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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技术和气候学模型 o融合土地利用 !海拔高度 !坡度 !坡向等地理信息 o对平均

气温 !最低气温资料进行较高空间分辨率的地理订正 o结合冬季经济林果的生长发育状况和

受害指标 o实现对广东寒害发生发展及其强度 !范围的实时动态监测 !预警 ∀关键技术与结

论 }ktl采用过程降温幅度和过程极端最低气温 u个因子定义寒害指标 o克服传统业务指标

局限性 ~kul根据 ×utv数值预报产品 o采用 � �≥预报方程 o实现广东省 {y个地面气象站的

气温预报 ~kvl采用包括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 v因子的地理订正模型 o并进一步采用坡度 !坡

向地理订正技术 o获得了较好效果 ∀最后以 t|||年 tu月寒害过程为例检验了监测效果 ∀

关键词 }广东  寒害  地理订正  ��≥

引  言

广东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低地地区 o属于世界上严重的气候脆弱区之一≈t  ∀尽管广东

寒害发生频率以及极端最低气温远不能和北方相比 o但过程降温幅度平均达 tv ∗ tw ε o

在全国是最大的 o并且其降温值越往南越大≈u ov  ∀兼之随着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o引进一

些优质高产但抗灾性能相对较差的新品种 o进一步降低区域植被总体抗寒能力 o寒害往往

对冬春作物 !蔬菜 !花卉 !牲畜饲养 o特别是对果树 !淡水养殖等典型热带 !亚热带农业项目

造成重大损失 ∀事实上 o寒害已经成为广东省继洪涝 !台风之后的第 v 重大灾害性天

气≈u  ∀加强广东寒害监测预警研究 o对于广东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显得十分必要 !迫

切 o而现代信息技术 o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k��≥l技术的快速发展 o使得对寒害的发生发

展及其强度 !范围的实时动态监测 !预警成为可能 ∀

过去对广东寒害研究主要集中在冬季气温以及寒潮等寒冷灾害时空分布规律及其诊

断分析等方面≈u ∗ {  o较少涉及寒害监测 !预警 ∀地理订正技术广泛应用在气候资源区划

工作中 o但在灾害监测 !评估方面的应用尚不多见 o且一般只使用考虑经度 !纬度 !海拔高

度 v项因子的模型 ∀郭兆夏等≈| 根据气候背景和地形 !地貌特点 o分区域建立气候要素网

格推算模型 o实现陕西省气候资源 s qx ®°分辨率的网格推算 ∀黄浩辉等≈ts 借助国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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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系统 ≤¬·¼≥·¤µ实现广东省 vs年农业气候资源数据集 ∀本研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工具 o在包括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的 v个因子地理订正模型基础上 o增加坡度 !坡向订正 o

实现对广东寒害的监测 !预警 ∀

t  寒害概念及其指标

寒害是指热带 !亚热带作物受 s ε 或 s ε 以上低温侵袭而造成的农业气象灾害ks ε

以下叫冻害l o而寒潮是导致寒害的天气过程 o二者呈准因果关系 ∀

寒潮是天气学概念 o根据5广东省各类主要灾害性天气标准6规定 o单站寒潮指标为 }

日平均气温在 uw «内下降 { ε 或以上k或 w{ «内下降 ts ε 或以上l o同时过程最低气温

[ x ε ~寒潮出现后天气回暖到日平均气温 ∴tu ε o同时极端最低气温 � x ε o寒潮结束 ∀

从其定义不难看出 o该寒潮指标强调的是剧烈降温型天气过程 o而对于由几股冷空气持续

补充 o导致气温持续下降 o进而出现严重的农作物受害时 o该指标往往没有反应 ∀典型的

例子是 t|||年 tu月中下旬连绵至 usss年 t月上旬的持续降温天气过程 o低温天气持续

时间长 o极端气温低 o给全省农牧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 o但根据上述指标达不到寒

潮标准 ∀可见作为目前业务标准并在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寒潮指标 o若直接借用于寒

害指标在反映农作物的实际受害表现方面具有明显局限性 ∀

寒害是个灾害学概念 o其指标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低温条件以及具体受害作物对低温

的生物学响应特性而定义 o不同作物的寒害指标是不相同的 ∀文献≈tt 从统计角度 o以过

程降温幅度和相应出现的过程最低气温两个因素 o结合广东冬季最具代表性的荔枝 !香蕉

等亚热带植物对低温的忍耐特性 o定义广东寒害指标k表 tl o包括一般寒害k亚类 ´ !µl

和严重寒害k亚类 ¶ !· !∏lu个等级和 x个亚类 o亚类 ´ !¶为降温型寒害 o亚类 µ !· !

