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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1—2O1 0年淖毛湖区域气候特征分析 

魏根成，顾明珠 
新疆伊吾县淖毛湖气象站，新疆 伊吾 839300 

摘 要：利用 1961--2010年淖毛湖站的气象资料，分析 了50a来气温、降水、风速、大风 日、沙尘暴的变化特征 。结果显示淖 

毛湖年、冬季、夏季气温均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90年代冬季增温强于夏季，进入21世纪夏季升温最为明显，冬季却降 

温最为明显，但总体平均来看，冬季增温强于夏季；降水总体趋势上升，90年代以后降水明显增多，但仍然比较干旱：风速及 

大风日数总体趋势下降，2O世纪 60年代中期到 8O年代为多大风时段 ，90年代后年平均风速和大风 日数明显减少：20世纪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沙尘暴 日数呈现急剧增加趋势，8o年代后沙尘暴 日数呈现急剧下降趋势。表明淖毛湖气候正在趋向 

变暖，特别是 2001年以来该区域气温急剧升高，使得高温、干旱、多大风成为淖毛湖气候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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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mate Characteristic in Naomaohu from 1 961 to 201 0 

WEI Gen-cheng et a1．(Meteorological station of Naomaohu，Yiwu，Xinjiang 839300) 

Abstract Using the meteorological datafrom 1961 to 2010 of Naomaohu station，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wind speed， sand storms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in year． in winter and in 

summer took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increase rate of temperature in winter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summer．The 

precipitation has increased especially since the 1 990s． but the place was still relatively dry． IIhe wind speed and the gale 

frequency after 1990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The sand storm frequency was rapidly increased from mid一1960s to 1970s 

and sharp declined after 1980s． rhe climate has inclined to warming especially since 2001．mak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drought，much gale bec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Naoma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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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 

不仅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影响，还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 

境构成威胁[1-6]，因此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网。研究淖毛湖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对当地政府指导工 

农业生产、城市规划、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等均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对该地区天气工作者做好短、中、长期气候预 

测，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用户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淖毛湖站 1961—2010年气象观测资料，分 

析气温、降水、风速、沙尘暴等各要素在不同季节和年代间 

的变化特征。用最小二乘法通过实际资料测算出气候要素 

的变化趋势。其中1月代表冬季，7月代表夏季。 

2 气温变化特征 

2。1 年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 

资料分析表明，淖毛湖(1962--2010年)年平均气温总 

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图 1)，线性拟合统计 l961—20l0年淖 

毛湖年平均气温增长率为 O．4~C／IO a，即淖毛湖年平均气 

温每 10年上升 0．4℃。近半个世纪来中国西北地区基本都 

表现为显著的增温趋势，增温速率普遍为0．2～0．9℃／10 a【 1， 

表明淖毛湖区域年平均气温增长速度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年 

平均气温增长率相一致。 

从表 1也可以看到年平均气温逐年代升高，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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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年平均气温变化 

60～7O年代负距平明显，为相对偏冷期，1981年至近年平均 

气温正距平显著增加 ，为相对偏暖期。2001--2010年与 

1961—1970年相比，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升高 1．2℃，年平均 

气温也升高了 1．2 qc。 

2-2 平均气温季节变化 

淖毛湖冬、夏季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率不 

同。从线性拟合看，冬季平均气温上升率为 0．09~C／IO a，而 

夏季平均气温上升率为0．66~C／IO a。夏季平均气温上升率 

大于冬季平均气温上升率。从表 1可以看到，20世纪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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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冬季增温幅度较大，年平均气温升高主要是冬季增温 

的贡献。到了2001年以后，夏季平均气温正距平远远大于 

冬季正距平，夏季增温幅度很大，年平均气温升高是夏季贡 

献最大。但总体平均来看，淖毛湖区域冬季增温强于夏季。 

表 1 淖毛湖区域气温变化 ℃ 

2．3 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变化 

(1)极端最高气温极值，极端最低气温极值均呈上升趋 

势。20世纪 6O年代与 21世纪至今为止相比，极端最高气 

温极值上升了 2．2℃，达到历史极值 45．0 oC。 

(2)据统计，淖毛湖最高气温 ≥35℃的高温天气年 

平均出现 57 d， 1>40℃的高温天气年平均 出现 7 d。 

／>35 oC的高温天气大多出现在 6、7、8月，占总数的 

95％，其中2002年 7月 27日 8月 27日连续 32 d最高气 

温达到 35℃；最高气温 l咖≥40 cc的高温天气大多出现在 

6、7、8月，占总数的 100％，其中2004年 7月 12～19日连续 

8 d最高气温达到40℃。 

(3)2001--2010年极端最高气温显著升高，出现 ≥ 

35℃高温天气的日数明显增加，同时极端最低气温升高， 

由此可见淖毛湖的气候正逐步趋向变暖，这与全球气候变 

化相一致 。 

3 降水变化特征 

3．1 降水量月季变化 

分析淖毛湖 1962--2010年月季降水量变化，发现春季 

平均降水量4．0 mm，夏季平均降水量 12．4 mm，秋季平均降 

水量 4．9 mm，冬季平均降水量 2．1 mm，1年中的降水主要 

集中在夏季。 

3_2 年降水量变化 

分析淖毛湖 1962--2010年的降水量变化，发现淖毛湖 

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线性拟合后降水量增加率为 3．6 

mm／10 a(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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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62--2010年淖毛湖地区年降水量变化 

