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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国家气象中心最近整编的中国 740 个站逐日资料,通过对中国温度、降水、湿度、风速、气压这 5 个基本气

象要素变化特征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近 50 a来中国气候变化的一些新特征。得到的新结果有: ( 1)近 50 a来,

全国平均气温在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上升更为明显;西南低温区在 90 年代以后温度也处于上升状态; 夏季的长江

中上游出现明显的降温趋势。( 2)全国平均年总降水量波动略有减少, 但 90 年代以后夏季降水增加明显, 尤其是

长江以南地区,而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显著减少,体现了夏季风的减弱。( 3)全国平均相对湿度的变化和降水相似。

( 4)中国几乎全部地区的风速都在显著减小, 冬、春季和西北西部最明显, 该区 90 年代的年平均风速比 50 年代减

少约 29 %。风速大幅减小主要是由于亚洲冬、夏季风的减弱。( 5)全国平均的海平面气压在增高, 尤其是北方的

冬季,这和中国风速的大幅减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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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IPCC 第 3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全球平均地表

温度自 1861年以来一直在增高, 20世纪增加了 0. 6

0. 2 [ 1]。近百年来中国气候也在变暖, 通过众

多气候学家的努力,对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取得了

大量有价值的结果。

针对温度变化的研究有: 张先恭、李小泉[ 2]首

先对中国百年温度和降水等级进行了研究;丁一汇、

戴晓苏[ 3]对中国近百年来温度变化的研究结果进

行了综述, 王绍武等[ 4]给出了中国近百年温度序

列。他们得到的较一致的结论是: ( 1)近百年来中国

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总趋势基本一致, 全国气温上

升了 0. 4~ 0. 5 , 略低于全球平均的 0. 6 ; ( 2)中

国 20世纪初为冷期,其后逐步回升, 到 1940~ 1949

年间达到最暖, 之后又迅速变冷,且持续到 70年代,

然后再次出现回升。1950年以后,在资料质量大大

提高的基础上, 众多学者[ 5~ 8]对中国短期气候变化

做了更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 近 40 ~ 50 a

来,中国温度变化趋势和全球变暖不完全同步, 北部

普遍增暖,被认为是北半球增温型的一部分
[ 2, 9, 10]

,

而在西南某些地区出现变冷趋势; 冬季增暖是四季

中最明显的。

中国降水变化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王绍武等
[ 11]
曾给出东部 35 个站百年降水序

列,而一些学者[ 12, 13]用各种代用资料研究了西部的

降水情况。陈隆勋等[ 8]和翟盘茂[ 14]对近 40~ 50 a

的中国降水研究表明, 总的来说全国年降水量呈减

少趋势,但西部降水量增长趋势明显,其中最明显西

北为最,而西南一些地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冬季降

水普遍增多;秋季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趋于减少[ 15]。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 对除温度和降水以外

的气象要素的研究比较少,难以概括出完整的中国

区气候变化特征; 同时,有些研究所用的资料和方法

尚需进一步改进, 其中之一是资料的非均一性问

题[ 16]。此外, 世界气象组织建议表征一个变量的多

年平均值时段由原来的 1961~ 1990年变为 1971~

2000年。多年平均值的改变必然造成距平值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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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此得出的气候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针对这些问题, 文中利用 1951~ 2000年 740个

