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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喀什地区所属 缘 个代表性站 50 a 的平均气温、平均最高、平均最低气温、
降水量以及日照时数资料，采用气候趋势系数和气候倾向率方法，对 1961年以来喀什地区
气候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过去 50 a喀什地区各地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最
低气温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原地区降水量的增加出现在夏、秋季，

山区出现在夏季，山区降水量增加趋势比平原地区快，降水量变化的年代际差异较小，年际

差异很大；近 50 a来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年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莎车县、巴楚县、
吐尔尕特年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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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被列全球十大环境问题

之首，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究其原

因，气候变化不仅是气候和全球环境领域的问题，

也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以

及生存空间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的重大

问题 [1-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第 4 次
评估报告（AR4）指出，最近 100 a（1906—2005 年）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依0.18）益[5]。Jones等[6]

研究了全球的降水变化情况，研究表明，20世纪以
来，全球陆面降水增加了大约 1%，在北半球 30毅~
85毅N年降水量增长了 7%~12%，在南半球 5毅~50毅S
增长了 2%~3%，北半球中高纬度降水的增长主要发
生在秋冬季。任国玉等[7]根据全国 726个观测站的
观测记录，分析了近 50 a（1956—2002年）中国日照
时数的变化，发现全国年平均日照时数具有明显下

降趋势，其变化速率为-37.6 h/10 a。袁玉江[8]等研究
发现新疆的气候增暖过程与中国甚至全球的变暖趋

势基本一致，但是在年内变化中冬季升温最为明显，

降水概率有所增加。杨青等 [9] 通过对新疆 1961—

2000年的气候资料的分析，并指出 20世纪 90年代
年平均气温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南疆平均气温偏高

0.6 益，冬季平均气温偏高 1.6 益，其偏高幅度是各
个季节中最大的季节。王娇等 [10]利用新疆 12个站
1951—2000年的月平均降水量资料，得出近 50年
来南疆年降水量平均每年增幅为 0.22 mm，夏季平
均降水量增加最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疆

气候整体趋于变暖，气候变暖在冬季更加明显。本文

通过对平原和山区 缘个代表站 50 a的平均气温、平
均最高、最低气温、降水量以及日照时数变化特征进

行分析，得出喀什地区 50 a的气候变化特征。
喀什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71毅39忆~79毅52忆
E，35毅28忆~40毅16忆N之间。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东北与阿克苏地区的柯坪县、阿瓦提县相连，西北与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图什市、乌恰县和阿

克陶县相连，东南与和田地区的皮山县相连。喀什

地区西部与塔吉克斯坦相连，西南与阿富汗国、巴

基斯坦国接壤；西、南、北三面环山，东面朝塔里木

盆地开口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属温带大陆性干

旱气候。

1 资料及研究方法

选取喀什地区平原和山区 5个代表站，分别是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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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 50 葬喀什地区平原逐年平均气温变化

图 2 近 50 葬喀什地区山区逐年平均气温变化
及其线性趋势

平原偏北地区（喀什）、偏南地区（莎车）、偏东地区

（巴楚）、北部山区（吐尔尕特）、南部山区（塔什库尔

干）的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温、降水量以及日

照时数资料，资料年限为 50 葬。
首先按年、季求出各气象要素的平均值，然后计

算出各气象要素与时间序列段的关系，最后做出以

上各值变化曲线图。

2 分析与结果

2.1 气温

2.1.1 气温年际变化

2.1.1.1 平均气温

近 50 a来喀什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
势（图 1、2、表 1），用线性拟合来看平原地区喀什、莎
车、巴楚升温幅度为 0.26~0.32 益/10 a，相关系数均
通过了信度 0.001的显著性检验，山区吐尔尕特、塔
什库尔干升温幅度为 0.19~0.32 益/10 a，相关系数
分别通过了信度 0.001、0.05的显著性检验；冬季：平
原地区冬季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其升温幅度为

0.43~0.56 益/10 a，高于夏季的增温速度，相关系数
均通过了信度 0.01的显著性检验；北部山区吐尔尕
特冬季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50 益/10
a，相关系数通过了信度 0.01的显著性检验；南部山
区塔什库尔干冬季平均气温略有下降，下降幅度

为-0.08 益/10 a；春季：喀什地区春季平均气温呈上
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21~0.31 益/10 a，平原地区相
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1的显著性检验，山区相关
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5的显著性检验；夏季平均气
温的情况和全年的情况十分相似，平原地区升温幅

