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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东部近50年气候变化特征
及区内5站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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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市五个气象站近50年气温、降水资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当地气

温、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北部川区气温远大于南部山区，随海拔高度的升高气温

逐渐降低；北部川区降水远小于南部山区，随海拔高度的升高降水逐渐增多。各地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20世纪

90年代以来升温明显。从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变化来看，各季节升温幅度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

冬季增温远大干其余三个季节。平均最低气温的升幅大于平均最高气温的升幅，说明夜间增温大于白天。高温天

气主要出现在6—9月，低温天气主要出现在ll一次年3月。各地年降水量(除古浪外)呈增加趋势，各季节降水的

增加幅度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夏季降水的增多对年降水的贡献最大。降水以小雨为主，随着降水量级的

增加降水日数迅速减少。强降水只出现在5—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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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天气

气候事件频繁发生，不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

不利影响，还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一定的

威胁，因此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

关注，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oJ。2007年IPCC第四次最新评估报告显

示，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O．74℃，而1901～200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0．60℃，预计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

1．6℃到6．4℃№J。不少学者也对全球、北半球和全

国气温的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近百年来，全球平均

气温上升倾向率为0．055℃／10a【2 J，北半球陆地为

0．0“℃／10—3|，全国则为0．076℃／10aH J，林学椿等

指出我国的平均气温的增长率为O．04一O．05

℃／10a，降水量的增加率为一12．6m-n／10a(所取资料

的时段为1951～1989年)一J。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

背景下，全国各地区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完全不同，也

就是说气候变化具有区域性。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

武威市气候也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了解掌握河西

走廊东部武威市气候变化特征以及南北差异，将会

为当地更高时间、空间分辨率天气预报分析和建立

完善精细化预报体系奠定一定基础，同时为地方政

府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也会为工农业科技工

作者指导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河西走廊东部的地理、气候状况

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市地处青藏高原北坡，南靠

祁连山脉，北邻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东接黄

土高坡西缘，西为走廊平川，地理位置大致在10lo

277E一104012’E，36。45’N一39027’N，海拔从l 300 m

到4 870 m，总面积约3．3万km2。以凉州区为中心，

包括永昌县、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县，

历史上曾以其“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而闻

名于世。当地年平均气温在0．1℃一8．4℃，年平均

降水量在114．8—396．3 mm，蒸发量在1 549．1．

2 619．6 mm，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在3．9—22．8，

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J。地势南高北低，相对

高差在3 500 m以上，形成明显的三个地理气候带，

地理气候带以气温、降水的变化尤为显著。北部干

旱区约15 000 km2，春季多风，沙尘天气频繁，夏季

炎热，极端最高气温达41．1℃，年、日气温日较差

大，太阳辐射强，日照充足，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干

旱严重。中部绿洲灌溉区近9 000 km2，属温带干旱

区，冬、春季多风，夏季短而炎热，年、日气温较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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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缺水。南部祁连山区约9 000 km2，海拔在2 000

