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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近 xs年我国 uvw个测站的日平均温度资料 o研究了最高k低l日平均温度 !各种界

限温度日数 !生长季节长度及有效积温的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 }近 xs年 o夏季最高日平均温

度以上升为主 o新疆南部和黄淮的部分地区为下降趋势 ~最低日平均温度北方大部地区有较

明显的升温趋势 o新疆南部及长江流域则有下降趋势 ~在冬季 o无论是最高日平均温度还是

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均以上升为主 o北方尤为明显 ~日平均温度高于 vs ε 的炎热日

数近 xs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o但日平均温度为 us ∗ vs ε 的温暖日数却有增加 ∀低于

x ε 的冷日日数基本上也是减少的 ∀日平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严寒日数 o在wsβ ∗ wxβ�的新

疆 !内蒙古西部 !东北中南部地区减少得更为明显 ∀除西南东部等少数地方外 o我国大部分

地区近 xs年来生长季节延长 o有效积温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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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变化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文献≈t ∗ tt 讨论了我国近几十

年气温变化的特征 o但仍有很多方面尚未涉及 o而且大部分工作使用的是月 !旬或极端温

度的资料 ∀考虑到在制冷 !采暖等实

际应用工作中 o日平均气温要比某一

瞬间的极端温度更有意义 ∀为此 o选

取 us世纪 xs年代以来我国质量较好

的 uvw个测站近 xs年的逐日平均温

度资料作为基本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

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近半个世纪来的温

度变化特征 ∀以丰富我们对我国温度

变化的认识 o为进一步探讨温度变化

的原因打下基础 ∀所用的资料均来自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 o站点

分布情况见图 t ∀
图 t  本研究所使用温度资料的观测

站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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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kussw⁄ƒ�sytssl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kussv≤�zty{syl共同资助 ∀

ussx2sw2tt收到 oussx2s|2ty收到再改稿 ∀



t  最高r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

为了考察近 xs年最高r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 o在每一站每年的夏r冬季各选出

t个最高r最低日平均温度然后计算其随时间变化的线性趋势 o其结果如图 u所示 ∀

由图 u可见 o近 xs年我国夏季最高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以上升为主 ∀新疆西北

部 !东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有较明显的升温趋势 o其升温趋势为ks qv ∗ s qyl ε rts ¤k图

u¤l ~新疆南部 !华中和黄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为下降趋势 o下降的幅度在 p s qv ε 以内 ∀近

xs年夏季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也大体相似 o新疆北部 !东北 !华北有较明显的升温

趋势 o其升温趋势为ks qv ∗ s qwxl ε rts ¤k图 u¥l ~新疆南部则有下降趋势 o其降温趋势为

k p s qu ∗ p s qvl ε r ts ¤o长江流域虽然也为下降趋势 o但强度略弱 o其降温趋势为

k p s qt ∗ p s qul ε rts ¤k图 u¥l ∀

图 u  近 xs年最高r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k单位 }ε rts ¤l

k¤l夏季最高日平均温度 ok¥l夏季最低日平均温度 o

k¦l冬季最高日平均温度 ok§l冬季最低日平均温度

  在冬季 o无论是最高日平均温度还是最低日平均温度 o近 xs年上升趋势均很明显 ∀最

高日平均温度的上升趋势在北方特别明显 o新疆北部 !内蒙古 !华北及东北的升温趋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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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qv ∗ s qzxl ε rts ¤~西南地区和江南虽有下降 o但其强度仅为k p s qt ∗ p s quxl ε rts ¤

k图 u¦l ∀冬季最低日平均温度在全国几乎都是上升的 o大部分地区上升趋势在s qw ε rts ¤

以上 o新疆北部 !内蒙古 !东北的北部及东南部则达到ks q{ ∗ t qxl ε rts ¤k图 u§l ∀

u  炎热r温暖日数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说明近 xs年来我国温度变化的特征 o统计了日平均温度大于 vx ε k非常

炎热日l !大于 vs ε k炎热日l和大于 us ε 的日数 o并将 us世纪 |s年代与 xs年代比较

k图 vl ∀图 v¤给出 us世纪 |s年代日平均温度大于 vx ε 日数与 xs年代k由于部分测站

缺少 t|xt ∗ t|xu年的资料 o故用 t|xv ∗ t|yu年代之 o下同l的差异 o而图 v¥则为日平均

温度大于 vs ε 日数的变化 ∀可以看出 o|s年代与 xs年代相比非常炎热的日数基本上没

有什么变化 ∀全国大部分地区 |s 年代与 xs 年代日平均温度大于vx ε 日数的差异在

p t ∗ t §之间 ∀日平均温度高于vs ε 的炎热日也变化不大 o从图 v¥可知 o全国大部分地

区的变化在 p w ∗ w §之间 ∀图 v¦则给出 |s年代与 xs年代之间日平均温度大于 us ε 日

数的差别 ∀可以看出 o除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北部 !我国西北部地区日平均温度大于 us

ε 的日数略有下降外 o全国其他地区大于 us ε 的日数均为增加的 o其中华北北部 !内蒙古

西部 !新疆北部 !东部沿海及西南边陲大于 us ε 的日数增加值在 x ∗ ts §以上 ∀这说明

近 xs年来我国日平均温度为us ∗ vs ε 的温暖日数增加了 ∀

图 v  近 xs年温度高于 vx ε k¤l !高于

vs ε k¥l !高于 us ε k¦l的日数变化k单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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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寒冷r严寒日数的变化