度为 0.05~0.19 益/10 a，其中偏东地区巴楚相关系

数通过了信度 0.01 的显著性检验，升温幅度为
0.19~0.15 益/10 a，其中北部山区吐尔尕特相关系数
通过了信度 0.05的检验；秋季：喀什地区秋季平均
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29~0.36 益/10 a，相
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0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平
原地区和北部山区冬季平均气温的升幅最大，升幅

为 0.43~0.56 益/10 a，南部山区秋季平均气温的升

表 1 近 50 葬喀什地区各气象要素的变化趋势和统计检验结果
山区

0.26
0.19
0.34
8.56

-18.79
0.438 5
0.348 6
0.637 2
0.257 5^
0.142 6

塔什库尔干

0.19
0.16
0.29
10.99
33.09

0.601 3
0.449 3
0.766 6
0.238 4^
-0.093 6

吐尔尕特

0.32
0.22
0.38
6.12

-4.48
0.275 7*
0.247 9^
0.507 7

0.276 6*
0.378 8

平原地区

0.29
0.24
0.43
5.60

-30.10
0.648 6
0.496 3
0.757 4
0.192 7

-0.218 0

巴楚

0.28
0.23
0.46
7.19

-33.18
0.712 8
0.509 8
0.847 2
0.269 5^

-0.311 8*

莎车

0.26
0.23
0.37
5.23

-78.03
0.649 9
0.474 1
0.797 1
0.171 1

-0.545 2

喀什

0.32
0.26
0.46
4.38
20.90

0.583 2
0.505 0
0.627 8
0.137 4
0.203 1

气温/（益/10 a）
最高气温/（益/10 a）
最低气温/（益/10 a）
降水/（mm/10 a）
日照/（h/10 a）
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降水

日照

变
化
趋
势

统
计
检
验
结
果

气象要素

注：气象要素显著性水平：̂为 0.10，*为 0.05， 为 0.02， 为 0.01， 为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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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最大，升幅为 0.36 益/10 a。
2.1.1.2 平均最高气温

近 50 a来喀什地区年平均最高气温总体呈上
升趋势，用线性拟合来看平原地区喀什、莎车、巴楚

升温幅度为 0.23~0.26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了
信度 0.001的显著性检验，山区吐尔尕特、塔什库尔
干升温幅度为 0.16~0.22 益/10 a，相关系数分别通
过了信度 0.001、0.10的检验；冬季：平原地区冬季平
均最高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22~0.38 益/
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1的显著性检验，
北部山区吐尔尕特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呈上升趋势，

升温幅度为 0.29 益，相关系数通过了信度 0.05的检
验，南部山区塔什库尔干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呈下降

趋势，下降幅度为-0.13 益/10 a；春季：喀什地区春
季平均最高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17~0.26
益/10 a；夏季：平原偏北地区、偏南地区夏季平均最
高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06 益/10 a~0.20
益/10 a，偏东地区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呈下降趋势，下
降幅度为-0.02 益/10 a，山区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呈
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11~0.13 益/10 a；秋季：喀
什地区秋季平均最高气温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31~0.38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01的
显著性检验；其中平原偏北、偏南地区冬季平均最高

气温的升幅最大，升幅为 0.38~0.38 益/10 a，平原偏
东地区和山区秋季平均最高气温的升幅最大，升幅

为 0.31~0.37 益/10 a。
2.1.1.3 平均最低气温

近 50 a来喀什地区年平均最低气温呈显著的
上升趋势，用线性拟合来看平原地区喀什、莎车、巴

楚升温幅度为 0.37~0.46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
了信度 0.001的显著性检验，山区吐尔尕特、塔什库
尔干升温幅度为 0.29~0.38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
过了信度 0.001的显著性检验；喀什地区各季节平
均最低气温都呈上升趋势，平原地区冬季升温幅度

为 0.54~0.70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01
的显著性检验；山区冬季升温幅度为 0.49~0.11 益/
10 a，其中北部山区吐尔尕特相关系数通过了信度
0.001显著性检验；喀什地区春、夏、秋季升温幅度为
0.22~ 0.46 益/10 a，相关系数均通过了信度 0.01的
显著性检验；其中平原地区冬季平均最低气温的升

