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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全球大幅度变暖 , 水循环加快 , 增强降水和蒸发 . 中国西北部从 19 世纪小冰期结束以来 100 a

左右处于波动性变暖变干过程中. 1987 年起新疆以天山西部为主地区 , 出现了气候转向暖湿的强劲信

号 , 降水量、冰川消融量和径流量连续多年增加 , 导致湖泊水位显著上升、洪水灾害猛烈增加、植被改

善、沙尘暴减少. 新疆其他地区以及祁连山中西段的降水和径流也有增加趋势. 这样气候转型前景如

何 , 是仅为年代际波动还是可发展为世纪性趋势 , 是只限于天山西部还是可能扩及整个西北以至华北.

从引用现有区域气候模式预测 , 对径流变化模式预测和相似古气候情景的讨论 , 认为转向暖湿的趋势

可以肯定 , 但目前尚不能确切预测转型扩大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变化的速度和程度.

关键词 : 气候转型 ; 信号 ; 影响 ; 前景 ; 西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 : P467 　　文献标识码 : A

1 　前言

全球大幅度气候变暖 , 势将导致海洋与陆地水

体蒸发和大部分海洋和陆地降水增加 , 冰川消融增

强 , 河川径流量扩大 , 洪水灾害加剧 , 干旱区可能

缩小. 现行气候模式模拟的降水变化是北半球高纬

度、中纬度和多数赤道地区降水增加 , 但副热带地

区降水减少 , 降水变化最大地区是高纬度和若干赤

道区域、东南亚洲[1 ] . 据 Tucker 与 Nicholson 应用卫

星数据和地面降雨资料认为撒哈拉萨赫勒地区

1984 年是本世纪最干旱的一年 , 植被指数最低 , 沙

漠扩展到9 980 000 km2 , 1985 —1997 年条件有所改

善 , 1997 年年降雨量低于 200 mm·a - 1的沙漠面积

减少为8 930 000 km2 , 即减少了 12 % , 这与媒体报

道撤哈拉沙漠年复一年向南扩展的宣传相反[2 ] . 近

年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北部降水量增长趋势明显[3 ] ,

但在和蒸发增长平衡后 , 是否西北气候已出现由暖

干向暖湿转变迹象 , 需要具体深入的探讨.

2 　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假说的提出

2. 1 　20 世纪的暖干气候

我国西北地区从 19 世纪末冷湿的小冰期结束

以来 100 a 左右时间处于波动性变暖变干气候环境

下 , 至 80 年代中段天山和祁连山东段分别升温

113 ℃和 110 ℃,而年降水量减少 50～65 mm 和 70

～85 mm[4 ] , 树木年轮研究指示 , 1920 —1978 年间

北疆降水负距平达 - 11. 8 %[5 ] . 近 50 a 实测记录 ,

中国西部以 012 ℃·(10 a) - 1趋势升温 , 特别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升温迅速 , 近 50 a 新疆北部升温

更高达 114 ℃[6 ] (图 1) , 远高于近百年全球平均升

温 014～018 ℃. 1951 —1989 年间新疆和华北明显呈

现降水减少趋势 ,而西北东部 (陕、甘、宁、青)不明

显[7 ] , 西北地区 53 条河流出山径流在 20 世纪 50～

80 年代呈现波动下降[8 ] (图 2) . 青海湖水位从 1908

年的海拔3 205 m 至 1986 年的海拔3 193. 78 m , 水

位下降了 11122 m , 更明确地揭示了暖干趋

势[9 ] . 结合灌溉用水的增加 ,西北所有内陆湖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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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西部 1951 —1999 年升温趋势[6 ]

Fig. 1 　Variation of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for 1951—1999 in Western China [6 ]

图 2 　1950πs —1980πs 西北地区河流径流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8 ]

Fig. 2 　River runoff change with slowing down trend for 1950πs —1980πs in Northwest China[8 ]

呈现大幅萎缩趋势 , 尽管有年代际的干湿波动 ,但

20 年代的大旱和 60 年代的变干具有北半球全球性

质[10 ] , 严中伟等指出 20 世纪 60 年代从北非经印度

西北部 , 中国到日本宽阔的变干带南北各有一降水

增加带存在[11 ] .