年降水量总趋势增多，但年降水量变化在各个年代，年 

际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分成以下阶段 ：①20世纪 60～70 

年代降水偏少，平均距平值 一6．6 mm。②20世纪90年代以 

后降水明显增多，平均距平值 +6．8 mm。 

4 风速及大风日数变化特征 

4．1 风速变化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年平均风速经历了明显的 

减弱趋势(图3)，减弱速率为 0．23(m／s)／10 a；50 a平均风 

速下降了 1．1 m／s。平均风速在 20世纪 60～70年代初有明 

显的增强，这可能与测站迁移和仪器变更有一定的关系。自 

1972年开始，风速呈现十分明显的持续性下降趋势，这与 

全国的趋势一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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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年平均风速变化 

4．2 大风日数变化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大风 (瞬间极大风速大于 

17．0 m／s)日数变化呈现减少趋势，减弱速率 0．19(m／s)／10 a 

(图4)。年平均大风 日数 87 d，l96l一1964年大风 日数 47 

d／a，明显偏少，1961年是大风 日数最少的年份，仅有 34 d，这 

极有可能是由于当时测站的环境位置所致，资料缺少代表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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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年大风日数变化 

1965年测站迁移后大风日数急剧增多，1965--1990年 

平均大风日数 101 d／a，为多大风时段，1972年大风日数多 

达 122 d。1991--2003年大风日数明显减少，年平均大风日 

数 70 d，为少大风时段。2004年开始大风 日数有所增多，这 

极有可能是因为测风仪器由EL型更换成 EN型，风速观测 

仪器更加具有灵敏性，同时数据观测记录也由人工观测改 

为仪器 自动记录，记录的准确性得以进一步提高。 

5 沙尘暴变化特征 

图5为 1962--2010年淖毛湖地区年沙尘暴日数变化， 

可以看出淖毛湖 50 a来的沙尘暴 日数呈减少趋势，按线性 

拟合其减少率为 0．658 d／10 a。20世纪 60年代中期到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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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沙尘暴Et数呈现急剧增加趋势，1974年沙尘暴Et数多达 

54 d，20世纪 80年代后沙尘暴 日数呈现急剧下降趋势，最 

多年沙尘暴日数减少到 12 d，甚至个别年份未出现沙尘暴 

天气。2O世纪 8O年代后沙尘暴 日数之所以呈现急剧下降 

趋势，除了该时期大风日数减少、风力强度减弱是主要原因 

外，生态环境改善、局地植被增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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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62--2010年淖毛湖区域年沙尘暴日数变化 

6 结论与讨论 

(1)1962--2010年淖毛湖冬、夏季年平均气温，极端最 

高、最低气温均呈明显上升趋势，≥40℃高温天气日数和 

最长连续 日数在不断增加，冬季增温总体大于夏季增温。 

(2)20世纪 80年代以来淖毛湖增温明显，特别是 1991 

年后增温幅度加大，主要原因是冬季气温急剧升高，2001 

年后增温主要是出现高温天气日数明显增加，极端最高气 

温达到历史极值，淖毛湖气候变暖的趋势明显。 

(3)淖毛湖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6、7、8月，1962— 

2010年降水量总体呈增多趋势，特别是 1991年以后降水 

驴 驴 、—：Z 

明显增多。 

(4)1962--2010年淖毛湖来平均风速、大风出现日数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个别时段由于观测仪器的换型、测站位 

置的迁移、昼夜值守班情况变化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风速资料的比较性。 

(5)20世纪 80年代后沙尘暴天气突然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大风频次和强度显著减弱，降水日数和降水量增加 ，气 

温升高等原因，其次与当地生态环境改善、植被得以增加有 
一 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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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短信，可将各种信息通过文本、图片、语音等载体 

及时快速地传递给农民。农民也可与信息发布者开展互动 

交流。依托手机终端开展气象信息、种植业信息、养殖业信 

息、生产资料信息等农村信息服务，在农民和政府、农民和 

农业专家之间开展互动。 

5．6 电子商务服务 

目前各种专业的农产品交易网站迅速建立。通过农村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电子商务功能可以开展农产品交易、 

市场信息发布、解答农民在农产品流通方面的各类问题，有 

效解决农产品交易难、市场信息获取难、信息发布难等各类 

问题 ，在农产品供求、流通上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促进农民增收。 

6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 

6．1 公益服务与成本补偿机制 

在我国，推动农村信息化的主导者是政府。建设农村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应坚持以社会公益性服务为主、成本差额补偿的原则， 

逐步增强服务平台的造血功能。涉农政策、科技信息等坚持 

公益性服务，在保障公益性服务需求的同时，开展深层次的 

数据分析、咨询决策、个性化服务和网上交易服务等数据加 

工增值服务，促进信息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6．2 组建共享战略联盟 

建立全国农村综合信息资源共享战略联盟，制定信息 

共享战略联盟章程，与政府、高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 

合作组织等建立数据信息共享联盟机制，充分发掘、整合各 

种涉农信息，真正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 

参考文献： 

【1】李道亮．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O1O)lM]．北京：北京理工大 

学出版社 ，2011 

【2】郑昊，杨泓．四川省新农村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Ⅱ】．农业灾害研 

究。2011，1(t)：90—92． 

[3]刘石岭．高校农业信息资源服务“三农”探析 宁夏农林科技， 

2010，51(6)：118，103 

【4J杨立新，王少雨．关于新时期加快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若干思 

考Ⅱ】．软件导刊，2011，(O1)：8—1O． 

[5]高玉兰，杨凤书，张永升 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对策分析 

卟 宁夏农林科技，20ll，52(5)：82-83． 

责任编辑：张杨林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