站温、压、湿、风、降水 5 个要素的站点资料, 经过严

格挑选,并进行时间插值、资料格点化和面积权重平

均后, 选用 1971~ 2000年作为多年平均值, 对中国

的温度、降水、相对湿度、气压、风速近 50 a 的变化

情况做了一次全面的分析,由此得出近 50 a来中国

气候变化的特征。实际上,本文是利用更稠密、更长

的资料对近 50 a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更新。

2 资料和方法

文中所用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

资料室中国 740个测站 1951~ 2000年的逐日降水,

日平均温度,相对湿度,海平面气压资料和中国 729

测站 1951~ 2000年的逐日 4次风向、风速资料。

2. 1 资料预处理

首先剔除资料长度不够的站: 计算各站多年平

均的年总降水量, 以大于 400 mm 的站为东部站,小

于 400 mm的站为西部站,西部站点全部保留, 东部

资料长度不足 20 a 的站点被剔除, 剩余 687 个站点

(风速资料为 686个站)用于本文的研究(图 1)。其

次,若某缺测值前 3 d和后 3 d的记录都齐全,则对

该缺测值进行埃特金 7 点插值。插值后, 若一个月

累计缺测达 5 d以上,该月不参加计算;一年累计缺

测达 30 d以上, 该年不参加计算。最后, 在对各要

素的月、年平均值进行检查时发现, 各站 1951 ~

1953年气压测值异常偏小,而同时期相对湿度测值

又异常偏大, 因此该段时期的气压和相对湿度值删

除。风速日平均值为一日 4次的算术平均值。

图 1 站点资料长度(单位: a)和分区(见左下角插图)

( 1.东北, 2.华北, 3.长江中下游, 4.华南, 5.高原, 6.西南, 7.西北东, 8.西北西)

Fig. 1 The length of each station s series ( Unit: a) and 8 sub- regions

( see insertes diagram in lef t bot tom corn er; 1. Northeast China, 2. North China,

3. M id lower Yangtz e basins, 4. South C hina, 5. Tibetan plateau, 6. Southwest China,

7. Eastern Northwest China, 8. Western Northw est China)

2. 2 分 区

为了详细研究中国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特征,

大致按气候区将全国分为 8区(图 1左下角)。图中

斜线以及位于 120 E 的竖线基本沿多年平均年总降

水量的 400 mm等值线,这大致是干旱/半干旱区与

湿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据此利用位于 107. 5 E的

竖线将全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则按中国夏季

风雨带的推进过程划分为 4个区, 考虑到华南前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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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发生范围, 将广西归到华南区。西部, 位于

97. 5 E的竖线大致沿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交界

线,使云南、贵州、四川 3省尽量包含在西南区中; 位

于 102. 5 E 的竖线为西北地区降水增加区域和减少

区域的分界线[ 17]。

2. 3 方 法

主要讨论各要素的长时间序列及变化趋势(线

性拟合及二次多项式拟合) ,利用时间与距平值之间

的相关系数对变化趋势进行显著性检验。

四季划分春季为 3~ 5月,夏季为 6~ 8月,秋季

为 9~ 11月,冬季为 12月~ 次年 2月。中国及 8区

的平均参考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 Jones网格面积

加权平均法。首先将站点资料格点化: 将中国区按

经纬度划分为 2. 5 2. 5 的 176个格子, 分别将每

个格子里所有站点的逐年、逐季距平值进行算术平

均得到每个格子的逐年、逐季距平值。然后用下列

公式对所需区域进行面积加权平均,得到该区域逐

年、逐季节距平值。

T k =

n

i= 1

cos i T ik

n

i= 1

cos i

T ik : 第 i 个网格第 k 年相对于 1971~ 2000年平均

的距平值, T k : 某区域第 k 年相对于 1971~ 2000

年平均的距平值, n: 格点数, i :第 i 个网格所在的

纬度。

3 分析和结果

3. 1 气温的变化

气温和降水是过去研究较多的两个气象要素,

利用新的 740个站资料, 除了验证过去得到的主要

结论外,还进一步分析,得到了几个较新的结果。验

证的主要结论有: ( 1)近 50 a来,中国增温趋势非常

明显, 20世纪 90年代升温最剧烈。( 2)北方比南方

增温明显; 冬、春季节比夏、秋季节明显, 冬季最明

显。为节省篇幅, 以下只讨论得到的新结果:

( 1)中国各区的温度几乎全都呈上升趋势, 只有

长江中下游夏季是负趋势(图 2) ,线性趋势系数为

- 0. 4 / 100 a。1967 年以前以温度正距平为主,

之后,正负距平值交替出现,大致成准 2 a振荡。进

一步的分析发现, 夏季整个长江流域都呈负趋势,面

积广大,变化明显,并在春季和全年的长江中游也都

出现了降温中心。

图 2 1951~ 2000 年温度距平时间序列

( a 全国和长江中下游夏季, b.高原区( 35~ 40 N, 85. 0~ 95. 0 E)和西南区;单位: )

F ig. 2 T ime series and linear trends of temperature anomaly from 1951 to 2000

( a. China, JJA in Mid low er Yangtze basins, b. the area of 35~ 40 N,

85. 0~ 95. 0 E, Southw est China; Un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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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原东北部地区有一明显的升温中心,位置

大约在 35~ 40 N, 85. 0~ 95. 0 E。该地区平均的升

温趋势为 3. 3 / 100 a (图 2) , 远远高于同纬度地

区,虽然其中心值超过 8. 0 / 100 a,但因该地区站

点稀少,这种大幅的升温能否代表整个区域的状况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3)对于备受关注的西南降温区(图 2) ,从 1951

年开始温度不断下降, 至 20世纪 70年代后期降至

最低,其后缓慢升温,到 90年代以后,也有了大幅的

升温。说明近十几年来, 西南区的降温现象已变得

不那么显著了。

3. 2 降水的变化

740个站的降水分析验证了过去得到的几个结

论: ( 1)从 1951年以来,中国年降水略有减少; ( 2) 10

a尺度振荡特征明显, 变化的大值区集中在长江以

南; ( 3)以长江为界的南涝北旱分布型式清楚; ( 4)西

北西部从 1986 年开始雨量增加明显, 最多增加了

40~ 50 mm。

通过分析还得到了如下新结果(图 3) : 中国全

国平均的夏季降水呈上升趋势, 尤其在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了降水大幅增加的现象, 最明显是长

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和西北西区。长江中下游区的

降水从 1951年开始减少, 1978 年前后降至最低,之

后持续增加;西南区在 1975年以前年际变化非常明

显,而在此之后, 以年代际变化为主; 西北西区的降

水在 1987年之后有了明显增加。3个区在 90年代

都以降水的正距平为主。在各区中, 华北的降水减

少趋势最明显,尤其是夏季,不少学者揭示了这种现

象,并指出这和华北降水的年代际变化有关[ 18]。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夏季降水形成了南方增加,北方减

少的变化形式,反映了夏季风的减弱。

图 3 1951~ 2000 年夏季降水距平的时间序列

( a.全国和长江中下游, b.西北西部和西南;单位: mm)

F ig. 3 T ime series and linear tr ends o f summer precipitation anomaly from 1951 to 2000

( a. China and Mid low er Yangtze basins, b. Western Northwest China and S outhw est China; Unit : mm)

3. 3 相对湿度的变化

从每 10 a 间的年平均相对湿度差值分布 (图

略)可见, 相对湿度和降水一样也具有准 10 a 振荡

周期。最近 10 a 间, 西北和高原的增湿很显著, 特

别是高原中部,相对湿度增加的中心值达5 % ,且正

负中心的分布形式和降水的南涝北旱对应得很好。

结合前面已讨论过的从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

西部温度持续升高,降水显著增加等结果可见: 正如

施雅风等[ 17]指出的,中国西北气候正在由暖干向暖

湿转型。并且从本文分析看,不仅是西北,几乎整个

西部都变得暖湿。

仔细分析全国及区域平均的相对湿度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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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全国平均的年平均相对湿度近 50 a 来略呈减小

趋势(图 4a)。并且,从 8个区的情况来看也与降水

变化相差不大。相对湿度呈上升趋势的是高原(图

4b)和西北西区,这 2个区主要是在 20世纪 80年代

末期和 90年代增湿显著;而下降趋势最明显的区域

是东北区,其趋势系数为- 5. 7 %/ 100 a, 其次是西

北东区、华北区也表现出下降趋势;余下的 3个区没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一般为持平或略有下降趋势。