。4 872 m之间，高寒阴冷，4 000 m以上终年积雪形

成冰川，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年降水量相对偏

多，4 000 m以下山沟河谷有森林、草原覆盖，年平均

气温在零度左右，年降水是北部的三倍多，冬季长而

严寒，无明显夏季，属温带半干旱区。

2资料与方法

选用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市永昌县、凉州区、民勤

县、古浪县、天祝县(乌鞘岭观测站)五个气象站

1960一2009年的逐日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逐日降

水资料。统计方法：(1)季节划分：冬季(12。次年2

月)、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

月)；(2)用线性和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分析气温、降

水的变化趋势；(3)对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

温和降水，求其季节、年代平均值及距平值，分析其

不同季节、年代的变化特征；(4)对高、低温求其极

值及出现日数和年代变化特征；(5)统计分析各量

级降水日数、降水强度、强降水的变化。

3气候变化特征

3．1气温、降水的空间分布

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市的地形是由北向南海拔高

度逐渐升高，古浪、天祝为南部山区，民勤、凉州区为

北部川区，永昌为北部山区。分析近50年气温、降

水变化发现，全市年气温地域分布差异较大，由北向

南气温呈递减趋势(图1)。川区凉州、民勤年气温

较高，在8．2℃～8．4℃，山区永昌、古浪年气温较

低，在5．1℃．5．3℃，特别是高海拔的天祝年气温

特低，只有O．1℃，川区的气温比山区高3℃多，比高

海拔的天祝高8℃多。可见，气温和海拔高度呈负

相关，海拔越高气温越低，海拔相近地区气温相差不

大。这与张明庆等人的研究比较一致【9J。全市年降

水量由北向南逐渐增加(图1)。北部民勤降水量最

少，年降水量为114．8 mm，南部天祝山区最多，年降

水量为396．3 mm，其次古浪年降水量为358．1 mm，

中部凉州年降水量为168．9 mm，永昌年降水量为

202．3 t，珊。其中永昌虽然地处偏北，但海拔高度比

凉州高，降水量略多于凉州，但比南部山区少得多。

这是由于气流沿迎风坡被迫抬升，使水汽凝结而成

云致雨，降水量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加¨0|。武威

市各地平均年降水量仅为248．9姗，属于干旱少雨
区。 ·

注：图中数字上为气温值，单位℃；下为降水量，单位m；括号
内为海拔高度。单位m

N0te：Temper咖re in ahe，蚰it℃；N“t i8 tlle啤cipi咖∞，lInit
唧；The altitude 8b们，e 8ea level i8 in tlIe pa陀nth翩is，unit m．

图1 各地年平均气温、降水和海拔高度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蛐ual me蚰tempe咖他。
precipitati∞锄d ahitude in every他gion

3．2气温、降水的时间变化

3．2．1 气温的时间变化

1)气温的年变化。

河西走廊东部50年平均气温呈上升的趋势(图

2)，各地年气温的变化步调比较一致，用线性拟合统

计各地线性上升率：永昌0．279℃／10a、民勤

0．403℃／lOa、凉州0．396℃／10a、古浪0．394℃／10a、

天祝O．276℃／10a，即上升率为：民勤>凉州>古浪

>永昌>天祝。这个上升速度远大于全球平均气温

升高速度0．055℃／10a、北半球陆地的O．064℃／10a

和全国的0．076℃／10a，说明河西走廊东部是年平均

气温升高较快的地区。

分析各地逐年平均气温发现，以20世纪80年

代末为界，前期为冷期，后期为暖期，冷期平均气温

为一O．3℃。7．8℃，暖期年平均气温为O．5℃～

9．0℃。冷期内有7个偏冷年，分别为1967年、1970

年、1974年、1976年、1984年，其气温均比平均值偏

低0．7cc以上，最冷年各地均出现在1967年，气温分

另0为3．8℃、6．5℃、6．6℃、3．8℃、一1．1℃；暖期内有

6个偏暖年，分别为1998年、1999年、2002年、2006

年、2007年、2009年，其气温均比平均值偏高0．7℃

以上，最暖年各地出现并不一致，永昌出现在1998

年、2006年、2009年，为6．4℃，民勤出现在1998年，

为10．O℃，凉州出现在2006年、2009年，为10．0℃，

古浪出现在2009年，为7．2℃，天祝出现在1998年，

为1．5℃，最冷暖年与最冷年的温差各地在3℃左

右。年气温有两个明显的跳跃性的上升，一个是

1984一1987年，各地气温的上升幅度在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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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1996一1998年，各地的上升幅度在1．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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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地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

Fig．2 Ch蚰ge cu丌e 0f咖ual m嘲tempem￡um in every region

2)年、各季节平均气温的年代变化。 均气温距平。

表l为各地各年代年平均、春、夏、秋、冬四季平

表l各地年、季平均气温的年代变化(℃)

Table l Decade chnge of ye盯蛐d鸵踟n avemg声temPe膪lufe in every re画蚰

全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地名 年代 (I—12月) (12—2月) (3—5月) (6—8月) (9^，11月)

L肿娟叩 Deca也 Ye盯 wj呲盯 spriIlg su胁er Autu砌
(J蚰．to Dec．) (Dec．to Feb．I啦t ye盯) (M盯．to M8y) (Juneto Aug．) (S印．协Nov．)