幅最大，升幅为 0.54~0.70 益/10 a，山区秋季平均最
低气温的升幅最大，升幅为 0.42~0.50 益/10 a。
分析还表明，喀什平原地区和北部山区年平均

气温的升高，主要是由于冬季气温的升高所致。南部

山区年平均气温的升高，主要是由于秋季气温的升

高所致，对年平均最高气温来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

点。喀什、莎车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升高，主要是由于

冬季最高气温的升高所致。巴楚和山区年平均最高

气温的升高，主要是由于秋季最高气温的升高所致。

喀什平原地区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升高，主要是由于

冬季气温的升高所致。山区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升高，

主要是由于秋季气温的升高所致。

2.1.2 气温的年代际变化

表 2为 1961—2010年期间 5个 10 a平均值，
表中年极差为 TR（冬季）=TM（冬季平均最高气温）-
Tm（冬季平均最低气温），即冬季平均最高气温与冬
季平均最低气温之差；TR（夏季）=TM（夏季平均最
高气温）-Tm（夏季平均最低气温），即夏季平均最高
气温与夏季平均最低气温之差；TR（年）=TM（年平
均最高气温）-Tm（年平均最低气温），即年平均最
高气温与年平均最低气温之差；T（冬季）为冬季平
均气温；T（夏季）为夏季平均气温；T（年）为 10 葬平
均气温。

由表 2可见：淤平原地区、北部山区 20世纪
80、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冬季平均气温、平均最
高、最低气温比 60、70年代偏高，南部山区 90年代
冬季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80年
代、21世纪头 10 a偏高；于平原偏北地区喀什、偏
南地区莎车 21世纪头 10 a夏季平均气温、平均最
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比 60、70、80、90年代偏高，平
原偏东地区巴楚 80、90年代、21世纪头 10 a 夏季
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年代偏高，
北部山区吐尔尕特 80、90年代、21世纪头 10 a 夏
季平均气温比 60、70年代偏高，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夏季平均最高气温比 60、70、80年代偏高，南
部山区塔什库尔干 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夏季平
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80年代偏
高；盂喀什市 21 世纪头 10 a 年平均最低气温比
60、70、80、90年代偏高，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年
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气温比 60、70、80年代偏高，
莎车、巴楚、吐尔尕特 80、90 年代、21 世纪头 10 a
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年代
偏高，塔什库尔干 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年平均
气温、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80年代偏
高。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最高、最低和平均气温

喀什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上升的，从近 10 a的变化
来看喀什地区大部分平原地区和北部山区，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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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或年的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明显高

于 60、70年代，南部山区 90年代冬季平均气温、平
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80年代、21世纪头 10 a
偏高；90年代、21世纪头 10 a夏季和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比 60、70、80年代偏高。其中
无论是平原地区或山区冬季气温差、夏季气温差、年

气温差都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2.2 降水量的变化

喀什地区属于干旱地区，降水分布极不均匀，降

水量偏少，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时间分布差异。由表 3
可见，喀什、莎车、塔什库尔干 21世纪头 10 a的年
降水，是高于 20世纪 60、70、80、90年代的；巴楚 20
世纪 90年代与 21世纪头 10 a的年降水，高于 20
世纪 60、70、80年代的年降水；吐尔尕特 20世纪 90
年代与 21世纪头 10 a的年降水，高于近 50 a来的
其他年代际的降水量；统计结果表明，平原地区年降

水量最大值（191.6 mm）出现在 2010年，最小值
（10.4 mm）出现在 1985年，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181.2 mm，北部山区年降水量最大值（426.9 mm）出
现在 1998年，最小值（139.0 mm）出现在 1976年，最
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287.9 mm，南部山区年降水量最
大值（140.8 mm）出现在 2010年，最小值（20.1 mm）
出现在 1963年，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120.7 mm，这
说明年降水量的年际变率很大。

塔什库尔干

71.2
63.2
70.6
70.5
96.4

吐尔尕特

248.5
206.8
228.0
276.7
270.6

巴楚

37.3
50.6
64.2
70.3
70.3

莎车

41.5
44.3
55.8
60.0
68.1

喀什

60.6
65.3
66.4
60.4
88.5

年份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表 3 各年代的降水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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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温的 10 a平均值/益

TR
13.0
12.3
13.0
13.0
11.6
13.9
13.4
13.6
13.3
13.2
14.4
14.4
14.1
14.0
13.5
12.1
11.9
11.5
11.4
11.5
14.9
14.6
14.3
14.3
14.4