从表 1可见, 中国春季和冬季相对湿度减小,而

夏、秋季增大,但趋势都不明显。各区的四季以相对

湿度减小为主,北方的减湿比南方显著,东北、华北

和西北东区四季都是负趋势,东北区的秋、冬季通过

了信度检验。西部的增湿比东部明显,高原春、秋、

冬 3个季节,西北西部夏、秋季的正趋势都通过了信

度检验。长江中下游夏季的增湿非常显著,和该地

区降水增加是相对应的。

图 4 1954~ 2000年年平均相对湿度距平的

时间序列和线性趋势

( a. 全国, b. 高原, c. 东北;直线为线性趋势(下同) ,单位: % )

F ig. 4 T ime series and linear trends of annual relative

humidity anomaly fr om 1954 to 2000

( a. China, b. Tibetan plateau, c. Northeast Ch ina; The thick l ines

indicate the linear trend(same as the following figures) ; U nit : % )

表 1 相对湿度距平的线性趋势系数(单位: % / 10 a)

T able 1 L inear trends coefficient of relativ e humidity anomaly ( Units: % / 10 years)

区域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全国 - 0. 02 0. 08 0. 04 - 0. 20 - 0. 03

东北 - 0. 50 - 0. 20 - 0. 80* - 0. 80* - 0. 60*

华北 - 0. 20 - 0. 20 - 0. 30 - 0. 60 - 0. 30

长江中下游 - 0. 40 0. 40* 0. 20 - 0. 004 0. 01

华南 0. 07 - 0. 06 - 0. 09 0. 20 0. 01

高原 1. 20* - 0. 10 0. 80* 1. 00* 0. 70*

西南 0. 30 - 0. 10 - 0. 10 - 0. 05 - 0. 01

西北东 - 0. 50 - 0. 40 - 0. 20 - 0. 40 - 0. 40*

西北西 0. 20 0. 70* 0. 60* - 0. 30 0. 30*

* 通过 0. 05的信度检验(下同)

从近 50 a中国相对湿度的变化看, 与降水有很

多相似之处,相对湿度和降水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降水是相对湿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同时, 相

对湿度又是降水的一个主要条件。

3. 4 风速的变化

在各种气象要素中, 风速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

的,但对它的研究一直较少,下面就此进行详细的讨

论。就每 10 a 的变化来说(图略) , 20世纪 60年代

和 50年代相比, 新疆西北、华中和华北局部风速增

大,其余地区减小。70年代以风速增大为主, 尤其

是青藏高原, 其中部的正值中心达 1. 2 m/ s。而 80

年代几乎风速都减小了,只有高原西南角略有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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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0 a还是以风速减小为主,中东部地区略有增

大,负值中心位于高原东北部, 小于- 1. 4 m/ s。风

速的变化,北方比南方大,西部比东部大。通过计算

发现, 90年代和 50年代相比, 全国平均风速减小了

约16 % ,减小最显著的西北西部, 减小了近 29 % ,

幅度非常大。

全国及 8区的风速变化趋势如图 5所示, 中国

年平均风速的变化经历了 3 个阶段, 从 1956 年开

始,风速缓慢减小, 到 1966 年左右,突然增大, 距平

值约为 0. 3 m/ s,然后又缓慢减小, 到 1984年, 距平

值由正数变为负数, 并持续减小到 2000 年。8个区

的变化也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中以西北西区最

为明显, 线性趋势系数达- 1. 7 m/ s 100 a, 其次是

西北东区, 有人认为这种风速的减小与中国北方沙

尘暴发生频率的减少有密切关系;西南区和高原区

风速变化的波动性较其他区大, 而风速减小趋势较

其他区不明显, 以后者为最, 趋势系数仅有- 0. 3

m/ s 100 a; 其他区相差不大, 趋势系数约为- 1. 0

m/ s 100 a。

从表 2也可看出, 近 50 a来中国风速的减小是

非常明显的, 大部分线性趋势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四季的风速都减小了, 尤其是冬季,这与中国寒潮发