∏为低温型寒害 ∀

表 1  寒害指标和标准

寒害等级
一般寒害 严重寒害

´ µ ¶ · ∏

日平均气温连续降温k ε l ∴ts ∴x ∴tx ∴ts ∴x

同时出现的最低气温k ε l [ x [ s [ x [ s [ p u

  根据上述指标 o对广东 {y个站近 vs年kt|zt ∗ usss年l资料统计各类寒害频数列于

表 u ∀全省 vs年合计发生寒害 uyvt站次 o平均每年 {{站次 o站均每年 t次 ∀亚类频数统

计表明 o降温型寒害k ´ n ¶l占 zy h o低温型k µ n · n ∏l仅占 uw h o表明广东寒害以

降温剧烈为主要特征 ~一般寒害k ´ n µl占 yv h o严重寒害k ¶ n · n ∏l占 vz h ∀年代

际变化 o自上个世纪 zs年代以来 o寒害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o由 zs年代年均 ttz站次 o下降

到 {s !|s年代 zv站次 o表明广东气候与全球变暖 o特别是冬季增温具有基本一致的趋势 ∀

值得指出的是 o|s年代与 {s年代相比 o寒害有增无减 o尤其是严重寒害次数增加明显 o反

映广东气候的复杂性以及该地区农业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一面 ∀限于篇幅 o还有许

多有意义的结果将另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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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东k86 个站l1971 ∗ 2000 年寒害站次统计

年代
一般寒害 严重寒害

´ µ ¶ · ∏
合计

zs xx| || u|t txt zv ttzv

{s wyt {u tvt wu ts zuy

|s wst xx tyv yt xu zvu

合计 twut uvy x{x uxw tvx uyvt

百分率k h l xw | uu ts x tss h

u  资  料

2 q1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借助多种 ��≥工具软件和系统开发的栅格数据加工模块 o完成规格统一的较高空间

分辨率的基础地理信息 o是实现寒害监测预警的基础 ∀

主要包括省 !市 !县行政边界和海拔高度 o以及由海拔高度资料通过 ≤¬·¼≥·¤µ等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处理生成的坡度 !坡向文件 o合计 w个栅格数据文件 ∀行政边界文件中 o省

界外定义为 s o省界内填充市县编码 o便于按任意市 !县范围统计 !切图 ∀原始资料分辨率

为 v ¶≅ v ¶o相当于 s qt ®° o考虑到微机处理能力有限 o实际分辨率取 vs ¶≅ vs ¶o即为

s qss{vvβ ≅ s qss{vvβk空间分辨率略高于极轨卫星星下点 t qt ®°分辨率 o可以比较细致

地反映地形变化l o格点数 }|yvk列l ≅ yvyk行l � ytuwy{k�¼·̈¶l ∀栅格文件对应左上角坐

标为kts| qxtvvβ∞oux qxustβ�l o右下角坐标为kttz qxvxsβ∞ous quuwuβ�l ∀地理信息资料

来源于 t }ux万测绘地图用地理信息数据集 ∀

2 q2  土地利用信息

收集整理广东省当前主要冬种作物分布资料 o生成与前面的地理信息图层具有统一

格点数 !地理定位和分辨率的矩形图幅栅格化资料 o便于任意叠加运算 ∀目前主要考虑荔

枝 !香蕉 o依次以 �¼·̈型正整数ks ∗ uxxl编码存贮在栅格文件中k�¬±¤µ¼方式l o省界以外

为 s ∀作物分布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农业厅 ∀

2 q3  基本气象资料

实况资料包括广东省 {y个地面气象站逐日极端最低气温 !日平均气温 !日照时数 o以

及各个气象站的经度 !纬度和海拔高度资料 ∀资料均来自广东省气象局 o可以通过业务网

络实时采集 ∀

v  关键技术与方法

3 q1  气温预报

根据 ×utv数值预报产品 o引进综合因子 o适当考虑部分因子与预报量之间的非线性

关系 o建立 � �≥k �²§̈¯ �∏·³∏·≥·¤·¬¶·¬¦¶l预报方程k图略l o实时制作 {y个地面站未来 uw

«!w{ «!zu «平均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预报 ∀因此基于 � �≥预报方程的气温预报模块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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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行 o定时产生未来 v天预报 ∀

