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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单相关 !典型相关及逐步回归方法 o分析了新疆气候对地表水资源影响的区域差异

性 o得到以下几点新认识 }ktl新疆气候对地表水资源时空变化的影响 o以北疆为最大 o东疆最

小 o南疆居中 ∀kul揭示了北疆 !东疆 !南疆气候场对其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影响

形式 ∀kvl发现在北疆及东疆 o水文年降水是决定其地表水资源场时空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

子 ox ∗ |月平均温度是辅助气候因子 o它通过影响蒸发对地表水资源起减少作用 o但在东疆 x

∗ |月平均温度对其地表水资源的影响要比北疆大些 ∀南疆 x ∗ |月平均温度是决定其地表

水资源场时空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o高山区前 u年的水文年降水为辅助气候因子 o它通过

冰川融水的形式对当年的地表水资源起增加作用 ∀

关键词 }气候  地表水资源  典型相关

气候是形成和影响地表水资源的最重要因素 ∀新疆水文界曾对某一条河或局部地域

的河流之流量与气候的关系进行过一些分析 o但对新疆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的相关性

分析 o目前尚无人涉及 ∀本文在单相关的基础上 o采用典型相关及逐步回归方法 o分析北

疆 !东疆及南疆气候场对地表水资源场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性 o得到了一些新认识 o这对

新疆气候对地表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很有意义 ∀

t  自然地理概况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o地形特点为/三山夹两盆0 o从北向南依次为 }阿尔泰山 !准噶

尔盆地 !天山 !塔里木盆地及昆仑山 ∀新疆干燥少雨 o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水汽主要

来自西 !西北和北方 o其降水及地表径流总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均是西北部多于东南部 ∀

新疆可分为北疆 !东疆及南疆 ∀北疆包括阿勒泰 !塔城 !伊犁 v地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k简称博州l !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k简称昌吉州l o它们的阳历年地表水资源

分别为 }tu| qs !yt qy !tzs q| !uy qu !| qs !ws qt亿 °v ∀东疆包括哈密 !吐鲁番地区及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k简称巴州l o对应的阳历年地表水资源分别为 }ts qt !z qw| !{v qu亿 °v ∀南

疆包括阿克苏 !喀什 !和田 v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k简称克州l o相应的阳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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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资源分别为 }|{ qy !{w qw !{y qu !z{ qv亿 °v ∀