19608 一O．2 一O．7 一O．1 O．O —O．6

永昌

Ym咿hans

2∞0s O．4 0．7 0．9 0．8 0．6

19608 一O．6 一1．4 一O．3 —0．1 一O．6

民勤

Minqin

1970s

19808

一O．6

一O．2

0．5

一O．6

—0．1

1．1

一O．8

一O．4

O．3

一O．5

一O．2

O．2

一O．5

O．O

O．4

2咖s O．9 1．O 1．2 O．6 O．7

1960s —O．3 一1．1 0．O 0．2 一O．5

凉州

U∞gzh∞

1970s

19808

1990s

—O．6

一O．4

O．I

—O．5

—0．3

O．5

一O．7

一O．6

O．0

一O．6

一O．6

一O．1

一O．6

—0．2

一O．I

20008 1．3 1．4 1．4 1．1 1．4

1960s 一0．4 一1．2 O．O 一0．1 一O．7

古浪

Gtll日g

19708

19∞s

1990s

—O．5

一O．3

O．4

一O．5

—0．4

O．8

一O．5

—0．5

0．1

一O．5

一O．5

O．1

一O．6

一O．1

0．4

20∞s 0．9 1．3 I．O 1．O O．9

19∞s —O．3 一O．6 O．2 一O．2 —0．6

天祝

耵anzIlu

O

8

6

4

2

O

2

4

O

4

O

O

O

一5

3

l

O

0

0

一

一

5

4

l

O

O

O

一

一

3

2

5

0

O

O

一

一

3

l

3

O

O

O

一

一

‰蚍蚍

5●6

O

O

0

一

一

4

4

2

0

O

0

一

一

5

6●

O

0

O

一

一

4

3

5

0

O

0

一

一

5

3

4

O

O

O

一

一

蔷|‰薯|

万方数据



262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29卷

从表l可知：各地年、春、夏季平均气温逐年代

的变化步调比较一致，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世

纪60到70年代下降，70年代后逐年代上升；秋、冬

季平均气温呈逐年代上升趋势。60年代、70年代、

80年代年、春、冬、夏、秋四季平均气温为负距平，气

温均较低，为相对偏冷阶段，90年代和2l世纪10年

代气温上升尤为明显，气温为正距平，为相对偏暖阶

段，这与西北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相一致⋯，12j。21

世纪10年代与70年代相比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分别

升高永昌0．7℃、民勤1．5℃、凉州1．6℃、古浪

1．4℃、天祝1．O℃，春季距平值分别升高1．4℃、

2．O℃、2．1℃、1．5℃、1．4℃，夏季距平值分别升高

1．3℃、1．1℃、1．7℃、1．5℃、1．1℃。21世纪10年代

年 冬季 春季 照季 秋孕
Year Winler Spring Summer Aulumn

<a)永吕Yangch扑g

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Year Wjntef Sp“ng Summer Autumn

(c)凉州Li¨gzhou

年 冬季 奋季 夏季 秋季
Year Winter Sp“ng Summer AuIumn

(e)犬祝Tianzhu

与60年代相比平均气温距平值秋季分别升高

1．2℃、1．3℃、2．0℃、1．6℃、1．2℃，冬季分别升高

1．4℃、2．4℃、2．5℃、2．6℃、1．3℃。由此可以看出，

民勤、凉州、古浪各季节气温的升幅较大，这也是三

站年气温升高快的主要原因。各地各季节升温幅度

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冬季的增温幅度明显

大于其它季节，因此冬季增温对年气温的升高贡献

最大。这与尹宪志等人的研究比较一致[13J。

3)年、各季节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的年代变化。

图3为各地逐年代平均最高气温的年、季节变

化，图4为各地逐年代平均最低气温的年、季节变

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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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Sprjng Summcr Autumn

(b)民勤Minqin

年 冬季 奋季 夏季 秋季
Year Winler Sp“ng Summer Autumn

(d)古浪GuIang

—夺一60年代1960s

—凸一70年代1970s

—i蟹一80年代1980s

—o一90年代1990s

—*一lO年代2000s

图3逐年代年、季节平均最高气温距平变化

Fig．3 ChIlge of the咖ual蚰d∞a∞n吖emge highe8t telnperatu他depanure in v8rious decades