3 q2  坡度 !坡向气温订正气候学模型

离散气象资料一般可以通过三角网插值法等数学方法网格化 o然后绘制等值线图来

显示气象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 ∀对于广东全省共有 {y个站点 o平均每个站点代表 usss

®°u o由于地形变化比较复杂 o相比之下代表站点过于稀少 o常规数学插值手段不能全面

反映立体的气候资源丰富性 o因此有必要根据地理细节进行订正处理 ∀目前常见的地理

订正方法≈| ots 认为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与气温有近似线性关系 o是采用经度 !纬度 !海拔

高度 v项地理因子多元回归模型 o限于技术条件 o坡度 !坡向资料均与其他环境因子一并

作为/黑箱0考虑 o若拟合方程通不过统计检验k即残差项过大l o则需要进行残差订正 ~郭

兆夏等≈| 预先根据地形将所有目标站点分为几个气候区分别建立模型 o以增大拟合率 o

避开残差订正问题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发展 o提取坡度 !坡向信息并用于进一步提高地理

订正精度 ∀

傅抱璞等≈tu 研究表明 o坡地日平均气温随坡向的分布与直接辐射日总量相似 o因此

对于坡度 Α!坡向 Β的坡地 o气温随坡度 !坡向变化的规律参照直接太阳辐射日总量近似

计算公式表达如下 }

ΤΒ , Α = Τs Σφ(Β , Α) (t)

Σ = ασ + βσu (u)

φ(Β , Α) = χ Ε
ν

ι = t

[ υ¶¬±∆( Ξι+t − Ξι) + ϖ¦²¶(¶¬±Ξι+t − ¶¬±Ξι)

− ω¦²¶∆(¦²¶Ξι+t − ¦²¶Ξι)]      (v)

其中  υ �¶¬±Υ¦²¶Αp¦²¶Υ¶¬±Α¦²¶Β , ϖ�¦²¶Υ¦²¶Αp¶¬±Υ¶¬±Α¦²¶Β , ω �¶¬±Β¶¬±Α

式(t)中 ΤΒ , Α !Τs 分别为订正后和订正前的格点温度 , Σ为晴天时平地的大气透明函数

(即平地上可能直接太阳辐射与天文辐射之比值) , φ(Β , Α)为坡度 !坡向订正函数 ∀式(u)为

Σ与平地日照百分率 σ的经验关系式 , α !β为经验系数 ∀根据翁笃鸣[ tv]的研究 ,华南地

区 α !β值分别为 s .ux !s .vzx ∀式(v)中 Υ为地理纬度 , ∆为太阳赤纬 , Ξ为时角 ;假设不

考虑地形遮挡 , ν取 t ; χ为经验常数 ∀

文献≈tu 对北回归线附近的山区观测研究表明 o坡地日平均气温东南偏东和西南偏

西坡最高 o北坡和南坡最低k对于高纬度地区可能正好相反l o平均差异为 s qw ∗ s qx ε o晴

天可达 s qy ∗ s q{ ε ∀鉴于本研究中经验常数 χ取 s qt o经过试验 o冬季平均温度的坡度 !

坡向订正值不大于 t qs ε ∀最低气温通常出现在夜间 o与白天温度条件有关 o与坡度 !坡

向关系不大≈tu  o这里不考虑订正 ∀

w  寒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实现

实现对寒害的实时监测和预警 o关键在于 }ktl一套效果良好 !简洁易用的寒害指标体

系 ~kul预报效果良好 !切实可行的寒害预报方法 ~kvl具有可操作性且精度较高的气温地

理订正方案 ~kwl充分的空间地理信息处理 !显示支持 ∀基于上述思路 o建立了/广东省寒

害监测预警系统0 o包括气温预测 !资料采集处理 !地理订正 !寒害分析 !产品制作与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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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o另有土地利用信息 !生育期资料整理等若干辅助模块 o为更新数据提供操作平台 ∀

系统流程图见图 t ∀

图 t  广东省寒冷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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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1  寒害监测步骤

ktl 根据全省平均气温 !最低气温监测资料 o鉴于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与气温有近似