TM
18.1
18.0
18.3
18.5
19.1
18.7
18.6
18.8
18.9
19.6
19.1
19.5
19.5
19.7
20.1
2.5
2.7
2.8
3.0
3.4
10.7
10.9
10.6
11.2
11.2

T
11.7
11.8
11.8
11.9
13.2
11.3
11.6
11.7
11.8
12.5
11.6
11.8
12.2
12.3
12.8
-3.8
-3.5
-3.5
-3.0
-2.5
3.3
3.6
3.4
3.9
3.9

Tm
5.1
5.7
5.3
5.5
7.5
4.8
5.1
5.2
5.6
6.4
4.7
5.1
5.4
5.7
6.6

-9.6
-9.2
-8.7
-8.4
-8.1
-4.3
-3.7
-3.7
-3.1
-3.2

TR
13.9
13.2
14.0
13.8
12.2
14.7
14.3
14.5
14.1
13.5
14.5
14.2
14.2
14.3
13.8
12.0
12.3
11.6
11.3
11.6
14.7
14.4
14.2
14.3
14.0

TM
31.0
31.3
30.9
30.8
31.5
31.9
31.8
31.6
31.4
31.9
32.3
32.6
32.8
32.8
33.0
12.4
13.4
13.0
13.0
13.2
22.0
22.7
22.1
22.7
22.7

T
24.5
24.9
24.3
24.1
25.5
24.3
24.5
24.2
24.0
24.7
24.9
25.1
25.4
25.3
25.6
6.1
6.9
6.5
7.0
7.0
14.7
15.4
14.9
15.5
15.4

Tm
17.1
18.0
16.9
17.0
19.3
17.1
17.4
17.2
17.3
18.3
17.8
18.4
18.6
18.5
19.2
0.4
1.1
1.4
1.8
1.5
7.4
8.3
7.9
8.5
8.7

TR
11.2
10.1
10.6
10.7
9.2

11.7
10.9
11.4
10.9
10.6
13.7
13.3
13.4
12.7
11.5
13.5
12.6
12.6
12.6
12.6
15.3
14.4
14.5
14.4
14.1

TM
2.0
1.1
3.0
3.2
2.5
2.3
1.6
3.3
3.4
2.9
2.4
2.5
3.7
3.5
2.8

-7.5
-8.1
-7.1
-6.9
-6.8
-2.0
-2.6
-2.7
-1.9
-3.2

T
-4.0
-4.4
-2.6
-2.5
-2.4
-4.1
-4.3
-2.8
-2.6
-3.0
-4.9
-4.8
-3.5
-3.3
-3.5
-14.5
-14.6
-13.8
-13.5
-12.5
-9.8
-9.7
-10.4
-9.6
-10.4

Tm
-9.2
-9.0
-7.5
-7.5
-6.6
-9.4
-9.3
-8.1
-7.5
-7.7
-11.4
-10.7
-9.7
-9.2
-8.7
-21.1
-20.7
-19.7
-19.5
-19.4
-17.3
-17.0
-17.1
-16.4
-17.3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喀 什

莎 车

巴 楚

吐尔尕特

塔什库尔干

冬季 夏季 年
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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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50 a年降水量变化看（图 3、4），20世纪
60、70年代降水量偏少，80年代相对偏多，90年代
中期以后呈减少趋势，21世纪头 10 a 呈明显的增
多趋势。年降水量的线性回归计算结果表明：近

50 a间，喀什地区降水量存在明显的增多趋势，平
原地区年降水的增幅为 4.385耀7.191 mm/10 a；北部
山区吐尔尕特、南部山区塔什库尔干年降水的增幅

分别为 10.992 mm/10 a、6.126 mm/10 a，相关系数
分别通过 琢=0.10、琢=0.05的显著性检验；年降水量
波动性较为明显，最多出现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及 21世纪头 10 a，最少
出现在 60年代初期、7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90
年代后期。进入 21世纪以来年降水量的增加较为明
显。对季节降水量变化而言，近 50 a来喀什市除了
春季降水量有微弱的减少趋势外，其他季节降水均