u  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的典型相关

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一种方法≈u  ∀它不仅可以揭示出两组

变量整体之间的相关程度 o而且可以找出对相关贡献较大的变量群 ∀本文采用该方法分

析新疆气候场对地表水资源场的影响 ∀

2 q1  气候要素时段的选择

使用新疆 tss个站k气象站 z|个 o水文站 ut个lt|ys ∗ t||x年的降水及 z|个气象

站 t|yt ∗ t||x年的温度资料 ∀分别取水文年k上一年 ts月至当年 |月l和阳历年kt ∗ tu

月l的降水量与阳历年地表水资源建立相关 o结果发现北疆 w|个站逐站年降水与北疆地

表水资源序列的平均单相关系数 o水文年kρ� s qx{xl大于阳历年kρ� s qxxsl ∀原因是上

一年 ts ∗ tu月的降水在山区一般以冰雪的形式存在 o到来年春季开始融化影响地表径

流 o因而取水文年降水与地表水资源相关比取阳历年降水物理意义更为明显 ∀故本文取

水文年降水与阳历年地表水资源相关 ∀

考虑到高山冰雪的融化期主要为 x ∗ |月 o大量融化集中在 y ∗ {月 o且与南疆地表水

资源相关最好的两个高山站托云及塔什库尔干 o分别以 x ∗ {月和 y ∗ |月平均温度与地

表水资源相关系数最大kρ� s qy{{ oρ� s qzxul o因此 o本文取 x ∗ |月平均温度与地表水

资源进行相关分析 ∀

2 q2  气候场的建立

ktl 北疆气候场的建立  计算北疆各地 !州 !市的多个气象 !水文站的水文年降水与

本地 !州 !市及北疆地表水资源的单相关系数 o从各地 !州 !市选出 t ∗ u个与本地 !州 !市及

北疆地表水资源相关最好的站作为北疆水文年降水代表站k见表 tl ∀

表 1  北疆气候场构成站与本地 !州及北疆地表水资源的最佳单相关系数

降       水

阿  勒  泰

群库勒 阿勒泰

塔   城

卡浪古尔

伊   犁

托海 新源

博  州

精  河

乌鲁木齐

小渠子

昌  吉

蔡家湖

温    度

阿勒泰

福  海

伊  犁

新  源

与地州 s qzts s q{v| s qy{| s q{zs s q{xs s qwyt s qyyt s quzw p s qyxz p s qxvz

与北缰 s qzuv s qzzx s qz{v s qz|y s qzvw s qxtu s qxys s qyx{ p s qxty p s qxuw

海  拔 yws zvx tsws {us |u{ vus utys xzz xss |u{

  在北疆 ox ∗ |月平均温度与本地地表水资源负相关最好的是阿勒泰地区 o其 x站平

均单相关系数为 p s qx|s o其次是伊犁地区 o其 |站平均单相关系数是 p s qwv| ∀其余地区

的平均负相关系数较小 o达不到 s qsx的显著水平 ∀可见北疆在降水多 !地表水资源最丰

富的伊犁 !阿勒泰两地区 ox ∗ |月温度通过蒸发对地表水资源的减少作用表现得更为明

显些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由于降水对温度的调节作用 o北疆山区一般多雨年温度低 o少

雨年温度高 o且湿润地区比干燥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伊犁 !阿勒泰地区降水多 o比北疆

其它地区更为湿润 o其地表水资源与水文年降水呈现出良好的正相关 o故其温度与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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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反相关也就比其它地区更显著些 ∀此外 o新疆的径流形成区在山区 o最大降水带对

