关于中国地面气温变化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

由于国内绝大部分测站气象记录时间较

短
,

温度变化的分析主要是集中在建国以后的近 多年内
。

为了更好地揭示和 了解气候变化规律
,

需要

建立全国或区域性的较长气温资料序列
。

我们根据 个测站 年以来的记录和另外 个站建国以后

的观测资料
,

计算了本世纪辽东半岛空间平均的冬
、

夏季和年温度距平值
。

这项工作表明
,

辽东半岛作为

一个整体的温度变化特点既具有同北半球或全球变化相似的一面
,

又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
。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取 自辽东半岛 个气象台站 见图 的记录
。

其中
,

大连和营 口记录

均始 自 年
,

旅顺始 自 年
,

丹东和熊岳分别从 年和 年开始
。

其它 个

站都是 年以后建立的
,

资料序列较短
。

个记录时间比较长的台站记录也有

中断
,

这为分析带来一定困难
。

例如
,

大连和

营口两地记录在 年代都曾停止
。

为此
,

我们根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中央气象台

编的《中国气温等级图 》订补了大连和营 口 两

站 年代的温度值
。

方法是在图上确定出

两地历年各月的温度等级
,

再根据不 同等级

界限温度求出每个月平均气温
。

计算 了 个 台站 历 年 冬 季
, ,

月
、

夏季
, ,

月 和年平均气温距平值
。

我们采用的是对每个台站整个记录时期平均

温度的距平
。

这种处理同各台站采用对同一

参照时段平均值的距平略有差异
,

但对结果

的影响很小
。

本文主要分析辽东半岛作为一个整体的

长期温度变化
。

这要求将上述计算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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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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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平均
。