从图3、4可以看出：

(1)各地年、各季节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的变化

步调随年代比较一致，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

度不完全相同。年平均最高气温随年代呈先下降后

●0

O

O

O

O

m加加m

o．I==∞盘廿口。Jn蔷矗A量QJ．

^p一争虽疆F

O

8

6

4

2

O

2

4

6

8

●O

O

O

O

O曲，mⅢⅢ

o|n仁百盘廿奇。皇；嚣4暑。卜

_【p一争蚤理r

●O

O

O

0

O坩Ⅲ加m

aJ薯lJ时号它。宝葛矗A暑。卜

一p一争聋赠r

●O

0

O

O

0加Ⅲ∞加

一p一争交踞■

，0

O

0

O

O加加∞加

Q苔七日40口。言；嚣口暑啬

一p一争聋鹱u、

万方数据



第5期 杨晓玲等：河西走廊东部近50年气候变化特征及区内5站对比分析 263

上升，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21世纪lO年代比

20世纪70年代升高的幅度永昌-1．2℃、民勤o．8℃、

凉州1．2℃、古浪1．0℃、天祝1．2℃；年平均最低气

温随年代呈逐年代上升，升高的幅度比最高气温的

大，2l世纪10年代比20世纪60年代升高的幅度分

别为1．2℃、2．3℃、1．8℃、2．2℃、1．3℃。除永昌年

最高和最低气温的升幅相同外，其余各地年最低气

温的升幅远大于最高气温的升幅，因此昼夜温差在

减小，说明夜间升温对气温升高的贡献大于白天。

(2)冬季各地平均最高气温随年代呈先上升后

下降再上升趋势，20世纪60年代最低，60到70年

代上升，70到80年代下降，80年代后迅速上升，90

年代或10年代比60年代升高的幅度在1．2℃以上；

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Ycar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a)永昌Yongchang

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孕
Ye盯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c)凉州Llangzhou

年 冬季 奋季 夏季 秋季

Ye盯 Winter Sp“ng SⅢnmer Autumn

冬季各地平均最低气温随年代呈上升趋势，升高的

幅度均在1．4℃以上，各地上升幅廖的差异较大，特

别是民勤升幅达3．3℃、凉州升幅达2．7℃、古浪升

幅达3．3℃。春季各地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均呈先

下降后上升趋势，最高气温20世纪80年代达最低，

到lO年代上升的幅度均在1．3℃以上，最低气温70

年代达最低，到10年代上升的幅度均在1．1℃以

上，但仍以民勤、凉州、古浪的上升幅度较为显著。

夏季各地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

势，均为70年代达到最低，除民勤最高气温的上升

幅度为0．5℃，其余的均在1．1℃以上。秋季各地平

均最高、最低气温均呈逐年代上升趋势，上升的幅度

均在1．O℃。，

住

1nar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b)民勤Minqin

年
Ye缸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Wintcr Sp“ng Summer Autumn

(d)占浪Gul粕g

—口一60年代1960s

—D一70年代1970s

—盘一80年代1980s

—o一90年代1990s

鬟一．10年代2000s

(蚰天祝．Tianzhu

图4逐年代年、各季节平均最低气温距平变化

。F碴．4 ch蚰ge of tlle帅ual肌d s明∞n盯emge lowe吼tempe咖陀depa栅in V“om dec如

(3)永昌、天祝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的上升幅度 差异不大，民勤、凉州、古浪各季节平均最低气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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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幅度大于最高气温的上升幅度，差值在1．0℃