应的主要植被为森林 o且一般干燥地区森林的总蒸发量要比湿润地区森林的总蒸发量

小≈t  o伊犁 !阿勒泰地区比北疆其它地区湿润多雨 o所以其温度通过森林蒸发对径流的减

少作用 o表现得比北疆其它相对较干燥的地区更强一些 o为此选取新源kρ � p s qxvzl和

福海kρ� p s qyxzl两站作为影响北疆地表水资源的 x ∗ |月平均温度代表站 ∀

kul 东疆气候场的建立  利用东疆哈密 !巴州 t{个站的水文年降水及 ty个站 x ∗ |

月的平均温度 o与本地 !州及东疆地表水资源计算单相关系数 o各地 !州取一个相关最佳的

站来构成东疆气候场 ∀由表 u可见 }东疆气候场 v个代表站k巴音布鲁克 !巴轮台 !沁城l

均为山区站 o这与地表水资源形成于山区有关 o山区站沁城 !巴音布鲁克的水文年降水与

地表水资源成显著正相关就可说明这一点 ∀此外 o东疆地表水资源与 x ∗ |月平均温度呈

负相关 o表明温度通过蒸发对地表水资源起减少作用 o这与北疆相类似 ∀

kvl 南疆气候场的建立  南疆 w地 !州 ux个气象站 x ∗ |月平均温度与本地 !州及南

疆地表水资源序列的单相关系数均为正值 o从每地 !州各选出一个相关最好的站作为南疆

x ∗ |月平均温度场的代表站k见表 ul o其中与南疆地表水资源相关最好的是塔什库库尔

干和托云两个海拔 vsss °以上的高山站 o表明南疆地表水资源主要来自中高山冰雪的融

化 ∀

计算南疆 w地 !州 vz个气象 !水文站的水文年降水与南疆地表水资源序列的单相关

系数表明 o其中 vy个站达不到 s qsx的显著水平 o和本地 !州地表水资源的相关系数也没

有能达到 s qsx的显著水平 o说明地表水资源与当年水文年降水几乎无关 ∀考虑到南疆地

表水资源中中高山冰雪融水所占比例很大 o因而 o其可能和前几年的降水有关 ∀我们又计

算了 vz个站前 x年(第 τ p t , τ p u , τ p v , τ p w , τ p x年)的水文年降水与当年(第 τ年)南

疆地表水资源序列的单相关 ∀结果发现 o高山站塔什库尔干前 u年(第 τ p u年)的水文年

降水与地表水资源的单相关系数kρ� s .ww)达到了 s qst的显著水平 o其余站连 s qsx的显

著水平都达不到 ∀这揭示了南疆高山区前若干年的降水以冰雪的形式存在 o是对以后年

份的地表水资源发生影响的可能机制 o本文将塔什库尔干前 u年的水文年降水作为南疆

气候场中的降水因子 ∀

表 2  东疆 !南疆气候场构成站与本地 !州及东疆 !南疆地表水资源的最佳单相关系数

东
 
 
疆

降   水 温   度

哈密   巴州 哈密   巴州

沁城
巴音

布鲁克
沁城 巴轮台

南
 
 
疆

温   度

阿克苏 克州 喀什 和田

阿克苏 托云
塔什

库尔干
和田

前 u年的降水

南疆

塔什库尔干

与地州 s qx|x s qy{{ p s qxsy p s qw|x s qy|| s qvx| s qyyy s qwxs

与本疆 s qt{w s qys{ p s quwz p s qw|x s qxs| s qyww s qzuv s qyut s qwws

海  拔 tyyv uwx{ tyyv tzxu ttyu vxsx vs|t tuyv vs|t

2 q3  地表水资源场的建立

地表水资源资料使用 t|xy ∗ t||x年新疆 tv个地 !州 !市及北疆 !东疆与南疆共 ty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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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年地表水资源序列k其中 t|{z ∗ t||x年资料系我们根据同一方法补算l ≠ ∀地表水

资源可用径流总量或径流深来表示 }径流总量是指某集水面积上流出并在某时段经过闭

合断面的河水量 o本文用亿 °v为单位 ~径流深是指某一面积上的径流总量均匀分布于该

面积上的水深 o以 °°为单位 ∀本文所用阳历年地表水资源序列的计算方法是 }首先在

t|xy ∗ t|z|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上 o勾绘出 tv个地 !州 !市的区域分界线 o量算出 tv

个分区的多年平均产水量 o加上区外多年平均来水量得到 tv个分区的实际控制总水量

Ωι ∀然后在各分区内挑选若干条代表河流k序列完整时越多越好l o将分区内代表站水量

相加求得 tv个分区代表河流多年平均总水量 Ωϕ∀最后分别计算 tv个分区的多年平均

水量放大系数 Κµ( Ωι/ Ωϕ) o用它乘以相应分区代表河流各年合计水量 o得到 tv个地 !

州 !市地表水资源系列k严格讲是实际河流控制径流量l o再将北疆 !东疆 !南疆所辖地 !州 !

市的系列相加 o又得到了北疆 !东疆 !南疆的地表水资源系列 ∀这些系列对人为引水已进

行过还原计算ktl ∀

气候与地表水资源的相关分析 o一般取用 t|yt ∗ t||x年的气候 !地表水资源资料 ∀

北疆 !东疆 !南疆的地表水资源场分别由它们所辖地 !州 !市的阳历年地表水资源系列构

成 o但东疆没有包括吐鲁番地区k见表 t ∗ ul ∀

2 q4  典型相关分析

ktl 北疆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的典型相关  采用表 t中由 {个水文年降水及福

海 !新源 x ∗ |月平均温度序列构成的北疆气候场 o与北疆地表水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

析 o其前两个典型相关系数( Ρt � s .|xu , Ρu � s .{{v) ,经 ς
u检验 o分别达到了s qssssssst

及s qsssu的显著水平 ∀这说明北疆气候场对其地表水资源具有重要的影响 ∀

表 3  北疆气候场及地表水资源场典型变量权重系数

降       水

阿  勒  泰

群库勒 阿勒泰

塔   城

卡浪古尔

伊   犁

托海 新源

博  州

精  河

乌鲁木齐

小渠子

昌  吉

蔡家湖

温    度

阿勒泰

福  海

伊  犁

新  源

• t s qxzs p s quvw s quys s qvvw s qvzv p s quuw s quxx s qswy s qvx{ p s qsu|

• u s qxyz p s q{{s p s qszv  p s qs||  s qtww  s qusw s qyyy p s qtxz  s q|v{ p s quv{