2. 2 　20 世纪末出现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信号

80 年代后期新疆气候出现变干中止而趋向变

湿的记录 , 主要是位于盆地边缘绿洲中的气象测站

观测到 : 1987 —1996 年间北疆平均年降水达 229

mm , 分别比前两个 10 a (1967 —1976 年 , 1977 —1986

年) 分别增加 1612 %和 1810 % ,南疆平均年降水达

95 mm , 比前两个 10 a 增加 2312 %与 3011 %[12 ] , 估

计缺乏观测记录的山区降水增加更多. 结合冰川融

化加剧 , 塔里木河的 6 源流总径流量的趋势在 1987

年后呈增加 (图 3a) ,尤其是塔里木河主源阿克苏河

平均年径流量在 60～80 年代为 7117 ×108 m3～7313

×108 m3 , 90 年代增加至 84142 ×108 m3 , 其中 1998

年达到 101154 ×108 m3[13 ] , 天山北坡玛纳斯河 90 年

代径流也突出增加[14 ] (图 3b) . 在山区径流量大幅

度增加条件下 , 若干湖泊从多年水位下降情况下 ,

超越灌溉用水及蒸发增加耗水 , 转为湖面上升和扩

大 , 最显著地是中天山的博斯腾湖 (图 4) . 该湖每

年尚需输水数亿方给孔雀河 , 但在 1987 —2000 年间

水位上升 315 m , 达到 1956 年丰水期水位高度 , 湖

泊面积也由 880 km2 , 增加到1 000 km2 , 补给该湖的

开都河焉耆站径流量快速增长 , 由 1987 年的 28115

×108 m3 , 连年增加至 2000 年的 4114 ×108 m3 , 成为

博斯腾湖水位上升的直接原因[15 ] . 天山西段北麓

的艾比湖在 1950～1987 年间 , 湖泊面积自1 070 km2

收缩至 500 km2 , 其后补给径流快速增加 , 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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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面积增长至 800 km2 [15 ] . 其余如吐鲁番盆地的

艾丁湖 , 西天山的赛里木湖水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扩

大 , 干枯了多年的玛纳斯湖和台特马湖也有洪水注

入. 内陆湖泊的水位变化是降水量、径流量与蒸发

量平衡的结果. 50 年代以来干旱区湖泊干枯原因虽

与气候变干有关 , 但更大因素是农田扩大、灌溉用

水激增 , 减少了入湖水量的结果. 1987 年以来连续

十多年的降水径流增加 , 超过蒸发与人为用水增

加 , 迫使我们考虑 , 气候已从暖干向暖湿转型 , 而

中国天山西部发出了气候转型的强劲信号. 现在看

来气候转型首先出现在西风环流降水区 , 天山南北

和祁连山中西段的降水径流均有增加 , 零碎讯息传

来中亚咸海与巴尔喀什湖水位上升 , 如咸海水位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急剧下降 , 以后阿姆河、锡尔

图 3 　新疆南疆塔里木河 6 源流出山年总径流 (a)

和天山北坡玛纳斯河 (b)年径流变化[13 ,14 ]

Fig. 3 　Annual runoff variations of 6 sources rivers (a) of

the Tarim River in southern Xinjiang and Manas River (b)

on the northern slpo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13 ,14 ]

图 4 　新疆中天山博斯腾湖水位变化[15 ]

Fig. 4 　Fluctuation of lake level over past 50 a

for Lake Bosten in Xinjiang[15 ]

河水量增加 , 1994 年起开始缓慢上升[16 ] ;巴尔喀什

湖水位于 1987 年较 70 年代初下降了 215 m , 1988

年接纳河水增加 , 水面抬升了 69 cm[17 ] . 但是中国

西北的东部季风降水区的青海湖水位仍在持续下降

中 , 祁连山东段石羊河径流量也在继续减少.

2. 3 　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影响

气候转型的降水量增多地区非常有利于植被繁

茂生长 , 旅行中可以看到初级生产力草地一片葱

绿. 马明国等利用 NOAA2CHAIN 处理的 1990 年和

1999 年 7 月和 8 月的 AVHRR 资料所获得的 NDVI

结果表明 ,90 年代西北植被覆盖普遍减小 , 土地沙

化和荒漠化严重 , 但在天山西部、伊犁河流域、新

疆北部、青海南部等地区近 10 a 来出现植被覆盖明

显增加[18 ] . 植被改善有利于降低沙尘暴的发生 , 乌

鲁木齐、和田、七角井、兰州、张掖、民勤、西宁、

银川、延安 9 个地点的不同年代统计 , 90 年代

(1991 —1998 年)沙尘暴日数远远小于前 4 个年代 ,

如甘肃民勤 , 50、60、70、80 年代分别达 4413 d、

3015d、3913 d 和 3017 d , 而 90 年代只有 1118 d , 张

掖前 4 个年代分别为 1816 d、2116 d、2013 d、1018

d , 而 90 年代激减为 411 d , 和田前 4 个年代分别为

3611 d、3215 d、31 d、26 d , 90 年代降为 1516 d[19 ] .

