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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统计学方法，依据中国 ２２个水文站点的资料，作出近 ６０ 年来降水和气温的动态图，对 ２２ 幅图
逐个进行综合评价，并对降水和气温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ａ．中国近 ６０ 年来降水表
现为波动变化，年际间有增有减，各不相同，无统一增减趋势；ｂ．气温变化亦呈波动状态，近 １０ ～２０ 年期间多
数站点气温确有增高趋势，但有些站点却表现为下降趋势，得不出统一变暖的结论；ｃ．从降水与气温的相互
影响来看，在降水多的时段或年份气温偏低，但也有相反情况，因而得不出由于气温升高，降水量统一增加或
统一减少的结论；ｄ．大多数站点降水与气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表明降水与气温的变化还可能分别
受制于某些重大影响因素；ｅ．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对中国 ６０年来降水及气温资料的分析，似乎得不出
全球气候一直变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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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变暖问题，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支持的所谓主流派认为［１］ ：“由于
ＣＯ２ 温室气体造成了近年的气温增高和全球变暖的

严重趋势。”对此，笔者曾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提出异
议

［２］ ，认为：“当今的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气候变化总
过程中的一个波动阶段而非永远的趋势，且其变幅
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 因此，不能断言
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为排放 ＣＯ２ 所致。”时间过
去了 ３ 年，争论仍在继续，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和国
际关系层面，为此，中国工程院组织有关院士主持开
展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暖）的全方位研究，笔者及

其团队参加了这一工作，主要针对气候变化中水文
因素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过程中水文
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面或针对对象，但考虑到
降水是一个较少遭受人类影响的气候因素，而且降
水量在水循环中易为测量，也有较长系列的观测数
据，因此，水文气象动态的研究选取了降水资料，文
章依据此项研究的部分成果撰写而成。
2　站点选择与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能够覆盖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新疆内陆河流域、西藏地区和东北地区具有代
表性的 ２２ 个水文站（点）的常年观测数据，这些站
点是：黄河流域的济南、郑州、西安、呼和浩特、兰州、
西宁，长江流域的南京、武汉、重庆、玉树；新疆内陆
河流域的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和库车；西藏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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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日喀则和林芝；东北地区的漠河、哈尔滨、佳木
斯、沈阳和长春。 其分布如图 １ 所示。

研究中使用了上述 ２２ 个水文站点近 ６０ 年
（１９５１—２００９ 年）的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实测数

据，运用公认的统计学方法，采用数据处理软件
Ｅｘｃｅｌ进行降水量和气温的动态变化分析，采用统计
软件包 ＳＰＳＳ１３．０ 进行降水量和气温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

图 1　所选水文站点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3　1951—2009 年中国（大陆）降水量与气温
的动态变化

　　降水与气温都是气候的主要组成要素。 文章对
所选取的 ２２ 个水文站的年均降水量及气温数据逐
个进行分析。 现以郑州站和沈阳站为例展示其研究
分析过程，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其中，柱状图表示各
年份年均降水量值，散点图表示各年份年均气温值。
曲线①表示年均降水量的变化，曲线②表示年气温
的变化。 并分析如下：

图 2　郑州站降水与气温动态变化图
Fig．2　Dynamic change of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at Zhengzhou Station

图 3　沈阳站降水与气温动态变化图
Fig．3　Dynamic change of precipiation and

temperature at Shenyang Station

１）由图 ２ 可知，郑州站的降水量在 ６０ 年间呈波
动态势，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至 ６０ 年代中期降水量呈
增长趋势，随后开始缓慢减少直至 ９０ 年代中期，之
后的 １０ 年又有增长趋势。 气温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初直至 ２００７ 年，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但较平缓。
气温与降水在近 １０ 年来有共同增加趋势。

２）由图 ３ 可知，沈阳站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降水
相对较多，但逐年呈下降趋势，６０ 年代初变化趋势
转为平缓，直至 ９０ 年代。 近 ２０ 年来略呈减少趋势。
但其气温呈波动性上升趋势，２００５ 年以来有所下
降。 降水与气温之间表现出降水减少气温上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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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增加时降水减少的态势。
为了节省篇幅，将其余站点的降水量与气温变

化以及有关的分析结果一并列入表 １ 中。

表 1　年均降水量、气温动态及两者关系评价表
Table 1　Dynamic of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and relationship evaluation

流域 站名 降水与气温趋势图 降水量变化趋势 气温变化趋势
降水量与

气温关系

黄河

流域
济南

波动较大，趋势线表现为升
→降→升，近 １０ 年来降水
略高于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
代