以上，特别是冬季的差值尤为显著。由此可知，各季

节夜间最低气温的升幅大于白天最高气温的升幅，

即夜间增温贡献大于白天。冬季最低气温升幅最

大，因此冬季增暖对年气温升高的贡献最大。与西

北地区地面最高和最低气温的变化趋势一致【14|。

-4)高、低温的时间变化。

各地年极端最高气温平均值分别为31．3℃、

37．2℃、35．9℃、31．4℃、22．9℃，天祝极端最高气温

年平均值比永昌、古浪偏低8℃多，永昌、古浪极端

最高气温年平均值比凉州、民勤偏低5℃左右；各地

年极端最低气温平均值分别为一23．7℃、一23．1℃、

一21．8℃、，22．2℃、一25．O℃，天祝极端最低气温

年平均值比其余各地偏低2．0℃左右。因此笔者规

定日极端最高气温民勤、凉州≥35℃、永昌、古浪≥

30℃、天祝≥22℃为一个高温日，日极端最低气温永

昌、民勤、凉州、古浪≤一20℃、天祝≤一22℃为一个

低温日。

50年来，各地高温极值分别为35．1℃、41．1℃、

4．08℃、34．7℃、28．1℃，共出现高温日数分别为146

d、256 d、98 d、130 d、124 d，低温极值分别为

一28．3℃、一29．5℃、一32．O℃、一29．0℃、一30．6℃．

共出现低温日数分别为378 d、377 d、145 d、170 d、

283 d。各地各年代高、低温的平均值变化幅度不

大，但高、低温极值和高、低温日数差异显著(表2)。

高温极值天祝lO年代达最高，其余各地为90年代

达最高；低温极值永昌、凉州、古浪90年代达最低、

民勤lO年代达最低，天祝80年代、10年代达最低。

高温日数逐年代变化很不一致，民勤70年代最多，

其余各地10年代达最多，但总体呈增多趋势，增多

的幅度不大；低温日数总体呈减少趋势，永昌逐年代

减少，其余各地60一90年代减少，且减少的幅度较

大，10年代有所增多。高温日数在增多，低温日数

在减少，低温日数的减少幅度比高温日数的增加幅

度大，因此冬季增暖的贡献比夏季增暖的贡献更大。

表2各地各年代高、低温平均值、极值和日数(℃、d)

Table 2 AVerage Value绷d extreme Value and days of higIIest舳d lowest tempemtIlre of various decades in every regi叩

注：T为平均高温或低温，Tg为高温极值，Td为低温极值，d为高、低温日数

Nate：T me蛐丑vera舻hig}l甜low teT叩eraIu地，Tg n瑚m higll tempem伽陀眈咖皓vaI啪，TdⅡ啪m Iaw t锄p粕tIlre雠h℃I衅val雠，alld d n鼬聃hig．1 alld

la竹teIr甲eralur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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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6．9月，7月最多，