日本学者 Yoshino 的分析也获得同样的结果 (图

5) [20 ] . 沙尘暴是冷空气入侵引起的大风和地表裸

露程度提供沙尘源的共同产物 , 以 80～90 年代比

60～70 年代 , 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大于 8 级大风日数

分别降低 2117 %和 5711 % , 平均最大风速降低了

1615 %与 26 %[21 ] , 代表北方冷空气入侵大风的降

低是和全球变暖大背景中高纬度升温幅度大于中低

纬度降低了径向气压梯度有关. 标示着气候转型的

降水量突然增加带来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 统计新疆

农田受洪水灾害面积在 50 , 60 和 70 年代只有 4128

×104 hm2～5122 ×104 hm2 , 受灾人口为 2159 ×104～

8112 ×104 人 , 至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受灾面积猛增至

28145 ×104 hm2 与 36147 ×104 hm2 , 受灾人口猛增至

492196 ×104 人和 513180 ×104 人. 在年际变化图上

(图 6)更直观看出在转型的 1987 年受灾面积较前数

十年激增 10 倍左右. 洪灾损失最大年份是 1996 年 ,

新疆损失达 48128 ×108 元[22 ] . 该年多条河流发生

大洪水 , 如乌鲁木齐河水冲垮多处道路桥梁和冰川

站观测设备 , 并导致多处滑坡. 1999 年 7～8 月在

伊犁河、玛纳斯河及塔里木盆地主要河流相继发生

大洪水 , 25 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洪

水 , 叶尔羌河出现十多年来未有的冰湖溃决大洪

水 , 卡群站洪峰流量达6 070 m3·s - 1 , 是历史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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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洪水[23 ] , 总计新疆全区损失在 30 ×108 元以

上. 由于缺乏山区水库调蓄洪水 , 宝贵的水资源白

白流失 , 极为可惜.

图 5 　中国主要台站 1971 —1998 年年沙尘暴

日数变化 (B 线)及 3 a 滑动平均 (A 线) [20 ]

Fig. 5 　Long2term variation in annual number of days with

sand2dust storms in China , 1971 —1998 (thin line B)

and thick line A is three2year running mean[20 ]

3 　气候转型的前景

气候由暖干向暖湿假说一经提出自然会招致不

同意见的怀疑. 有些专家认为在一个小周期观测到

的数据 , 还不足以说明新疆现在气候正向暖湿转

变 , 有待于更大范围资料的证实. 本文所说的气候

转型是指 20 世纪变暖背景下 , 变干趋势结束转向

变湿 , 降水量的增加将超越变暖导致的潜在蒸发的

增加 , 出现世纪性的径流增加与湖泊的扩张. 年代

际的干湿波动在 20 世纪有相当表现 , 21 世纪将继

续下去 , 如果新疆 1987 年开始丰水期 , 在 21 世纪

初期又转回 60 年代后半期至 80 年代前半期的干旱

状态 , 气候转型一词的提出就显得没有意义. 但若

21 世纪相对少水期的降水和径流量达到比 20 世纪

少水期高一台阶的水平 , 则向暖湿转型可能具有世

纪级概念 , 就可被承认. 在空间伸展范围上 , 若气

候转型停留在新疆主要是中国天山西部地区不能向

图 6 　新疆 1950 —1997 年农田洪水灾害受灾

面积 (a)和成灾面积 (b) [22 ]

Fig. 6 　The flood affected area (a) and damaged

area (b) in Xinjiang since 1950 [22 ]

东大范围扩展 , 转型的意义也就有限 ;若能在不太

长的时间转型扩展到西北东部以至华北地区 , 西向

与亚洲中西部联系 , 则影响大增 , 具有全球意义.

我们不能坐等时间演进出现的实际变化来识别 , 以

下试从区气候模拟和古气候相似经验两方面来探

讨.