变化趋势较为平缓，
增幅为 １ ℃，但近 １０
年略有下降趋势

两者之间并

无明显响应

郑州

处于升→平→降→升状态
中，近 １０ 年来有明显的增
加趋势

有缓 慢 上 升 趋 势。
近 ２０ 年来略有上升
趋势， 增 幅 为 １ ～
２ ℃

近 １０ 年 来
有共同上升

趋势

西安
趋势线表现为降→平→升，
１９９８ 年后上升趋势明显

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１９９３ 年后，增幅较为
明显， 升 幅 为 １ ～
２ ℃

降水增加期

间， 气 温 有
所下降

呼和

浩特

呈缓慢下降趋势，但近１０ 年
来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近 ６０ 年气温升高了
约 ３ ℃

略呈现降水

增 加、 气 温
升高的态势

兰州
处于降→平→升状态中，近
年来略有缓慢上升趋势

呈波动性上升趋势，
尤其是 １９９６ 年后气
温上升趋势较为明

显，升幅为 １ ～２ ℃

降水量与气

温之间无明

显响应

西宁
处于降→平→升状态中，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处于上升状态

处于平→升→降状
态，最高气温年份出
现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 年
期间，从 １９９５ 年开
始气温有所下降

降水量增大

期 间， 气 温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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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流域 站名 降水与气温趋势图 降水量变化趋势 气温变化趋势
降水量与

气温关系

长江

流域
南京

２０ 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降水量
变化很小，进入 ２１ 世纪后
略有上升趋势

呈小幅上升趋势，近
１０ 年来气温有所升
高，升幅为 １．３ ℃

略显降水量

增 加、 气 温
亦上升的态

势

武汉

１９５１—１９８６ 年呈下降趋势，
此后 上 升 至 １９９８ 年， 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又呈下降趋势

呈缓慢上升趋势，年
际之间变化较小，近
１０ 年来气温有所上
升，约上升了 ２ ℃

近 １０ 年来，
略显降水量

减 少、 气 温
上升的态势

重庆

沙坪坝

６０ 年以来，降水量趋势线无
明显变化

气温趋势变化较小，
进入 ２１ 世纪略有上
升，约上升了 １ ℃

降水量与气

温之间无明

显响应

玉树 降水量变化较为平缓

呈波动性上升趋势，
近 １０ 年来显著上升
（３．２→５．２ ℃）

降水量与气

温之间无明

显响应

新疆

内陆

河流域

塔城
呈现降→平→升→降状态，
近 １０ 年来有所减少

呈较强的波动性上

升 趋 势， 升 幅 约 为
３．５ ℃

表现出降水

减少年份气

温升高的态

势

乌鲁

木齐

处于降→平→升→降状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期间降水减
少

呈升→平→升状态，
波动较大，近 ６０ 年
来， 气 温 升 高 了

３．２ ℃

略现降水减

少、 气 温 升
高， 降 水 增
加气温则降

低的态势

喀什 降水趋势线几乎呈水平线

呈缓慢上升趋势，近
１０ 年来气温明显升
高，约上升了 ２．６ ℃

降水减少年

份气温有所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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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流域 站名 降水与气温趋势图 降水量变化趋势 气温变化趋势
降水量与

气温关系

库车

呈现降→平→升→降的态
势，近 １０ 年来降水有减少
趋势

变化趋势较小，变幅
小于 １ ℃，近些年略
有下降趋势

降水与气温

之间无明显

的响应

西藏

地区
拉萨

呈升→降→升→降的态势，
近些年来，降水有下降趋势

处于上升状态，近 １０
年 来， 气 温 明 显 上
升， 上 升 幅 度 为

２．８ ℃

近 １０ 年来，
降 水 量 减

少， 气 温 表
现为升高状

态

日喀则
呈升→降→升→降的态势，
近些年来，降水有下降趋势

处于降→平→升的
状态中，近 １０ 年来，
气温明显上升，上升
幅度为 ２．０ ℃

呈现降水增

加、 气 温 下
降或降水减

少、 气 温 升
高的态势

林芝

呈现降→平→升→降的态
势，近些年来，降水有下降
趋势

处于上升态势，近 １０
年 来， 气 温 明 显 上
升，约上升了 ２．０ ℃

与日喀则相

似

东北

地区
漠河

基本呈现降→升→平的状
态，近 １０ 年来未有明显的
变化

常年处于低温状态，
年际间波动较大，近
６０ 年来，气温略有上
升 趋 势， 升 幅 为

０．５ ℃

表现为降水

增多时期气

温升高

哈尔滨 有缓慢下降趋势

呈现显著的上升趋

势，特 别 是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气温升高
了约 ３ ℃

明显呈现出

降 水 减 少、
气温上升态

势

佳木斯 呈缓慢下降态势

呈现显著的上升趋

势，特 别 是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气温升高
了约 ３ ℃

降水减少年

份气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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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流域 站名 降水与气温趋势图 降水量变化趋势 气温变化趋势
降水量与气

