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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最高
、

最低气温的非对称变化
‘

马晓波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

兰州
, 。。

摘 要

利用中国西北地区 个台站 一 年月平均最高气温
二 、

最低气温 及气

温 日较差
,

一 年总云量及低云 量资料
,

分析了西北干旱 区最高
、

最低气温的

非对称变化和可能影响因子
,

并与华北地区
、

中国东部及北半球进行了比较
。

发现中国西北地

区普遍存在非对称变化现象
,

可分为 种类型 ①西北东部型
,

以西安
、

兰州为代表
, 二

显著

下降
,

最大达 一 ℃
。

显著上升
,

最高为 。 ℃ ②西北 中部型
,

以 安西为代

表
, 二

和 都显著下降
,

但
二

下降幅度大于
。

③西北北部型
,

以乌鲁木齐为代表
,

、

和 都显著上升
,

但 上升幅度大于
二 。 二

下降主要表现在夏季
, 。

上升主要表

现在冬季
,

在所有季节均显著下降
,

最大为一 。 ℃
,

冬季
、

春季
、

秋季及年下降幅

度较大
,

夏季较小
。

与华北地 区和 中国东部相 比
,

西北地区非对称变化的幅度更大
,

大

一 倍
。

也大于北半球的变化幅度
。

总云量与
, 二

有显著的负相关
,

东部高于中部和北

部
,

最高可达 一
,

低云量的影响不大
。

关键词 中国西北地 区
,

最高最低气温
,

非对称变化
。

引 言

气候变暖是当今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
,

从 世纪末到 世纪 年代
,

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 ℃
。

气候模拟结果表明
,

在
。

浓度增加的情况下
,

白天和

夜间将出现基本相同的变暖情况 〔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等川发现 一 。年全球

日平均最高气温仅增加了 。 ℃
,

而 日平均最低气温却增加了 ℃
,

相差 倍
,

中国东

部 一 年冬季和夏季气温 日较差分别下降了 ℃和
‘ 。

谢庄等川分析了北

京最 高最 低气温后指出 月最低气温倾 向率为 ℃
,

月最高气温倾 向率为

一 ℃
。

笔者通过对中国西北地区 个代表台站的资料分析
,

并与中国华北
、

东

部和北半球进行比较
,

分析其变化特点及可能的影响因子
。

资料与方法

中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
,

地形复杂
,

但台站稀少
,

有 比较完整的最高
、

最低气温观测资

料的台站就更少
,

经过筛选
,

确定以年限较长且连续性较好的西安
、

兰州
、

安西
、

乌鲁木齐

, 初稿时间 年 月 日 修改稿时间 年 月 日
。

资助课题 我 国西北地区 干早气候变化规律及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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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