处理方法有两种 一
、

对各测站距平值直接进行算术平均
,

这要求选择的测站在

空间分布上必须是相对均匀的 二
、

根据温度或距平值等值线
,

通过内插读出相同间隔经

纬度网格点的数值
,

再进行平均 和
, 。

第二种方法比较精确
,

但它

需要相 当繁复的工作
。

辽东半岛面积较小
,

而且选择的 个站分布也相对均匀
,

所以我们

采用了第一种方法
。

通过用两年的年平均温度距平进行试验
,

证明这种直接平均法与用网

格点平均法所得数值十分接近
。

这 个台站 中多数从 年代才开始有记录
,

因此
,

年代以前就没有满足均

匀分布要求的站网去计算空间平均
。

但是
,

我们发现
,

大连
、

营口
、

熊岳和旅顺 个长序列

台站温度距平值与全部 个台站平均温度距平值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线性关系
。

这样
,

我们就根据 年至 年的这两套资料建立简单回归方程 表
,

再利用这些方程

及 个长序列台站资料计算全区 年到 年平均温度距平
。

表 站与 站温度距平间回归方

程及相关系数

时间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冬季 , 一 , 一 一

夏季 乙

全年 一 一

年以前熊岳没有记录
,

采用大连
、

营 口

和旅顺 站代替 个站平均
。

一 年旅顺

资料缺失
,

就用另 个长序列站平均顶替
。

年代则利用订补的大连
、

营 口 两站气温距平平均

值做为 站平均的近似
。

最后
,

我们对通过这种方

法计算的气温距平值进行了 点平滑处理
。

注 一“ 个站距平平均值
,

一大连
、

营 气温变化主要特点
口

、

熊岳和旅顺 站距平平均值
,

一 图 是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到 的辽东半岛
冬季 一夏季 一全年

。

一 年冬季
、

夏季和全年气温距平及其

年滑动平均
。

冬季平均温度有若干次冷暖波动
,

其中 一 年和 一 年是 多年中

两个最冷阶段
,

而 一
、

一
、

一 和 一 年冬季平均气温

相对 比较温和
,

后两个阶段更为明显
。

经过 一 年短暂降温后
,

目前辽东半岛已经

进入另一次相对暖冬阶段
。

从长期趋势看
,

这个地区冬季平均气温呈现明显增暖倾向
。

从

年到 年
,

平均增温幅度约为 ℃
。

夏季平均气温相对较凉阶段出现在 一
、

一
、

一 和 一

年
。

一
、

一
、

一
、

一 年夏温较高
,

前两个阶段尤其

明显
。

夏季温度由本世纪初到 年代末呈长期下降趋势
,

降低幅度在 左右
。

夏季

温度的这种变凉趋势主要是由 一 年之间的异常温暖造成的
。

图 。 反映出年平均气温变化特点
。

年代以前
,

辽东半岛年平均气温缓慢增暖
,

最温暖时期是 年代末和 年代初
。

以后温度趋于下降
,

在 年代中达到仅次

于本世纪初期的第二个最冷阶段
。

接着
,

经过短暂急剧的温度升高
,

于 年代初再度转

冷
。

年代末和 年代初年平均气温又开始回升
,

并一直持续到 。年代末期
。

从

变化趋势看
,

辽东半岛年平均气温增暖倾向很不显著
,

本世纪初到 年代末仅上升约

一 ℃
。

显然
,

这同区内冬
、

夏季气温长期呈相反方向变化有关
。

年平均气温变化呈现的主要冷暖阶段与 等
、

估计的北半球陆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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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辽东半岛 一 年空间平均气温距平 实折线 及其 年

滑动平均 点曲线 和温度变化趋势 直线

冬季
, ,

月
,

夏季
, ,

月
,

年

均温度变化特点大体相似 , ’〕,

但辽东半岛 年代前期的降温表现得更强烈
,

而

年代后期的降温却相对较弱
,

同时 年代的增暖也不像北半球那样明显
。

辽东半岛年

平均气温本世纪的长期增温比北半球平均增温幅度要小得多
。

关于温度趋势问题的两点讨论

冬季平均气温在本世纪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

这种增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城市热岛

强度随时间增加而引起的
,

应该予以注意
。

由于我们计算的是空间平均
,

而参加平均值计

算的大部分县
、

镇站城市热岛效应增强问题没有大城市突出
,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抵消了

热岛强度变化的影响
。

关于这一点
,

可以从根据 个长序列站 相当于城市站 和全部

个站 包括县
、

镇站 两套资料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式上得到反映 表
。

个方程式的回

归系数均小于
,

说明两个变量并不以同样速率增加或减少
。

随着 站平均距平值 增

加
,

站的平均距平值 比 站平均距平值 小得越来越多
。

不过
,

由于在建立方程

过程中所使用的 个站仍包括大连
、

营 口和丹东等 个城市化过程显著的台站
,

在本文

的计算结果中也就还残留着城市热岛效应变化的影响
。

从 个站中除去这几个较大城市

站可以得到一个不受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因素影响的空间平均温度距平序列
。

这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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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应该予以考虑的
。