的线性关系 o建立经度 !纬度 !海拔 v因子与气温线性回归方程 Τ(Χ, Υ , Η) ,并根据此回

归方程 o结合全省较高分辨率格点高程数据 o反演格点气温 o得到初步的全省气温格点资

料 ∀

kul 计算上述回归方程残差k可以理解为水体 !植被以及坡度 !坡向等其他环境因子

所产生的影响l Ξγ � Τ实测 p Τ(Χ, Υ , Η) o借助工具软件k如 ≥� � ƒ∞� l完成残差网格化

k注意格点数要匹配l o最后将网格化的残差数据叠加到回归方程反演的格点资料上 o得到

较好的全省气温格点资料 ∀

kvl 对上述气温格点化资料进一步作坡度 !坡向订正k原理如 v qu节l o得到最后的全

省气温格点资料k参见图 ul ∀

图 u  广东省 t|||年 tu月下旬寒害过程最低气温分布图k ε l

  kwl结合目标作物寒害指标及其土地利用格点资料k参见图 vl o逐个格点分析寒害等

级 o得到寒害分布栅格数据 ∀

kxl 结合行政边界等地理信息 o根据上述结果绘制作物寒害分布图 o统计省 !市 !县各

种作物寒害强度 o得到最终寒害监测结果k参见图 wl ∀

4 q2  寒害预警步骤

根据基于 � �≥预报方程的未来 v天的气温预报 o采用与 w qt节寒害监测相似的步骤

进行地理订正 o最终得到作物可能受害情况分布图 o实现对寒害的预警 ∀需要指出的是 o

寒害预警流程中未进行坡度 !坡向订正 o原因是 }ktl气温预报精度为 t qs ε o大于坡度 !坡

向订正值 ~kul缺少行之有效的日照时数的预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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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广东省荔枝种植面积百分率k h l分布图

图 w  广东省 t|||年 tu月下旬荔枝寒害分布图

x  效果分析

t|||年 tu月中旬后期开始 o受北方强冷空气持续南下和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 o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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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逐日下降 ouv日早晨 o各地出现了历史同期少见的极端最低气温 o其中粤北乐昌 !连

山 !始兴 !新丰 !惠阳 !惠来 !惠东 !化州 !电白 !雷州市等站的极端最低气温破了历史记录 o

广州 !曲江 !兴宁 !龙门的极端最低气温也平了历史记录 o全省各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冰冻和

霜冻现象 ∀

监测结果k图 ul表明 o粤北山区最低气温达到 p ts ε 以下 o经过地理订正后 o分布图

上地表细节丰富 o直观再现了地形 !地貌对冷空气作用效果 ∀经过反复试验表明 o经过坡

度 !坡向订正后 o多山地区平均气温分布图像更加细腻 o富有立体感 o而珠江三角洲等平坦

地区 o没有产生明显变化 ∀寒害预警分布图与监测图效果上略显粗糙 o主要与资料精度有

关 ∀这些分布图在近 u年的寒害监测预警业务服务工作中 o均得到广泛的认同 ∀

图 v为广东近些年荔枝分布图 o图中灰度值与种植密度成正比 ∀

图 w为该次寒潮过程中的全省荔枝寒害分布图 o分析表明 o监测实况与寒害实况基本

相符 ∀局部地区没有反映出实际寒害强度 o可能与品种有关 ∀

y  结论与讨论

  ktl 采用气候学模型对气温资料作坡度 !坡向订正 o效果良好 ∀

kul 采用过程降温幅度和过程最低气温定义寒害指标 o克服当前业务上寒潮指标局

限性 o简洁易用 ∀局部地区没有反映出实际寒害强度 o可能与品种有关 o有待进一步研究 ∀

kvl 根据 ×utv数值预报产品 o通过 � �≥预报方程实现未来 v天的气温预测 ∀气温

预测部分作为子系统独立运行 o与相关气象业务接轨 o同时也便于系统维护 ∀若直接对

×utv数值预报产品进行地理订正 !寒害分析 o则系统可能会更加紧凑 o运行效率更高 o但

其复杂性亦必然大增 o值得进一步探讨 ∀

kwl 实际上寒害是气候 !地形 !水体 !植被综合作用与反馈的结果 o理论上只有采用动

力生态学模型才能得到更好的监测预警效果 ∀但是由于生态学模型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技

术 !经济可行性问题 o限制其在业务领域的普及应用 ∀通过数学模型手段并借助发展迅速

的地理信息技术 o得到较高分辨率的图像 o清晰反映出地形 !地貌对气温以及寒害的影响 o

实现对寒害的有效监测预警和评估 o证明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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