分析月平均最高
、

最低气温及气温 日较差 以下均以
, 。 ,

表示 其中
一

、

一 的变化趋势
,

并与华北 以北京为代表
、

中国东部及北半球进行了 比较
,

结

合云量资料
,

探讨云与非对称变化的关系
。

台站资料年限最长为北京 一 年
,

最

短为乌鲁木齐 一 年
。

为减少由于资料年限不一造成的误差
,

实际分析中选用

一 年资料
,

对缺测资料利用 自回归模型进行插补川
。

台站位置的迁移对气温的影响可通过迁移前后气温资料连续性的检验来判断
。

李栋

梁仁习、

谢庄等闭认为兰州和北京气温资料基本不受台站迁移的影响
,

调查表明西安基本未

迁移
,

安西的迁移也非常小
,

因此这 个站的资料可以认为是连续的
。

乌鲁木齐在水平方

向基本没有迁移
,

只是在 年前后海拔高度有变化
。

为了检验乌鲁木齐高度的变化对

资料连续性是否有较大影响
,

利用均值检验方法进行了统计检验
,

结果表明进行高度订正

后连续性和变化趋势均未受到影响
。

城市热岛效应对气温的影响程度随城市的规模
、

人 口多少及地理位置而异
,

很难有一

个统一和准确的量化标准
,

谢庄等川认为北京气温变化主要是 自然因素造成的
。

由于北京

和西北 站同属北方
,

纬度相差不大
,

但北京城市规模和人 口都远远大于其它台站
,

徐国

昌川曾估计兰州城市热岛效应最大可达 ℃
,

因此可以认为西北地 区气温变化也主要

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
。

为便于 比较
,

所有的资料均计算成距平值
,

平均时段为 一 年
。

结 果

从表 可看 出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困
,

西北地区普遍存在非对称变化现象
,

即
、 ,

变化趋势不一致甚至相反
,

而 却一致显著减小的特点
。

这表明非对称变化在中

国是一个普遍现象
,

但在西北地区又有其明显的地域特点
,

可分为 种类型 ①
、

显著

下降
,

显著上升
,

以西安
、

兰州为代表
,

称为西北东部型 ②
、

显著下降
,

也显著下

降
,

但 下降幅度大于
。 ,

以安西为代表
,

称为西北 中部型 ③
、

显著上升
,

也显

著上升
,

但 上升幅度大于
二 ,

以乌鲁木齐为代表
,

称为西北北部型
。

西北地区非对称变化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

除冬季外
,

其它季节
二

下降都很显著
,

以西北 中部 的安西最 为显著
,

达 一 。 “ ℃ 月
,

是北京的 倍 一 ℃
,

月
,

中国东部的 倍 西北北部的乌鲁木齐 与其它地方相反
,

基本上都呈上升趋

势
,

冬季最为显著
,

最大达 ℃ 月 上升在西北东部和北部主要表现在冬

季和年
,

上升最明显的是乌鲁木齐
,

达
‘

月
,

夏季呈下降趋势
,

不过并不十分

显著 西北中部与其它地区相反
,

包括年在内有 个月 显著下降
,

夏季最为显著
,

达一

℃ 月
,

而冬季上升很弱
。

由此可见
,

在总体变暖的背景下
,

西北地区东部冬季

夜间趋于温暖
,

夏季 白天趋于凉爽
,

这与西北地区
、

全国及北半球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很相

似
,

但西北中部却出现夜间变冷
,

白天也变冷
,

白天变冷幅度大的现象 西北北部则是夜间

变暖
,

白天也变暖
,

夜间变暖幅度大
,

这说明 和 的非对称变化 比较复杂
,

因而对影

响它的因子和 由此带来的相应的气候变化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

虽然如此
,

与北半球及

全球一样
,

西北地 区和华北 以及 中国东部 一致显著下降
,

冬季下降幅度大于夏季
,

下降最大在西北东部
,

达 。 ℃ 兰州
,

月
,

是北京的 倍
。

这是一个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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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
,

而
二 ,

的非对称变化在西北地区表现更为强烈
,

为了能更清楚地反映
,

及 的地区差异
、

季节和年代际变化特点
,

下面分别讨论冬季
、

夏季和年的情况
。

由图 可见
, 、

除乌鲁木齐有明显的上升外
‘

,

月
,

其它地方没有显著

的变化趋势
,

根据图 及年代际变化 图略
,

西北地区冬季
二

普遍存在两个暖期和一个

冷期
,

暖期在 年代和 年代
,

冷期从 。年代持续到 年代
,

西北地区东部
。年代也是冷期

,

年代以来开始明显 回升
,

但东部还没有超过 年代水平
,

中

部和北部则是最炎热的时期
,

这些变化与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在最暖期的时间

上有一定差异
,

而且变化幅度 比华北 要大 西北东部
、

北部均显著上升
,

中部变化

不大
,

冬季夜间变暖最大为乌鲁木齐
‘

,

月
,

其次为兰州
,

月

和西安 ℃
,

月
,

西北地区 年代一 年代持续为冷期
,

年代为

最冷期
,

年代开始回升
,

年代是西北地区冬季夜间最温暖的时期 乌鲁木齐虽然

白天
、

夜间均增温
,

但夜间 比白天大 倍
,

所以 仍然呈下降趋势
。

同样
,

西北地 区
。

变化幅度也大于华北 冬季 显著下降
,

最大在乌鲁木齐 一 ℃
,

月
,

其

次为兰州 一 ℃
,

月 和西安 一 ℃
,

月 为华北的 一 倍
。

在

钾
‘八匕八

一一

,

俩俩
妙 二黔

了
,

补比

冲
。自八八月呀

一一一一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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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
寸

、”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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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勺

犷

二二二

份 二
⋯钾犷卿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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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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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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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处些二

口户﹂

年 年 年

图 冬季西北地区及北京
二 ,

及 变化曲线

以上分析表明冬季夜间变暖是冬季变暖的主要原因
,

可能也是全年变暖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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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由图 可见
,