本研究中将日平均气温低于 x ε 的日子称为冷日 o将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的日子称

为寒冷日 o日平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日子称为严寒日 ∀图 w¤给出 us世纪 |s年代日平

均温度低于 x ε 日数与 xs年代的差异 o而图 w¥则为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日数的变化 ∀

从图 w¤可以看出 o|s年代与 xs年代相比 o低于 x ε 的冷日日数是减少的 ∀只有青藏高

原东部的局部地区略有增加 ∀全国大部分地区 |s年代与 xs年代日平均温度低于 x ε 日

数的差异均为负值 o其中 o新疆北部 !东北的中北部 !华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 !长江中下游

地区及淮河流域减少得更明显 o超过 | §∀|s年代与 xs年代比 o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的日数变化并不明显 o而长江以北的大部分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的

日数是减少的 o其中东北北部 o华北及黄河下游地区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的日数减少为

tu §以上 ∀图 w¦则为日平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严寒日数的变化 ∀由于我国长江以南基

本上没有日平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情况 o因此 us世纪 |s年代与 xs年代之间日平均温

度低于 p ts ε 的日数没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的地方是黄河以北地区 o其中差异最明显的

是 wsβ ∗ wxβ�的新疆 !内蒙古西部 !东北中南部地区 ∀us世纪 |s年代与 xs年代相比日平

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日数减少 tw ∗ uy §∀

图 w  近 xs年温度低于 x ε k¤l !低于

s ε k¥l !低于 p ts ε k¦l的日数变化k单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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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生长季长度及有效积温的变化

根据农业生产经验 o大部分农作物的生长需要 ts ε 以上的温度 ∀一年中温度连续大

于 ts ε 以上的日数越多表明生长期越长 o生长期内的累计温度值越高说明可供作物生长

的热量越多 ∀为了考察近 xs年来作物生长季节长度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o首先对生长季的

长度进行如下的定义 }将春季日平均气温达到 ts ε 或以上 o并且该日之后直到下半年不

再出现日平均气温低于 ts ε 的情况 o即将此日期定为生长季的开始日期 ∀同时将秋季首

次出现日平均气温低于 ts ε 的日期定为生长季的结束日期 ∀开始日到结束日之间的日

数即为生长季的长度 ∀生长季的温度总和即为有效积温 ∀

图 x给出 us世纪 |s年代与 xs年代生长季长度的差异k图 x¤l和有效积温的差异k图

x¥l ∀总的来看 o|s年代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长季是延长的 o只有少数地方是缩短的 ∀缩

短的地方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 o为 { ∗ ty §o新疆东北部 !高原的东北部 !江南的零散

地区生长季略有缩短 ∀除此之外 o其他地区生长季都是延长的 ∀其中延长较为明显的地

区是东北的西南部 !西北地区的东部 !内蒙古西部 !华北到长江以北的地方 ∀这些地区的

生长季的长度 |s年代比 xs年代约延长 { ∗ us §∀新疆西北部 !西藏东南到云南的西南

部 !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也延长了 { ∗ tu §∀有效积温的变化形势与生长季的长度变化形

势非常相似k图 x¥l o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有效积温是增加的 o其中新疆西北部 !东北的西南

部 !西北地区的东部 !内蒙古西部 !华北到长江以北的地方 !西藏东南到云南的西南部 !华

南沿海的部分地区等 o有效积温增加在 vss ε 以上 ∀有效积温减少的地方主要出现在西

南的四川 !云南东北及贵州 o范围较小 ∀

图 x  近 xs年生长季长度k单位 }§lk¤l和有效积温k单位 }ε lk¥l变化

x  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 o得到以下几点结果 }

ktl 近 xs年 o我国夏季最高r最低日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以上升为主 ∀我国北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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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平均温度有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o新疆南部 !黄淮部分地区则有下降趋势 ∀夏季最低日

平均温度在新疆北部 !东北 !华北有较明显的升温趋势 o新疆南部及长江流域则有下降趋

势 ∀

kul 在冬季 o无论是最高日平均温度还是最低日平均温度 o近 xs年的变化趋势均以

上升为主 o上升趋势在北方特别明显 ∀

kvl 日平均温度高于 vs ε 的炎热日数近 xs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o而我国日平

均温度为 us ∗ vs ε 的温暖日数则明显增加了 ∀

kwl us世纪 |s年代与 xs年代相比低于 x ε 的冷日日数基本上是减少的 ∀其中 o新

疆北部 !东北的中北部 !华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减少得更明

显 ∀日平均温度低于 s ε 的日数也有类似的变化 ∀日平均温度低于 p ts ε 的严寒日数 o

在 wsβ ∗ wxβ�的新疆 !内蒙古西部 !东北中南部地区则减少得非常明显 ∀

kxl 我国大部分地区近 xs年来生长季是延长的 o在东北的西南部 !西北地区的东部 !

内蒙古西部 !华北到长江以北的地区 o生长季长度 us世纪 |s年代比 xs年代约延长 { ∗

us §∀新疆西北部 !西藏东南到云南的西南部 !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也延长了 { ∗ tu §∀

只有少数地方生长季节是缩短的 o主要在西南地区东部为 { ∗ ty §∀有效积温的变化与生

长季长度变化的形势非常相似 o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有效积温是增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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