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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冬季气温变化与采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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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及各区域冬季气温序列的建立

资料取自国家气象中心整理存档的地面气象记录月报表q在 y|x个站点中实际序列长度在 ws¤以

上的站点占 {uh q考虑到我国地域特征和冬季气温的南北差异o在分析讨论时将全国分为 {个区q

全国和区域序列的产生方法如下}ktl求算全国各站冬季气温序列o即 tu!t和 u月气温月平均值~

kul将全国或某区域按 xqsβ≅ tqsβ经纬度网格化o求算各网格冬季气温序列o即网格内各站序列的简单

均值~kvl以各网格序列 t|yt∗ t||s年的累年值为气候平均值o求算出各网格的距平序列~kwl求算全国

和区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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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 Τ ΡΚ 为第 κ年的区域平均值o Ν 为某区域内的网格总数o ϖ Τ ικ为第 ι网格第 κ年的温度距平o Τ ι

是第 ι网格序列的气候平均值o λατ ι是第 ι网格所对应的网格中心纬度q

对全国和区域序列用九点二项式作滑动平均o用最小二乘法求得线性变化趋势q

2 冬季气温的变化

ktl平均气温变化 全国冬季平均气温的总体趋势是升温变暖的o线性趋势约为 sqtxxε Ùts¤o|s

年代较 xs年代上升了约 sqytε k表 tlq但这种升温过程是不连续的o具有明显波动性o主要分三个历史

时段ot|xu∗ t|y{年变冷o趋势为p sq||yε Ùts¤ot|y{年达到最冷点o此后持续升温ot|y{∗ t|{x年升

幅不大o趋势为 sqvzxε Ùts¤o其间多数年份为负距平ot|{x年以后快速增暖o趋势为 sqz{yε Ùts¤o并连

续保持显著的正距平k图略lq

表 1  全国和各地区冬季气温的线性趋势kε Ù10αl和增幅k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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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t可见o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q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平均气温的变化基本类似于全

国总趋势o但线性趋势和增幅以东北为最大o华北!西北次之o长江中下游相对较小~华南和西南虽然 |s

年代较 xs年代有一定增幅o但无明显变化趋势~青藏高原冬季平均气温的总变化趋势是变冷k线性趋势

为p sqttuε Ùts¤lo|s年代较 xs年代下降了 sq{uε q

kul最高!最低气温变化 就全国而言o冬季最高!最低气温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准周期!基本趋势是

一致的o只是变化幅度有一定差异q无论在 xs!ys年代的降温期间o还是在此后的升温过程中o最低气温

都要比最高和平均气温变化显著o可以说在我国冬季气温变化中o最低气温的变化是主要的q但最高气

温在 t|{x年以后的明显增暖和持续正距平o也是我国近期冬季气温变暖的重要特征q特别是 |s年代o

冬季最低气温有轻微变冷趋势o而最高气温却在继续增暖q这说明ot|{x年以后我国冬季变暖并不完全

是由最低气温变暖而形成的q

从特定区域来看o冬季的最高!最低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准周期均存在一致性o但变化趋势和幅度因

地而异q在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o最高!最低气温同为增暖o存在准对称性o但最低气温的线性趋势和

增幅普遍大于最高气温q在华南和西南地区最低气温持续变暖o但最高气温却在变冷q青藏高原最高气

温持续变冷o最低气温在 t|yv年以前快速变冷ot|yv年至现在有缓慢上升趋势o但远未达到 xs年代中

前期水平q

3 采暖指标变化与冬季气温变化的联系

采暖指标选用了采暖日数和采暖期度日数q为考察二者的可能变化o本文计算了部分城镇 t|{t∗

t||z年的平均采暖日数和平均采暖期度日数o并与目前正在使用的部级标准kt|{y年颁布o计算资料为

t|xt∗ t|{s年l逐一作差比较q结果发现o位于北方地区的城镇o{s年代以后采暖日数缩短迹象明显o总

体上平均缩短了一周左右o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两周q同样这些地区的采暖期度日数也明显减少o平均

约减少了 {h ∗ tuh q相反o在青藏高原!西南等局部变冷区o采暖日数和采暖期度日数呈现增长趋势q

进一步计算 t|{t∗ t||z年冬季平均气温与 t|xt∗ t|{s年冬季平均气温的差值o发现冬季气温差

值与采暖期度日数异号变化o并且气温差值较大地区其采暖期度日数变化也相对较大q同样o采暖日数

与冬季气温差值也是异号变化q由此可见o在我国北方广大采暖地区o采暖日数和采暖期度日数的减少o

可能是由冬季气温显著增暖而引起的q

4 集中采暖对城市热岛化的可能影响

为考察集中采暖对冬季城市热岛化的可能影响o现以 z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为代表o并在其周

围 tss∗ uss®° 范围内选择一个同序列长度的小城镇k人口少于 vs万lo就冬季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

的线性趋势!|s年代相对于 xs年代的增幅逐一比较q结果表明o在采暖区的城市o其冬季气温要素的线

性趋势和增幅均明显地高于其附近的小城镇q而非采暖区的城市却不是如此o有的高o有的低o显得比较

混乱o并且差值普遍小于采暖区q这说明采暖区城市冬季的热岛化在明显加剧o而且速度明显高于同等

人口规模的非采暖区城市q同样o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也有类似特征o并且最低气温的差距更为显著q由

此可见o冬季的集中采暖对城市的热岛化可能存在着加强作用o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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