北疆地表水资源

阿勒泰 塔城 伊犁 博州 乌鲁木齐 昌吉

• t s qtvx s qs{s s qyx{ p s qstu s qtvu s quyt

• u p t qtzv  p s qtwv  s quvt  s qwtv s qyxz s qtzv

 注 }表中 Ωt为第一典型变量权重系数 ; Ωu为第二典型变量权重系数 ∀

从表 v中第一对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可见 o北疆气候场对其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

特征的最主要影响形式为 }当阿尔泰山区群库勒 o伊犁地区托海及新源 o乌鲁木齐市天山

山区小渠子 o塔城北部山区卡浪古尔水文年降水偏多时 o可造成阿勒泰 !伊犁 !昌吉 !乌鲁

木齐 !塔城 x地 !州 !市地表水资源偏丰 o但由于阿尔泰前山带的阿勒泰站水文年降水偏

少 o加之阿勒泰地区温度代表站福海 x ∗ |月平均温度偏高 o导致阿勒泰山区及平原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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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加强 o部分抵消了山区降水偏多而增加地表水资源的作用 o使得阿勒泰地区地表水资

源的增幅不大 ∀此外 o精河水文年降水偏少 o使得博州地区地表水资源较常年亦略有减

少 ∀

由表 v中第二对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可见 o北疆气候场对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

征的另一影响表现为 }当乌鲁木齐天山山区小渠子 !阿尔泰山区群库勒水文年降水明显偏

多 o博州精河 !伊犁新源水文年降水偏多 ~新源 x ∗ |月平均温度偏低时 o会导致乌鲁木齐

市 !博州 !昌吉州及伊犁地区地表水资源偏丰 o同时阿尔泰前山带高温干旱严重k阿勒泰站

降水及福海站温度正负权重系数很大l o又使得蒸发蒸散对阿勒泰地区地表径流形成的减

少作用大大超过山区降水偏多对其地表径流的增加作用 o反而使其地表水资源明显偏少 ∀

若仅取表 t中前 {个站构成的水文年降水场与北疆地表水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

析 o而不考虑 x ∗ |月平均温度的作用 o第一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为 s q|ww o显著水

平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其所揭示的仅在水文年降水场作用下形成的北疆地表水资源

空间分布特征 o与在水文年降水 !x ∗ |月平均温度场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北疆地表水资

源空间分布特征极为相似 o只是由于没有考虑阿勒泰地区 x ∗ |月平均温度对地表径流的

减少作用 o使得阿勒泰地区地表水资源偏多的幅度变大了一些 ∀这表明 o北疆水文年降水

是决定北疆地表水资源场最主要空间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

采用表 t中构成北疆气候场的 ts个降水 !温度序列与北疆地表水资源序列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 o入选剔除因子显著水平取 s qsx o只有群库勒 !阿勒泰 !托海的水文年降水被选

入回归方程 o复相关系数高达 s q|sx o显著水平远远超过 s qsst o可解释北疆地表水资源总

方差的 {t q| h q这说明 o影响北疆地表水资源时间变化的主导气候因子是北疆的水文年

降水 ∀

kul 东疆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的典型相关  取表 u中的东疆气候场与东疆地表水

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 }其两个典型相关系数k Ρt � s .zxs , Ρu � s .ywt) ,经 ς
u 检

验 o分别达到了 s qsssssu及 s qssu的显著水平 ∀这说明了东疆气候场对其地表水资源场

具有较大的影响 ∀
表 4  东疆 !南疆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

东
疆

降   水

哈密

沁城

巴州

巴音布鲁克

温   度

哈密

沁城

巴州

巴轮台

南
疆

温 度     前 u年降水

阿克苏

阿克苏

克州

托云

喀什

塔什库尔干

和田

和田

南疆

塔什库尔干

Ωt p s qsww s q{{w p s qt{s p s quy| Ωt s qwvu p s quzz s qy{x s qtwu s qvzu

Ωu s qyvz s qtws p s qx|t p s quwy Ωu

东疆地表水资源

哈密 巴州

南疆地表水资源

阿克苏 克州 喀什 和田

Ωt p s qsxx t qsst Ωt s qxyu s qutz s qxuz p s qtsx

Ωu t qsss s qssy Ωu

注 }表中 Ωt为第一典型变量权重系数 ; Ωu为第二典型变量权重系数 ∀

从表 w中第一对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可见 o东疆气候场对东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