但是
,

在我们的计算结果中
,

城市发展因素的影响已经在一定程度

上冲淡了
。

因此
,

冬季平均温度长期上升主要是和城市发展以外的因子有关
。

如果这种增暖确系

大气 浓度增加引起
,

那么
,

冬季增温幅度 比北半球平均值偏高可能同东亚温带地区

不仅受到大气
“

温室效应
”的直接作用

,

而且还受到西北气流强度变化的影响有关
。

冬

季西北气流源 自高纬地区
。

在 增暖的情况下
,

它的源地温度升高更加显著
,

这会使受

其影响的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升温进一步增幅
。

多年来
,

辽东半岛夏季平均气温下降约 ℃
。

夏季的长期变凉趋势在中国东部

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
。

主要由于夏季气温的显著降低
,

辽东半岛的年平均气温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增暖趋势
。

这种情况在中国东部可能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

夏季平均气温变凉可能和云量及雨量的长期变化有联系
。

为了证实这一推测
,

我们计

算了辽东半岛 个记录时间较长的台站的夏季
, ,

月 降水量和降水百分距平
。

除大

连外
,

其余站 年以前的记录均不完整
,

连续记录年数从 年 丹东 到 年 营口

不等
。

取它们各 自 年以前全部记录的平均值
,

并同 年及其以后的 年平均值

进行比较 表
。

所有这些站 年以前的夏季雨量都低于全部记录的平均值
,

而

年以后的夏季雨量均高于平均值
,

即近 年来的夏季降水量比建国以前明显增多 了
。

从

资料最完整的大连站来看
,

本世纪夏季雨量的前后变化是很显著的 图
。

可见
,

在本世

纪前半叶夏季温度高的时期
,

辽东半岛夏季雨量相对较少 而 年以来夏季温度变凉

的阶段
,

这个地区夏季雨量却又偏多
,

说明云量和雨量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半岛夏季平均气

温下降的重要原因
。

有趣的是
,

营口站夏季平均气温在本世纪的变凉趋势并不明显
,

而那

里夏季雨量的长期增多倾向在 个长记录站中也是最小的
。

这无疑有利于证实上述推测
。

表 辽东半岛 个记录站夏季降水量的变化

一 年 一 年
站 名

———
平均降水量 百分距平 平均降水量 百分距平

旅 顺 一

大 连 一

熊 岳 一

丹 东 一

营 口 一

图 表示大连站夏季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百分距平 年滑动平均值之间的关系
。

可以

看到
,

两者存在着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在整个记录时期的夏天中
,

凉湿或暖干组合类型

占
,

冷干或暖湿组合类型仅占
,

其余 的夏季温度距平的滑动平均值为零
。

这

说明夏季降水量的增多可能是引起温度转凉的原因
。

云层产生的直接辐射与总辐射的削

弱和土壤水分蒸发及植物蒸腾导致的潜热通量的增加可能是造成上述联系的主要机制
。

值得提出的是
,

大连站单个年份的夏季温度距平与雨量百分距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

这

可能是由于某个特定年份夏季温度不仅受到当年云量和雨量的影响
,

而且还和前一年或

前几年的夏季雨量多少有关
。

这种前期的降雨可以通过土壤含水量和植物生长状态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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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哑卉辫辫
图 大连市 一 年夏季

, ,

月 降水百分距平 实线

及其 年滑动平均曲线 点线

⋯
’

⋯⋯

、、

。。

二’
。。

期夏季地面气温产生影响
。

导致云量和降水量变化的因素十分复

杂
。

但是
,

和温室增暖理论相关的一种联系

机制依然可能存在
。

这种联系就是 由于近

年全球陆地和海洋气温的上升
,

引起

水循环过程加强
,

大气中水汽含量及其云

雨量因之增多
。

在以夏季降水占优势的季

风或受季风影响的地区
,

这可能主要表现

在夏季云量与雨量的变化上
,

而夏季云雨

量的增加又使这些地区夏季温度呈现变凉

趋势
。

△

坏

人侧

结 论

图 大连市夏季平均气温距平 年滑动平

均值与降水百分距平 年滑动平均值的关系

辽东半岛本世纪的冬
、

夏和年平均气温显示出明显的冷暖波动变化
,

其中年平均

气温的这种阶段性波动同北半球和全国平均情况大体一致
。

冬
、

夏和年平均气温的长期趋势变化的特点是冬季正在不断增暖
,

而夏季却在持

续变凉
。

这种冬
、

夏平均气温相反方向变化的结果是使气温年较差随时间减小
,

而年平均

气温仅表现出十分微弱的上升趋势
。

夏季温度的长期变凉可能与沿海的位置和全球增温过渡时期海陆响应的差异有

关
。

海洋响应的滞后效应不仅直接减缓了沿海地区的增温过程
,

而且还会通过增强季风环

流引起季风区云量
、

降水和土壤水分的增加
,

使夏季温度趋于变凉
,

同时也使得年平均气

温的增暖受到强烈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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