呈增多趋势，莎车、吐尔尕特各季降水量呈明显增多

趋势，塔什库尔干春、秋季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冬、

夏季降水量呈明显的增多趋势。平原地区降水量增

加的主要贡献是夏、秋季，增幅为 0.648耀2.774 mm/
10 a，其中喀什、巴楚秋季降水量相关系数通过 琢=
0.10的显著性检验，山区降水量增加的主要贡献是
夏季，增幅为 4.272耀4.437 mm/10 a，其中塔什库尔
干夏季降水量相关系数通过 琢=0.05的显著性检验。
2.3 日照时数的变化

从年总日照时数曲线（图 5、6）可以看出，5个代
表站有着各自不同的变化特点。莎车、巴楚、吐尔尕

特年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尤其是莎车、巴楚

总日照时数下降明显而迅速，减少速度分别为

-78.04 h/10 a、-33.19 h/10 a，年日照时数相关系数
分别通过了 琢=0.001、琢=0.10的显著性检验；喀什、
塔什库尔干年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增加趋势，增加速

度分别为 20.91 h/10 a、33.091 h/10 a，其中塔什库
尔干年日照时数相关系数通过 琢=0.01的显著性检
验；平原地区 1961—1972年间逐年减少，在 1973—
1980 年间明显增加，1981—2000 年间逐年减少，
2001年之后增加较为显著；山区 1961—1974年间
逐年减少；1975—1988年间明显增加，1988—1992
年间逐年减少，1992年之后增加较为显著。对季节
变化而言，近 50 a来平原地区喀什市除了冬季日照
时数呈减少趋势以外，其他季节均呈增多趋势，莎车

各季节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巴楚除了春季

日照时数呈增多趋势以外，其他季节均呈减少趋势，

吐尔尕特夏、秋季日照时数呈减少趋势，冬、春季呈

增多趋势。塔什库尔干各季节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增

多趋势。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喀什、塔什库尔干

春季日照时数的增幅最多，分别为 12.23 h/10 a、
15.91 h/10 a，其中塔什库尔干春季日照时数相关系

图 3 近 50 a喀什地区平原逐年年降水量变化

图 4 近 50 a喀什地区山区逐年年降水量的变化
及其线性趋势

图 5 近 50 a喀什地区平原逐年总日照时数变化

图 6 近 50 a喀什地区山区逐年总日照时数的
变化及其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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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过了 琢=0.01的显著性检验；莎车、巴楚冬季日
照时数、吐尔尕特夏季日照时数的减幅最多，分别

为-28.65 h/10 a、-14.69 h/10 a、-9.67 h/10 a，其相
关系数分别通过了 琢=0.001、琢=0.05、琢=0.10的显著
性检验。

3 喀什地区与南疆地区气候变化特征的对比

杨青等 [9]通过对新疆 1961—2000 年的气候资
料的分析，指出 20世纪 90年代年平均气温与多年
平均值相比，南疆平均偏高了 0.6 益，新疆的气候变
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与其它季节相比，冬季的

增暖最为显著，20世纪 90年代与多年平均值相比，
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气温偏高了 1.6 益，其偏高幅度
是各个季节中最大的，春、夏、秋季分别升高 0.2，0.1
和 0.4 益; 对于平均最低气温来讲，各季的变化与平
均气温具有基本一致的分布特征，只是偏高幅度更

大。20世纪 90年代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南疆地区冬
季平均最低气温偏高了 1.5 益，春、夏、秋季分别升
高了 0.5，0.2和 0.4 益；平均最高气温的季节变化与
上述基本相同，20世纪 90年代与多年平均值相比，
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偏高了 0.9 益，是偏高
幅度最大的季节。

喀什地区的气温变化与南疆的气温变化相比，

平均气温变化基本一致，对于季节平均气温变化来

讲，南疆地区冬季的增暖最为显著，而喀什地区秋、

冬季增温相当，秋季增温略高于冬季；对于平均最低

气温来讲，喀什地区与南疆地区年、各季平均最低气

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是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最低气

温偏高幅度更大，喀什地区秋、冬季的增暖比其它季

节较为明显；平均最高气温的季节变化与上述基本

相同，即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偏高幅度较大，

喀什地区秋季的增暖比其它季节较为明显。

张家宝[10]指出，南疆 8站 20世纪 90年代年均
降水量比 1961—1990 年的 30 a 平均值偏多
25.0%；王娇等[11]利用新疆 12个站 1951—2000年的
月平均降水量资料，得出南疆平均年降水量 38.69
mm，降水量最多季节是夏季，约 20.16 mm，其次是
春季，约 8.95 mm，秋季约 5.41 mm，冬季降水量最
少，为 4.19 mm左右。其 50 a来南疆年降水量平均
每年增幅为 0.22 mm，夏季平均降水量增加最多，那
么，上述喀什地区的降水量变化与南疆的降水量变