3. 1 　主要依据区域气候模式的综合预测的气候与

水资源情景

　　赵宗慈等引用高学杰等的中国区域气候模式模

拟 CO2 倍增情况下 , 中国西北部升温 215～310 ℃,

降水增加 20 %以上[24 ] , 另外考虑主要依据太阳黑

子周期长短的自然变化 ,综合预测新疆、甘肃、青

海等省区气温与降水变化参见表 1[25 ] .

　　上述模拟中 , 气温模拟的可信度较高 , 降水模

拟的不确定性很大 , 如果未来降水变化按偏小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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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预测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

气温与降水变化[25 ]

Table 1 　Comprehensive projected temperatures and

precipitations for Xinjiang , Gansu , Qinghai

and Ningxia Provinces[25 ]

年代 新疆 青海 甘肃

气温变化/ ℃ 2010 - 0. 1～0. 3 - 0. 3～0. 1 - 0. 1～0. 3

2030 0. 8～1. 2 0. 8～1. 2 0. 9～1. 3

2050 1. 9～2. 3 2. 2～2. 6 1. 9～2. 3

降水变化/ % 2010 1～21 13～22 3～13

2030 8～18 9～19 11～21

2050 4～34 6～15 29～38

值发展在与蒸发平衡后 , 西北可能更为干旱 , 如按

偏大的数值发展 ,那就和气候向暖湿转型一致. 而

大冰川融水增多可能到 2050 年比现在大 50 %左右.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 , 刘春蓁等认为 :如未来 10～50

a 西北气温升高 211 ℃, 降水增加 14 %～27 % , 未

来西北地区径流量呈增加趋势 , 增幅为几个百分点

至十九个百分点 , 但如降水量仅增加几个百分点 ,

径流将减少[26 ] . 赵宗慈等[25 ]还利用 IPCC 2001 报告

的 7 个全球气候模式 ,预测 21 世纪末 , 西北地区气

温可能升温达 210～815 ℃, 变暖幅度将大大超过

20 世纪. 国外研究者中 Arnell 对气候变化与全球水

资源关系有较深入研究[27 ] , 他引用 HadCM2 与 Had2
CM3 模拟气候变化情景与 Penman2Monteith 公式计算

的潜在蒸发力增加 , 按水量平衡概念模式推算径流

变化. 结果按 HadCM2 模拟 2050 年时中国北部绝大

部分年径流深增加 0～25 mm·a - 1 , 但华北平原可能

减少 - 25 mm·a - 1以内. 按 HadCM3 模拟 , 中国北部

4/ 5 地区径流增加 , 其中华北可增 50～150 mm·

a - 1 , 但塔里木、柴达木盆地仍极干燥. 他推算了新

疆降水可增加 5 %～20 % , 潜在蒸发力增加 4 %～

18 % , 径流增加 - 10 %～27 % ;黄河流域降水可增

加 15 %～20 % , 潜在蒸发力增加 5 %～12 % , 径流

增加 10 %～20 %. 其结论认为 21 世纪中国水资源

紧缺程度将较前减轻.

3. 2 　古气候相似支持气候向暖湿转型假说

古里雅冰芯和敦德冰芯分别具有接近2 000 a

和 400 a 达到 10 a 分辨率的温度 (以δ18O 代表) 和降

水 (以积累量代表)记录 , 从中可知冷暖与干湿搭配

中 , 10 a 际变化以冷湿和暖干组合占优势 , 百年际

变化 , 多数是暖湿与冷干组合 , 少数是冷湿与暖干

搭配 , 联系到孢粉、湖泊沉积、黄土与古土壤、文

献等记录千年际的变化 , 大体都是暖期降水多于冷

期. 古里雅冰芯记录中足以和 20 世纪温暖期相比

的只出现在 270 年以前的汉朝 , 但相应的高降水阶

段则延后至 4 世纪转入了了低温阶段才结束[28 ] (图

7 ) .

图 7 　近2 000 a 来古里雅冰芯纪录的

δ18O 和积累量 (10 a 平均)变化[28 ]

Fig. 7 　Theδ18O and accumulative amount values recorded in

Guliya ice core during last 2000 years[28 ]

　　与 20 世纪变暖基础上 21 世纪继续大幅度升温

促进水循环相当的古气候相似 , 可举出 3 个阶段 ,

即2 700～1 700 a BP 左右 , 6 000～7 200 a BP 和

30 000～40 000 a BP. 2 700～1 700 a BP 相当历史上

的秦汉暖期 , 古里雅冰芯曾在 220 年代曾出现δ18O

为 - 10. 69 ‰最高值 , 相当温度高过2 000 a 平均值

的 7 ℃, 在这个暖期 , 新疆湖泊发展 , 河流水量大 ,

罗布泊“广轮 400 余里”, 有14 000人口的楼兰古国

在此区域兴起 , 依据石榴种植推测当时气温比现在

高 2 ℃[29 ] , 甘肃民勤出现称为猪野泽的大湖 , 有

109 万军民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开垦生活[30 ] , 司马迁

在《史记》中描述”陈夏千亩漆 , 齐鲁千亩桑麻 , 渭

川千亩竹”, 比现代产区显著偏北[31 ] , 可见当时的

温暖湿润 , 超过现代偏及于西北、华北.