夏季变化 比冬季复杂
,

主要特点是
、 ,

下降
, 二

在西北东部和 中

部最为明显
,

安西下降最大
,

达一 ℃ 月
,

下降安西达一 。 ℃ 月
,

西安为一 ℃ 月
,

兰州和乌鲁木齐略有上升
,

但并不十分显著
,

也就是说西安

变成西北中部型
,

从表 发现西安仅在夏季表现出这一类型
。

仍然呈一致下降趋势
,

最大为一 。 。 西安
,

月
,

只是幅度比冬季小
,

但仍 比华北大 一 倍
。

西北地

区夏季 年代际变化主要有两个暖期和两个冷期
,

暖期为 年代一 年代
,

冷期

为 。年代
。
年代际变化西北地区东部 。年代以前为暖期

,

最暖期在 。年代前

后
,

年代和 年代为冷期
, 。年代为最冷期

,

西北地区北部 。年代为暖期
,

其余均为冷期
,

最冷在 年代
。

执
晚

人

郡‘ 几

稗么

介

州
图 夏季西北地区及北京的

二 , 。 ,

变化曲线

由年际图 图略 可见 年的变化表现为前面所划分的 种类型
,

即西北东部型
、

西北

中部型和西北北部型
,

下降最大在安西
,

为一 ℃
,

上升最大为乌鲁木齐
,

为 。
‘

,

下降最大为兰州
,

为一 ℃
。

对东部和 中部而言
,

。年代为

最暖期
,

年代至 年代为冷期
,

对北部来说
,

年为暖期
,

其余均为冷期
,

最冷

期为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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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闭指出 下降与多种因素有关
,

如云量
、

风速
、

湿度
、

大气中气溶胶及温室

气体的含量等等
,

其中云量是最直接和关系较密切的一个
,

美国秋季 与云量的相关

系数达一
。

为了探讨影响西北地区非对称变化的可能原因
,

研究中利用西北地区各站

总云量 一 和低云量 一 资料分别计算了与
、 ,

及 的相关

系数 图
。

由图 可见西北地区总云量与 有显著的负相关
,

最高为一 西安
,

月
。

在西北东部最显著
,

甚至高于华北
,

而在西北 中部和北部次之
,

有趣的是
,

虽然 云量和

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但相关系数随季节变化却很小
,

负相关最高的月也不是云量

最多的季节
。

总之
,

总云量对
二

的负相关在西北东部仍然很高
,

达一 西安
,

月
,

但在中部和北部要弱得多 与 的相关则更弱
,

还不如与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高
。

因此
,

总云量对白天最高气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夜间最低气温的影响
。

西北地区气候干旱
,

低云量很少
,

平均不到总云量的
,

冬季很多月份低云量甚至

为零
,

因此低云对西北地 区
二 ,

及 的影响 自然不明显
,

事实上
,

图 中西北地

区几乎没有与低云量较好的相关
,

而北京低云量与
,

及 有较好的负相关
,

有

些月份甚至超过总云量的影响
。

结 论

通过对西北地区
, 、

及 非对称变化的分析
,

并与华北
、

中国东部及北半球

的比较
,

可以就中国西北地区最高最低气温的非对称变化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西北地区最高最低气温普遍存在非对称变化
,

有 种类型 ①西北地区东部表现为
二

显著下降 最大可达一 ℃
,

西安
,

月
,

显著上升 最高可达 。 ℃
,

兰州
,

月 ②西北地区中部表现为
、 , 。

同时显著下降
,

但
二

下降幅度大于
。 ,

最大为一 。 ℃ 月 ③西北地区北部
二 ,

同时显著上升
,

但
,

上升幅度大

于
,

最大为 月
。

西北地区最高最低气温的非对称变化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东部
二

下降主要在夏

季
,

中部除冬季外所有季节都显著下降
,

北部
二

上升主要是在冬季及年平均最高气温

在东部上升主要是在除夏季以外的所有季节
,

中部集中在夏季及春
、

秋个别月份和

年
,

北部主要集中在冬季及年
、

春
、

秋个别月份
。

西北北部是变化振幅最大的地区
。

西北地

区是中国非对称变化振幅最大的地区
,

最大可比华北大 倍
,

也大于北半球和全球的

变化幅度
。

西北地区 普遍呈显著下降趋势
,

最大可达一 ℃ 兰州
,

月
。

冬季下

降幅度高于夏季
。

西北地区 下降幅度高于华北
、

中国东部及北半球
。

西北地区总云量与 有显著的负相关
,

东部相关系数最大
,

可达一 西安

月
,

其次为中部 最大为一
,

月 和北部 最大为一 。 ,

月
,

季节变化很小
,

总

云量对 的影响比
。

要大 低云量在西北地区的绝对数量和在总云量中所占的比例

都很小
,

因此对
,

及 的影响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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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研究所用的台站除安西外都位于大城市

,

等 「, 」指出城市化可以造成北半球百年

时间尺度上平均气温上升 ℃
,

等川估计热岛效应对 的影响可达 ℃
,

谢庄

等川认为北京最高
、

最低气温的非对称变化主要是 自然变化的结果
,

对包括大城市台站资

料在内的气候变暖的分析
,

不考虑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显然是不行的
,

在西北地区显得更

加重要
,

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和其它影响非对称变化的重要 因子一样不在讨论范围
。

因此
,

要完全弄清产生这种变化的 自然和非 自然因素及其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

还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致谢 高玲同志为本文资料搜集和录入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工作
,

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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