化相比，近 50 a来喀什地区年降水量的增加相当于
南疆年降水量增加的 2倍左右。对于季节降水量来
讲，喀什地区：降水量最多季节是夏季，其次是春季，

但是夏、秋季降水的增幅（0.6耀2.77 mm/10 a）高于

冬、春季降水量的增幅；南疆：降水量最多季节是夏

季，其次是春季，夏季平均降水量增加最多。

4 结论

通过对喀什地区 5个代表站近 50 a 资料的分
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近 50 a来喀什地区气候变暖趋势显著，年
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

平原地区冬季的增暖最为显著，山区冬、秋季的增暖

最为显著；平原偏北地区增温比偏南地区和偏东地

区增温明显。

（2）喀什地区的气温变化与南疆的气温变化相
比，平均气温变化基本一致，对于季节平均气温变化

来讲，南疆地区冬季的增暖最为显著，而喀什地区

秋、冬季增温相当，秋季增温略高于冬季；对于平均

最低气温来讲，喀什地区与南疆地区年、各季平均最

低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是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最

低气温偏高幅度更大，喀什地区秋、冬季的增暖比其

它季节较为明显；平均最高气温的季节变化与上述

基本相同，即南疆地区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偏高幅度

较大，喀什地区秋季平均最高气温偏高幅度比其它

季节较为明显。

（3）近 50 a来喀什地区年降水量的年代际差异
较小，年际差异很大，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原地区

夏、秋季降水量增加最多，山区夏季降水量增加最

多；平原偏东地区降水量增加趋势比偏北地区和偏

南地区明显; 北部山区降水量增加趋势比南部山区
明显。山区降水量增加趋势比平原地区明显。

（4）喀什地区年降水量的增幅（5.60~8.56 mm/
10 a）相当于南疆年降水量增幅（2.2 mm/10a）的 2~
4倍。对于季节降水量来讲，喀什地区：降水量最多
季节是夏季，其次是春季，但是秋季降水的增幅

（2.77 mm/10 a）高于夏、春季降水量的增幅；南疆：
降水量最多季节是夏季，其次是春季，夏季降水量增

加最多。这说明喀什地区与南疆地区降水量变化基

本一致。

（5）近 50 a来喀什、塔什库尔干年日照时数呈
明显的增加趋势，且年日照时数的多寡主要取决于

春季日照时数的多少；莎车、巴楚、吐尔尕特年日照

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莎车、巴楚自 1961年以来，
日照时数下降明显，莎车日照时数减少速度（-78.04
h/10 a）最显著，莎车、巴楚年日照时数的多寡主要
取决于冬季日照时数的多少，吐尔尕特年日照时数

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夏季日照时数的多少。

阿布都克日木·阿巴司等：喀什地区1961—2010年气候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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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ic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Kashi Region during 1961-2010
ABUDOUKERIMU·Abasi1，QIN Rong2，YILIDARJIANG·Tusheng1，XIN Zhifang3

（1.Kashi Meteorological Bureau, Kashi 844000，China；2.Xinjiang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Urumqi
830002，China；3.Hami Meteorological Bureau，Hami 839000，China）

Abstract：The climate change in Kashi since 1961 was analyzed by using climate trend coefficient
and climate tendency rate on the basis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maximum temperature,
minimum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unshine duration in Kashi during recent 50 years from
1961 to 2010. Kashi City, Shache County, Bachu County, Tu’ergate and Tashiku'ergan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bservation st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 obvious increase trend
in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 in Kashi Prefecture over
the past 50 years；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lso showed an increase trend and the precipitation
increase in plain region was mainly contributed by that in summer and autumn while in
mountainous area mainly by that in summer. Plain region showed more increasing than mountainous
area. There was a small variation in the decadal scale and large variation in the annual scal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trend in annual sunshine duration at an increase rate of 20.906h/10a -33.091h/
10a was found in Kashi City and Tashiku’ergan County while an significant negative trend at a
decrease rate of -4.489h/10a ~-78.035h/10a in Shache, Bachu and Tu’ergate over the past 50
years.
Key words：Kashi Prefecture；air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sunshine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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