6 000～7 200 a BP 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阶

段 , 西北、华北温度比现代高 3 ℃左右 , 降水量比

现代有大幅度增加 , 内陆区湖泊均呈现高湖面 , 华

北湖泊也有很大发展 , 沙漠大为萎缩 , 当时正值仰

韶文化时期 , 农业与人口有很大发展[32 ] .

30 000～40 000 a BP , 西风与季风降水都比现

在增加很大 , 玛纳斯湖、艾丁湖、巴里坤湖、古居

延海、白碱湖和柴达木都为淡水大湖 , 据雅布赖山

森林线下降值推算 , 温度比现代高 2～3 ℃, 降水多

250～350 mm[33 ] , 华北也比现代湿润得多[34 ] .

上述 3 例说明 , 大幅度变暖 , 水循环加强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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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北干旱区与半干旱区 , 降水增加可超越蒸发

上升 , 使气候转向湿润 , 即符合于气候向暖湿转型

的方向 , 也与前述中国区域气候模拟中 CO2 倍增升

温 , 伴随降水增加 20 %及 Arnell [27 ]对中国西部径流

变化推测一致. 若将 20 世纪的升温相伴的变干现

象看作是水循环增强对应温度上升的滞后效应 , 则

21 世纪降水在西北、华北地区先后大幅度增加可能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世纪性气候转型是包含 5 大圈

层在内气候系统在全球大幅度变暖动力驱动下的重

大调整 , 可能需要若干年代进行. 在没有具体掌握

海洋、大气、陆地以及与冰冻圈、生物圈之间水循

环通量与变化过程之前 , 确切预测气候转型扩大在

时间上与空间上变化速度及范围是困难的 , 不大可

能的. 鉴于这个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发展、水

利设施、洪旱灾害预防、生态环境保育、人民生活

改善中的重要性 , 必须加强对气候、水文、冰川、

湖泊、生态和古气候等各方面的监测与集成研究 ,

尽早做出正确预测 , 为长远规划设计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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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ignal , Impact and Foreground of Climatic
Shift from Warm2Dry to Warm2Humid in Northwest China

SHI Ya2feng1 , 　SHEN Yong2ping1 , 　HU Ru2ji2

(1.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Lanzhou Gansu 730000 , China ;

2.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αrümqi Xinjiang 830011 , China)

Abstract : A rapid , high2amplitude global climatic warm2
ing would speed global water cycle and strengthen rainfall

and evaporation. Climatic warming and drying course were

dominated in past about 10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Little

Ice Age in Northwest China. The strong signals of climatic

shift to warm humid pattern have been appearing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es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neighbor2
hood regions including Northern Xinjiang since 1987.

Precipitation , meltwater of glacier and runoff of rivers in2
crease continuously , and results in lake level rising ,

flood damaged magnification and intensified , vegetation

coverage extending and dust storm weaken in western parts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other areas of Xinjiang , and

the middle and western section of Qilian Mountains , the

precipitations and runoff of rivers have also an increasing

tendency. How is the foreground of climatic shift to warn

humid conditions , it is just restricted to decadal fluctua2
tion , or possibility to century scale shift trend , and is just

limited to western Tianshan or could extend and/ or wholly

Northwest China down to North China ? Using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climatic model simulation from IPCC and Chi2
na Assessment Report published , predicting river runoff

regime and similar paleoclimate scenarios for the North2
west China are analysed and discussed , and the trend of

shifting warm humid climate can be fixed in recent future.

However , uncertain of projected results remain , and rat2
ing and magnitude of climatic shift extending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can not at present be projected in detail

and in being exactitude.

Key words : climatic shift ; signal ; impact ; foreground ; Northwest China

622　　　　　　　　　　　　　　　　　　　　冰 　　　川 　　　冻 　　　土 　　　　　　　　　　　　　　　　　24 卷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