生的频率减小, 强度减弱密切相关。而后者又与全

球系统尤其是冬季显著增暖现象有直接关系。

Wang[ 19]指出: 亚洲夏季风自 20 世纪 70年代末就

开始变弱。通过对比冬、夏季间风速的线性趋势系

数发现:冬季风速的减小趋势远大于夏季风速, 北方

的减小趋势远大于南方。冬季风的减弱似乎比夏季

风还明显,而冬、夏季风的减弱正好揭示了中国年平

均风速减弱的物理内涵。

图 5 1954~ 2000年年平均风速距平的时间

序列和线性趋势

( a. 全国, b. 西北西, c. 西南;单位: m/ s)

Fig. 5 T ime series and linear tr ends of annul wind

speed anomaly fr om 1954 to 2000

( a. China, b. Western Northw est China,

c. Southw est China; Unit : m /s)

表 2 风速线性距平的趋势系数(单位: m/ s 100 a)

Table 2 Linear trends coefficient of wind speed anomaly ( Units: m/ s 100 years)

区域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全国 - 1. 2* - 0. 8* - 1. 0* - 1. 4* - 1. 1*

东北 - 1. 6* - 0. 6* - 1. 0* - 1. 7* - 1. 2*

华北 - 1. 6* - 0. 5* - 0. 9* - 1. 9* - 1. 2*

长江中下游 - 1. 3* - 0. 8* - 1. 1* - 1. 7* - 1. 2*

华南 - 1. 0* - 0. 4* - 1. 1* - 1. 4* - 1. 0*

高原 0. 1* - 0. 07 - 0. 5 - 0. 6 - 0. 3

西南 - 0. 4* 0. 8* - 0. 3* - 0. 6* - 0. 4*

西北东 - 1. 7* - 0. 8* - 1. 1* - 2. 0* - 1. 3*

西北西 - 1. 8* - 1. 8* - 1. 6* - 1. 5* - 1. 7*

2332期 王遵娅等:近 50 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特征的再分析



3. 5 海平面气压的变化

10 a平均海平面气压的差值分布(图略)表明。

海平面气压的变化不明显,而且局地性很强。20世

纪 50~ 60年代,新疆西北有 1个大正值中心, 最大

值超过 18 hPa,长江以北为弱负值带; 70年代,比较

明显的变化是青藏高原东部到东北部气压都下降

了,内蒙以南的小部分地区气压略有升高; 80年代,

新疆西北有 1个小的负中心, 西北中部为较大的正

值区, 且高原东北部的正值中心也比较清楚; 从 80

年代到 90年代, 只有高原东北地区的增压较明显。

该地区自 80年代以来海平面气压就持续升高,正好

和此处温度的大幅增加,风速的明显减小相对应。

从 1954年以来全国平均的年海平面气压(图

6) ,略呈上升趋势。从各个时间序列可见(图略) ,海

平面气压变化很小, 各年的距平值最多不超过 4

hPa。四季的逐年距平正负值交替出现, 没有明显

的波动周期。夏季和冬季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其次

是秋季,春季几乎既不升高也不降低。从 8个区的

情况来看,西南区的上升趋势最明显,其线性趋势系

数为 2. 0 hPa/ 100 a,华南区是唯一一个下降趋势较

明显的区,趋势系数为- 1. 5 hPa/ 100 a。

图 6 1953~ 2000年年平均海平面气压距平

的时间序列和变化趋势

( a. 全国, b. 西南, c. 华南;直线为变化趋势,单位: hPa)

F ig. 6 T ime series and linear trends of annul sea

level pressure anomaly from 1954 to 2000

( a. Ch ina, b. Southw est China, c. South China; Unit : HPa)