占高温总日数的55．4％。64．3％；8月次之，占

30．6％一38．8％；6月和9月共占3．9％一6．2％；5

月只有民勤出现过一次高温。各地低温天气主要出

现在11月一次年3月，1月最多，占低温总日数的

40．4％一51．2％；12月次之，占21．1％一35．5％；其

次为2月，占19．1％，24．3％；11月和3月共占

2．4％一7．3％；4月只有天祝出现过一次低温，“月

天祝、古浪各出现过一次低温。

3．2．2降水的时间变化

1)降水的年变化。

河西走廊东部50年(除古浪外)年降水量总体

g
g

i
．宝
=
拿

g
山
删

*
篷

呈上升趋势(图5)。用线性拟合统计50 a来各地年

降水量增长率永昌为10．6 mm／10a、民勤为3．5

mm／10a、凉州为4．8眦n／10a、古浪为一0．2 mIn／10a、

天祝为12．8Ⅱ彬10a，即增长率为：天祝>永昌>凉
州>民勤>古浪。由此可见，永昌、天祝的降水量增

加比较明显。年降水量极值出现的年份各地也不相

同，年降水量最大值永昌出现在20cr7年(2舛．6 mm)、

民勤1973年(184．8 mm)、凉州1993年(251．3 mm)、

古浪1961年(482 mm)、天祝1961年(555．2 mm)；年

降水量最小值永昌出现在1963年(123．1 mm)、民勤

1982年(42．2 mm)、凉州1962年(91 mm)、古浪1962

年(244．2 mm)、天祝1962年(231．3 mm)。

—o一永吕Yongchang—口一民勤Minqin—△一凉州Liangzhou +占浪GuIang—O一天祝Ti锄zhu
围5各地年降水变化

Fig．5 Ch鲫Ige curve of咖ual mean p他cipitation in ever)r陀舀∞

2)年、各季节降水的年代变化。

表3为各地各年代年平均、春、夏、秋、冬四季平

均降水距平。

从表3可知：各地各年代年降水的变化幅度较

大，变化步调很不一致，永昌呈逐年代增加趋势，距

平增加值为35．7 mm；民勤20世纪60—70年代增

加，70．80年代减少，80年代后增加；凉州60—80

年代减少，80～90年代增加，90一10年代减少；古浪

60～70年代增加，70—80年代减少，80—90年代增

加，90。lO年代减少；天祝60一80年代增加，80．90

年代减少，90—10年代增加。

各地各季节降水夏季最多，依次为秋季、春季、

冬季。但各季节降水的年代变化并不一致，冬季各

地各年代降水的变化幅度较小，总体呈逐年代增加

趋势；春季各地各年代降水20世纪60一80年代少，

70年代最少，90一lO年代多，90年代最多；夏季60

—70年代少，80～90年代多，10年代少；秋季60—

70年代多，80～90年代少，10年代多。总体来看，夏

季降水的增加幅度最大，因此夏季降水的增加对年

降水的增多贡献最大，其次为秋季、春季，冬季贡献

最小。

3)各量级降水日数及降水强度变化。

河西走廊东部降水主要以小雨为主(表4)，各

量级降水日数的变率较大，随着降水量级的增加，降

水日数迅速减少，但与降水的地域变化基本相同，为

南部多北部少，与西北地区东部降水日数变化趋势

一致¨5|。其中小雨出现的几率在92．5％一96．8％

之间，其中降水量0．0咖(微量)降水就占了31．6％
一49．5％，中雨及以上出现几率只有3．2％～7．5％。

从表4可知，南部山区降水日数明显大于北部。天

祝降水日数远多于其它各地，但中雨日数及以上却

比古浪少，这是由于古浪地处迎风坡，上升运动明

显，水汽充足，雨量偏大，而天祝处在坡顶和背风坡，

一般为下沉运动，雨量较古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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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地年、季降水的年代变化(咖)
T曲le 3 Decade change of year锄d season p陀cipitalion

in eVery弛乎on

全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地名 年代 (1．12月) (12，2月) (3—5月) (6—8月) (9一11月)

k∞ti仰Decade Ye盯 winter 洲ng Su咖er Aut姗n
(J眦．to D优．) (Dec．to Feb．弛xt year) (M盯．to May) (Juneto AIIg．) (Sep．t0 Nov．)

19608 一15．0 一1．4 I．3 一16．6 I．7

永昌

Y∞gBhallg

19708 一lO．4 —0．8 —8．4 一13．9 12．6

1980s 1．2 O．6 O．5 lO．4 一lO．4

19∞s 3．5 O．9 3．5 12．7 一13．6

．2000s 20．7 O．6 3．O 7．6 9．6

1960s 一6．9 一O．7 1．O 一5．6 一1．8

1970B 12．8 一O．6 —5．6 8．7 10．3

勰 ·。sos 加．s ¨ " -s．： 川．4
1990s ． 一2．2 一O．6 0．3 3·一I～ 一5．2

2000s lO．0 1．3 2．6 一1．1 7．2

19608 O．4 O．3 —0．6 —6．0 5．9

凉州

Ijm学岫

1970s 一4．3 —0．4 —5．2 —6．2 6．5

—8．8 —0．5 —3．1 5．2 一lI．2

19908 lO．8 0．0 5．8 8．6 —4．6

2000s 5．9 O．4 3．0 —1．9 3．5

古浪

GulaIlg

1960s

l卯08

lgB08

1990s

20008

4．O

一3．5

一O．8 lO．3 10．8 一16．3

0．7 —2．7 一11．2 9．8

天祝

1hn出u

1960s 一35．O

1970s 2．O

一2．1

—3．8

—4．O

一9．8

—24．0

13．3

—4．9

2．2

19∞8 21．2 +O一 7-5 18·l 一5·4

1990s 一5．4 1．6 6．1 —0．6 一12．6

2000s 17．O 3．3 O．1 —6．9 20．4

表4各地各量级降水日数及降水强度

T曲le 4 f、℃cipitation days锄d VaIiou8啪gnitude in eVery陀gi彻

降水日数PreciPit撕on days(d) 降水强度Pmipitali∞i“temity(Ⅻn／d)