布特征的首要影响形式为 }在巴州境内天山中部巴音布鲁克站水文年降水明显偏多 o巴州

天山中段南坡巴轮台站 x ∗ |月平均温度偏低的情况下 o巴州山区气候冷湿 o蒸发蒸散少 o

使得巴州地表水资源明显偏多 ∀哈密天山东部沁城水文年降水略偏少 o且其 x ∗ |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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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偏低 o蒸发蒸散少 o由于东疆降水是影响地表水资源的主导气候因子 o故使得哈密地

区地表水资源接近常年略偏少 ∀

从表 w中第二对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可知 o东疆气候场对东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

布特征的另一制约作用表现在 }哈密天山东部沁城水文年降水明显偏多 ox ∗ |月平均温

度明显偏低 o有利于增加地表径流 !减少蒸发蒸散 o使得哈密地区地表水资源明显偏多 ∀

巴州天山中部巴音布鲁克水文年降水偏多 o而巴州天山中段南坡巴轮台 x ∗ |月温度偏

高 o致使降水增加地表径流与蒸发减少径流的作用相抵消 o使得巴州地表水资源接近常年

水平 ∀

由沁城 !巴音布鲁克构成的水文年降水场与东疆地表水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表

明 o较之东疆气候场与其地表水资源场的典型相关 o其第一典型相关系数由 s qzxs降为

s qzsv o第二典型相关系数由 s qywt降到 s qx{{ o变化不大 o但显著水平却有所提高 ∀仅考

虑水文年降水场和考虑降水温度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两种东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也

基本一致 ∀说明东疆水文年降水是影响其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

采用表 u中构成东疆气候场的 w个气候因子与东疆地表水资源序列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 o入选剔除因子显著水平取 s qsx o沁城水文年降水及巴轮台 x ∗ |月平均温度两个因子

入选 o前者与地表水资源的偏相关系数为 s qzsx o后者为 p s qxsu o可见 o对于东疆地表水

资源的形成而言 o水文年降水是影响东疆地表水资源时间变化的主导气候因子 ox ∗ |月

平均温度是辅助气候因子 ∀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为 s qzuz o可解释东疆地表水资源

总方差的 xu q{ h ∀但较之北疆而言 o由于东疆回归方程中出现了温度因子 o表明 x ∗ |月

平均温度对东疆地表水资源影响的强度加大了 ∀

kvl 南疆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的典型相关  采用表 u中的南疆气候场与南疆地表

水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 o第一典型相关系数k Ρt � s q{y{l达到了 s qssssu的显

著水平 ∀

从表 w中第一对典型变量的权重系数可知 o南疆气候场对南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

布特征的重要影响形式为 }当阿克苏 !塔什库尔干 x ∗ |月平均温度偏高 o塔什库尔干前 u

年k第 τ p u年l的水文年降水偏多时 o可造成阿克苏 !喀什地区地表水资源偏丰 ∀这与 x

∗ |月平均温度偏高 o有利于中高山冰雪的融化 o而高山带前 u年较多的降水有利于高山

冰雪的储积 o为当年高山冰雪的融化提供较多的水源有关 ∀再者 o阿克苏 !喀什地区地表

水资源之所以对高山站塔什库尔干 x ∗ |月平均温度有良好的响应 o是因为阿克苏的木扎

特河 !台兰河 !昆马力克河及喀什的叶尔羌河 o冰川融水补给分别占其年径流总量的

{t qtv h !yv qys h !xu qwv h及 xu q|z h ≈v  o是这些河流的重要补给来源 o如再加上中高山

的融雪 o补给比例还会更大些 ∀

取表 u中阿克苏 !托云 !塔什库尔干 !和田 x ∗ |月平均温度构成南疆温度场与南疆地

表水资源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 o与采用塔什库尔干前 u年水文年降水的典型相关结果比

较发现 o第一典型相关系数变化不大k由原 s q{y{变为 s q{vt l o相应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

布特征基本没变 ∀这说明 o南疆 x ∗ |月平均温度是影响南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