四季的变化趋势(表 3)总体上以增大为主, 夏

季和冬季比较明显, 尤其是北方的冬季。中国大陆

气压的增加可能使得冬季和西伯利亚高压的气压差

减小,因而与风速大幅减小有关。

表 3 海平面气压距平的线性趋势系数(单位: hPa/ 100 a)

Table 3 L inear tr ends coefficient o f sea level pr essure anomaly ( Units: hPa/ 100 years)

区域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全国 - 0. 16 1. 10* 0. 69 0. 93 0. 73*

东北 - 2. 10 0. 10 - 1. 30 0. 30 - 0. 75

华北 - 0. 02 2. 20* 0. 60 2. 60* 1. 20*

长江中下游 0. 73 2. 60* 1. 40* 1. 70 1. 30*

华南 - 1. 70* - 0. 50 - 0. 20 - 0. 60 - 1. 50*

高原 - 1. 30 1. 00* 0. 50 0. 50 - 0. 30

西南 1. 50* 2. 40* 2. 40* 2. 80* 2. 00*

西北东 1. 20* 1. 80* 0. 80 2. 10* 1. 00*

西北西 1. 20 1. 30 0. 50 - 0. 30 0. 60

234 气 象 学 报 62 卷



4 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 50 a 来降水、温度、湿度、风

速和海平面气压的变化情况的详细分析, 可得出以

下结论:

( 1) 近 50 a中国温度显著升高, 90年代增温最

强。西南地区到 80年代末也出现大幅升温。特别

要指出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夏季降温现象,

整个长江流域都出现温度负趋势,此现象在全国升

温的大背景下很值得关注。

( 2) 近50 a中国降水略有减少,但近十几年来,

夏季降水明显增加, 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

区和西北西部地区。而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减少趋势

明显,体现了夏季风的减弱。有明显的 10 a尺度振

荡特征,和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的降水存在准 11 a

周期相吻合。90年代南涝北旱分布形式非常清晰。

高原的降水增加在 8个区里最显著。

( 3) 中国近50 a的相对湿度变化和降水变化情

况比较相似,略呈下降趋势,但夏季的增湿还是比较

明显的, 主要增湿期处于 20世纪 80年代末以后。

具有准 11 a振荡周期, 清楚地反映了 90 年代的南

涝北旱形式。高原和西北西部地区的增湿明显, 而

东北、华北和西北东部都在减湿。结合温度和降水

变化,还可以发现,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和高原地

区在 90年代以后开始变暖湿,而东北、华北变暖干。

( 4) 近 50 a,中国风速减小的趋势非常显著,全

国平均风速约减小了 16 % ,减小最显著的西北西部

约 29 %。四季风速均大幅减小, 尤其在冬、春季。

中国风速减小的实质是亚洲冬、夏季风的减弱。风

速,特别是冬、春季的风速减小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近

年来沙尘暴的发生、发展情况,因此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

( 5) 中国海平面气压变化总的来说是增大的,

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这样的变化可能和中国风速的

大幅减小有关。

( 6)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小范围区域, 其

温度升高,降水增加,气压升高和风速减小的情况从

全国看来都是尤为显著的。这种变化是否是资料引

起的虚假中心? 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机制引起的这

种变化, 这样的变化是否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有指示

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吴迅英高级工程师和国家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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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Robert T Watson , Dan iel L Albrit t on , Terry barker , et al . Climate change 2001: Synthesis Repor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46

2 张先恭,李小泉. 本世纪中国气温变化的某些特征. 气象学报, 1982, 40( 2) : 198~ 208

3 丁一汇,戴晓苏. 中国近百年来的温度变化. 气象, 1994, 20( 12) : 19~ 26

4 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 近百年中国气温序列的建立. 应用气象学报, 1998, 9( 4) : 392~ 401

5 李克让,王维强. 近四十年来中国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 地理研究, 1990, 9( 4) : 26~ 37

6 林学椿,于淑秋. 近 40年中国气候趋势. 气象, 1990, 10: 16~ 21

7 屠其璞. 中国气温异常的区域异常特征研究. 气象学报, 2000, 58( 3) : 288~ 290

8 陈隆勋,邵永宁,张清芬等. 近四十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初步分析. 应用气象学报, 1991, 2( 2) : 164~ 173

9 IPCC. 1990: Climate Change : The IPCC scient if ic assessment. In:Houg J Tuton, Jenkins G J, Ephraums J, eds. 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5 pp

10 Jones P D, Briff a K R. Global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variat ion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rt 1, Spat ial, t emporal and seasonal details.