地名

Locab∞ 平均

Avera学。

永昌Yon霉ch肿g 2478 3243 213 20 2．O 15．8 30．6 2．9

民勤Min口in 1949 ． t85l 124 17 2．O 16．9 31．9 2．9

凉州u∞蹦Ⅲ 2277 2885 175 17 1．9 16．4 36．8 2．8

古浪GlIlanE 2662 39∞4∞ 55 2．3 16．3 30．4 4．O

天祝Ti8nz}Iu 3147 6333 434 52 1．9 16．2 29．5 2．9‘

各量级降水的强度各地的变化并不一致，平均

降水强度在2．8。4．O mn∥d，小雨强度古浪最大2．3

mrIl／d，凉州、天祝最小1．9 mIn／d，中雨强度民勤最

大16．9 mIn／d，永昌最小15．8 mm／d，大雨及以上强

度凉州最大36．8 n∥d，天祝最小29．5 III／d。

4)强降水时间变化。

笔者把一日或连续两日降水量R≥25 mm降水

天气确定为一个强降水场次。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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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东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年降水量的

多少与发生强降水的场次的关系很大Il引，统计50a

来强降水发生的年代及月场次(表5)可知：强降水

的场次与年降水量的变化一致，且从北向南逐渐增

加，其中永昌31次、民勤21次、凉州26次、古浪91

次、天祝85次，共254场次强降水天气，除1991年

未出现强降水，其余年份均有局地强降水出现，永

昌、民勤、凉州年均不到1次，古浪、天祝年均分别为

1．8、1．7次。强降水场次永昌逐年代增多；民勤20

世纪60年代、80年代、lO年代少，70年代、90年代

多；凉州70年代少其它年代多；古浪20世纪70年

代多，其它年代少；天祝60年代、80年代少，70年

代、90年代、lO年代多。强降水只出现在5—9月，8

月最多，占强降水总日数的36．3％，52．4％，依次为

7月占19．2％。34．1％，6月占8．2％一23．1％、9月

和5月共7．7％。23．1％，其它月份未出现强降水。

50年来未出现过区域性暴雨(≥50 mm)，仅出现局

地暴雨3次，分别为永昌1987年6月11日(65．4

mm)、凉州1985年6月3日(62．7 mm)和1999年7

月13日(53．1 mm)。

表5各地年代、月强降水场次

Table 5 Strong precipitation days of decade锄d month in v蒯ous re矛on

Y。盐 ， s ， ， s · s ， -- s

器 ， s z s ： s s -t z

u鲨 s ， s s ， s s ·， z’

三浪 18 22 l， 18 16 5 18 19 33 16
bl王Iar培

慧。 ，， zo ，： t； ∞ s ， 凹 ，s ··

4小绪

1)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市气温、降水的地域分布

差异较大，气温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降水由北向南

呈递增趋势。

2)各地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线性增长率为

民勤>凉州>古浪>永昌>天祝。各地(除古浪外)

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线性增长率为天祝>永昌>

凉州>民勤>古浪。

3)各地年、各季节平均气温随年代呈上升趋

势，冬季增温明显大于其它三个季节，因此冬季增温

对气温的升高贡献最大。年、各季节平均最高、最低

气温随年代也呈上升趋势，平均最低气温的上升幅

度比平均最高气温的上升幅度更大，说明昼夜温差

在减小，夜间增温的贡献大于白天增温的贡献。

4)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6—9月，低温天气主

要出现在11一次年3月。冬季低温日数减少的幅

度比夏季高温日数增加的幅度大，也进一步说明，冬

季增暖趋势比夏季更明显。

5)各地年、各季节降水的年代变化很不一致，

夏季降水的增加幅度大于其它三个季节，因此夏季

降水增幅对降水的增加贡献最大。

6)强降水出现在5．9月，年降水量的多少与

发生强降水的场次的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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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订act：Using n朗rly 50a temperatum扑d p陀cipitation data of five statio糙in Wuwei of eastem Hexi co而dor，

tlI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llge of tempemtu他粕d p陀cipitati∞in the area were analyzed，肌d con-

tr∞ti、忙analy8is w鹪al∞conducted埘th咖tistics method．The r】e8ults showed：The tempemtum of nonh plain aI℃a惴
f玉higher tIlan that of∞utll mountainous a托a，粕d tIIe temperatu陀mduced gradually along诵th ri∞of altitude．The

precipitation of north plain a陀a w鹤f缸less th锄th砒0f 80u山mountainous a11ea，明d the p抡cipitation increa靶d gmdually

along谢t11 the rise 0f altitude．The mgional annual me锄tempemture鹪sumed a tr；end 0f e∞alation，and the tempemtu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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