的主导气候因子 ∀

采用构成南疆气候场的 x个气候序列与南疆总地表水资源序列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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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剔除因子显著水平取 s qsx o结果塔什库尔干 x ∗ |月平均温度及该站前 u年的水文

年降水被选入回归方程 o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s qzu及 s qwz o表明对南疆地表水资源时间变

化的影响 o高山区 x ∗ |月的平均温度是主导气候因子 o高山区前 u年的水文年降水为辅

助气候因子 ∀

v  三大区域气候对其地表水资源影响的大小

北疆 !东疆 !南疆气候场与其地表水资源场的第一典型相关系数分别为ks q|xu !

s qzxs !s q{y{l o三大区域气候场因子对地表水资源的逐步回归方程的解释方差百分比k分

别为 {t q| h !xu q{ h !yu qy h l的统计结果表明 o气候场与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相关的

密切程度及气候可解释的地表水资源时间变化总方差百分比 o以北疆最大 o东疆最小 o南

疆居中 o换言之气候对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影响以北疆最大 o东疆最小 o南疆居中 ∀这

一结果也可从径流系数的角度进行印证 o年径流系数为流域年径流量与年降水量之比 o是

反映流域产水能力的指标 o它的大小取决于降水 !温度和下垫面因素 o由于下垫面因素相

对稳定 o故径流系数的变化主要受气候影响 ∀在新疆 o年径流系数的大小与气候密切相关

的年径流深大小相一致 ∀经本文计算 o北疆 !东疆 !南疆的年径流深分别为 ttw qy °° !

tw qz °°及 x| qs °° o也是以北疆最大 o东疆最小 o南疆居中 o从而印证了本文气候对地

表水资源影响以北疆最大 o东疆最小 o南疆居中的统计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w  小  结

综上所述 o关于新疆气候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 o可得到以下 w点新认识 }

ktl 北疆气候场对其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的最主要影响形式为 }当阿尔泰山

区群库勒 o伊犁地区托海及新源 o乌鲁木齐市天山山区小渠子 o塔城北部山区卡浪古尔水

文年降水偏多时 o可造成阿勒泰 !伊犁 !昌吉 !乌鲁木齐 !塔城 x地 !州 !市地表水资源偏丰 o

但由于阿尔泰前山带的阿勒泰站水文年降水偏少 o加之阿勒泰地区温度代表站福海 x ∗ |

月平均温度偏高 o使得阿勒泰地区地表水资源的增幅不大 ∀此外 o精河水文年降水偏少 o

使得博州地区地表水资源较常年亦略有减少 ∀在北疆 o水文年降水是决定其地表水资源

时空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o而 x ∗ |月平均温度为辅助气候因子 o它通过蒸发对地表

水资源起减少的作用 o且在地表水资源最丰富的阿勒泰及伊犁地区表现得更显著些 ∀

kul 东疆气候场对东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的首要影响形式为 }在巴州境内

天山中部巴音布鲁克站水文年降水明显偏多 o巴州天山中段南坡巴轮台站 x ∗ |月平均温

度偏低的情况下 o巴州地表水资源明显偏多 ∀哈密天山东部沁城水文年降水略偏少 o且其

x ∗ |月平均温度偏低 o会使得哈密地区地表水资源接近常年略偏少 ∀东疆类似于北疆 o

水文年降水是决定其地表水资源场的主要时空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ox ∗ |月平均温

度为辅助气候因子 o它通过蒸发对地表水资源起减少的作用 o但其作用要比在北疆大 ∀

kvl 南疆气候场对南疆地表水资源场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影响形式为 }当阿克苏 !塔

什库尔干 x ∗ |月平均温度偏高 o塔什库尔干前 u年k第 τ p u年l的水文年降水偏多时 o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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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阿克苏 !喀什地区地表水资源偏丰 ∀不同于北疆及东疆 ox ∗ |月平均温度是决定南

疆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的主导气候因子 o而高山区前 u年水文年降水是辅助气候因

子 o它通过冰川融水的形式对当年地表水资源起增加的作用 ∀

kwl 新疆气候对地表水资源时空变化的影响 o以北疆最大 o东疆最小 o南疆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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