Holocene, 1992, 2( 2) : 165~ 179

11 王绍武,龚道溢. 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 自然科学进展, 2000, 10( 4) : 325~ 332

12 丁一汇,王守荣. 中国西北地区气候与生态环境概论.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1. 1~ 204

13 孙国武. 中国西北干旱气候研究. 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7. 1~ 384

14 翟盘茂. 中国降水极值变化趋势检测. 气象学报, 1999, 57( 2) : 208~ 216

15 王绍武,董光荣. 中国西部环境特征及其演变. 见: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一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29~ 70

16 Jones P D, Groisman P Ya, Coughlan M, et al. Assesssment of urbanizat ion effect s in t ime series of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over land. Nature,

1990, 347: 169~ 172

17 施雅风主编. 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3. 124pp

18 陆日宇. 华北夏季不同月份降水的年代际变化. 高原气象, 1999, 18: 509~ 519

19 Wang Huijun. T he w eaken ing of the Asian monsoon circulat ion after the end of 1970 s. Adv Atmos S ci, 2001, 18: 376~ 386

2352期 王遵娅等:近 50 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特征的再分析



AN UPDATING ANALYSIS OF THE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IN RECENT 50 YEARS

Wang Zunya

( Depar tment of A tmospher ic Sciences , NIM , Nanj ing 210044)

Ding Yihui

(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 Beij ing 100081)

He Jinhai

( Depar tment of A tmospher ic Sciences , NIM , Nanj ing 210044)

Yu Jun

( Chinese Meteor ological Ad ministr ation, Beij ing 100081)

Abstract

Some new featur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in recent 50 years are shown by invest igat ing the charac

terist ics of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 ion, relative humidity, w ind speed and sea level pressure based

on the 740 stat ions daily data in China, w hich is the most complete station data set in China processed by Na

t ional M eteorological Center recent ly.

T he new findings includes: ( 1)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the w hole country has been increasing most ob

viously since 1980 s in recent 50 years. Also, the temperature in Southw ester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90 s after a long term low temperature period. How ever, the temperature in Upper middle Yangtze basins

shows the decreasing t rend evident ly in summer. ( 2) Total amount of rainfall in China has the slight decreasing

trend. How ever, the precipitation in summer has increased signif icantly, part icularly in the south of Yang tze

River and since 1990 s. At the same t ime, precipitat ion in North China has decreased greatly. These variat ions

imply that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has w eakened. ( 3) The change of relative hum idity in the w hole coun

try is sim ilar w ith that of precipitation. T aking account of the change i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 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West China is becoming w armer and w et ter, especially in Northw est China. ( 4) Wind speed has de

creased evident ly in the w hole China, especially in w inter and Western Northw est China, w here average wind

speed decreased by 29% or so, comparing the w ind speed in 1990 s and in 1950 s. The evident w ind speed s

decrease is associated w ith the w eakening of East Asian w inter monsoon. ( 5) Average sea level pressure has been

get ting higher in China, part icularly in North China in w inter. This kind of change is probably relat ive to wind

speed s great decrease. ( 6) There is a special area on T ibetan plateau situated at 85. 0- 95. 0 E and 35- 40 N,

w here temperature, precipitat ion and sea surface pressure has increased, w hereas, w ind speed decreased which is

most evident in china. It is worth to study further w hat caused the great chang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Relat ive hum idity, Sea level pressure, Wi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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