温关系

长春 呈缓慢下降态势

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近 ６０ 年以来，气
温升高了约 ２ ℃

呈现出降水

减 少、 气 温
上升或降水

增 加、 气 温
降低的态势

沈阳 呈缓慢下降态势

气温呈现小幅上升

趋势，但近些年来，
气温有所下降

呈现出降水

减 少、 气 温
上升或降水

增 加、 气 温
降低的态势

注：表中所有图例的含义与图 ２ 和图 ３ 相同
　　综合分析表 １，对 ６０ 年来中国大陆地区降水量
和气温动态变化以及二者之关系可有如下认识：

１）黄河流域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有增有减，但趋
势平缓，气温有上升态势，也有下降趋势，譬如西宁
站在 １９９５ 年后趋于下降。 降水与气温的关系有共
同增大的，如郑州站；有降水减少气温升高的，如西
宁站和西安站；也有降水与气温之间无响应关系的，
如济南站和兰州站。

２）长江流域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变化较小，气温
变化幅度也较小（除玉树站外），降水与气温之间无
明显的响应。

３）新疆内陆河流域近 ６０年来降水略有下降趋势，
气温多呈上升趋势，但库车站近年来却略有下降。 乌
鲁木齐站、塔城站和喀什站有降水减少气温升高的态
势，而库车站的降水与气温之间无响应关系。

４）西藏地区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年际间变幅较
大，但整体上无增加趋势。 但近 １０ 年来降水明显减
少，而气温有升高趋势。 表现出降水减少气温升高，
或降水增加气温降低的态势。

５）东北地区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虽年际间有所变
化，但总体上变化较小。 气温多数表现为波动性上
升趋势，但漠河站近些年有下降趋势。 表现出降水
增加气温下降，或降水减少气温升高的态势。
4　降水与气温之间的关系分析

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似乎过分强调了年
均气温的变化，而放松了对其水文因素的研究，甚至
有点“唯气温论”，似乎气温决定了降水的多少。 如

前所述，文章对实际观测资料所作的分析，得出降水
与气温变化的关系有大有小、有正有负的结论。 为
了深化研究，应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上述 ２２ 个站点的降
水量与气温数据作了相关分析，并将所得相关系数
列入表 ２。

表 2　各站点的降水量与气温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in each hydrological station
流域 站点 相关系数

济南 －０．１９０
郑州 －０．１６８

黄河流域 呼和浩特 －０．１７３
西安 －０．２５４
兰州 －０．２１８
西宁 －０．０９０
南京 －０．１７８

长江流域 武汉 －０．０３５
重庆沙坪坝 －０．２１３
玉树 －０．０７３
塔城 －０．３７８倡

新疆内陆河流域 乌鲁木齐 －０．１９８
喀什 －０．２６１倡倡
库车 －０．０６５
拉萨 ＋０．０９０

西藏地区 日喀则 －０．０５８
林芝 ＋０．０３７
漠河 ＋０．０７６
哈尔滨 －０．２７１倡倡

东北地区 佳木斯 －０．３１０倡倡
长春 －０．３２０倡倡
沈阳 －０．２８８倡倡

注：倡表示极显著相关水平（ p ＜０．０１） ；倡倡 表示显著相关水平

（ p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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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可以发现：
１）在 ２２ 个水文站中，除塔城、喀什、哈尔滨、佳

木斯、长春和沈阳这 ６ 个站点外，其余站点的相关关
系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２）降水量与气温之间的相关系数有正有负，尚
未发现气温升高一定会影响降水增加或减少的必然

性。
３）该分析结果与表 １ 的分析结果相符，说明影

响降水的因素众多，有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可能超过
气温。
5　结语

文章通过对中国大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新疆
内陆河流域、西藏地区和东北地区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
和气温的动态变化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

１）中国近 ６０ 年来降水量的变化表现为波动状
态，年际间有增有减，各不相同，看不出统一的增减
趋势。

２）气温在近 ６０ 年来也是波动变化的。 近 １０ ～
２０ 年来多数站点的气温确有增高趋势，但有些站点

却表现为下降趋势，得不出统一变暖的结论。
３）从降水与气温相互关系看，在降水多的时段

或年份气温偏低，但也有相反情况，因而得不出由于
气温升高降水量统一增加或统一减少的结论。

４）降水与气温都是主要的气候要素，综合分析
它们之间的关系，少数站点有相关关系，多数站点无
相关关系。 这种复杂情况可能表明：降水与气温之
间到底谁影响着谁还说不清，它们很可能还分别受
到了其他重大因素的影响，包括共同因素和特殊因
素。 例如季风，青藏高原的地形便对中国的降水具
有重大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尚需深化研究。

５）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对中国近 ６０ 年
来降水及气温的分析，似乎得不出全球气候一直变
暖的结论，也得不出全球降水量一直增加或者减少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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