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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温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

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广大公众高度关注

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人类社会最关注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莫

过于全球性气候变化 [1]。胡汝骥等 [2-5]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新疆出现了气候

由暖干向暖湿转变的记录。50 年来,新疆

气温呈上升趋势,北疆变暖幅度大于南疆,

且变暖主要集中在冬季 [ 6 ]。新疆的降水量

在 60～70 年代为减少阶段,进入 80 年代后

转为增加的转型时期,90 年代是逐年增加

时期 [ 7 ]。本文利用新疆天山大西沟气象站

1959～2007 年的观测资料,对乌鲁木齐河

源 49a 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进行分析。

1 资料来源
大西沟气象站位于新疆中天山北坡天

格尔冰峰山腰,胜利达坂脚下,紧靠乌鲁木

齐河源 1 号冰川,海拔 3539m,距乌鲁木齐

市区约 120km。采用 1958～2006 年季和年

平均气温、季和年的降水量及降水日数。

大西沟四季的划分参考文献 [8]的标准,将春

季定为 4～5 月,夏季定为 6～8 月,秋季定

为 9～10 月,冬季定为 11 月～翌年 3 月。为

了减少气温或降水在短期内小的波动起伏

对长期大的变化趋势的影响,对温度和降

水资料进行间隔 5 年的滑动平均处理。

2 气温变化分析
图 1 给出了乌鲁木齐河源春、夏、秋、

冬四季及年平均气温的变化曲线。从图 1可

以看出,1982 年以前,春季平均气温的起伏

虽 然 比 较 大 , 但 都 在 同 一 区 间 内 变 化 ;

1982～1996 为一温度急剧下降期;1996 年

温度开始急剧升高,最近 10 年(1997～2006

年)同以前 38 年(1959～1996 年)相比,春季

平均气温从 -3.0℃升高到 -2.1℃,升高 0.

9℃。

夏季平均气温变化同春季不同,1996

年之前,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996 年开始

春季平均气温急剧升高,最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夏季平均气温从 4.0℃升高到 5.0

℃,升高 1.0℃。但 2002 年之后,夏季气温

呈现出平稳状态。

秋季平均气温在 48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

同春季比较相似,最近一期的气温升高同

样始于 1996 年,最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

秋季平均气温从 -2.2℃升高到 -1.1℃,升

高 1.1℃。1999 年开始气温也出现下降趋

势,较春季气温下降提前了 2 年。

冬季平均气温变化同春、秋两季一样,

起伏变化较大,最近一期的气温升高开始于

1997 年。最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平均气

温从 -13.0℃升高到 -12.1℃,升高 0.9℃。

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同夏季非常相

似,即最近一期的气温升高从 1996 年开始

的,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平均气温从 -5.

3℃升高到 -4 .3℃,升高 1 .0℃,与夏季升

温的量值完全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年平

均气温在最近一期的升高之前,1986 年就

已经开始出现升高,只是始终没有超过历

史最高值,并且在 1994 — 1996 年的短期内

还出现小幅下降,之后才在 1996 年又重新

开始了新一期的急剧上升。

综上所述,1959～2006 的 48 年间,前 38

年气温处于在同一区间内的起伏变化状

态,而从 1996 开始年平均气温出现明显高

于前 38 年的急剧上升,最近 10 年平均气温

升高达到 1℃,升高率为 18.9%。但从 2000

年前后以后,四季和年平均气温又趋于平

稳或出现小幅度下降。

3 降水变化
3 .1 降水量变化

乌鲁木齐河源 1959～2006 年 48 年的年

平均降水量为 453.3mm。其中:春季降水

量 72.3mm,占全年的 15.9%;夏季降水量

304 . 5mm,占全年的 67 . 2% ;秋季降水量

55.8mm,占全年的 12.3%;冬季降水量 20.

8mm,占全年的 4.6%。夏季降水最多,占全

年的 2/3,春季次之,秋季再次,冬季最少,

这与李江凤关于天山北坡高山地区的夏季

降水量占全年的 60% 以上的研究结果 [9]是

一致的。

图 2 是乌鲁木齐河源春、夏、秋、冬

和年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夏季降水量的变

化与年的变化非常一致,即 1986 年以前降

水量的起伏变化不大,1987 年以后逐步增

多,这与施雅风等关于西北气候发生转型

的研究结果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10]。到 1994

就超过了历史期的最高值,但从 2001 年开

始降水又出现下降趋势。其它三个季节,

降水量的起伏变化都比较大,尤其是秋、

冬两季。春季降水量从 1986 年开始增多,

1993 年超过历史最高值,但 2001 年以后出

现下降;秋季降水量从 1999 年开始上升,

但始终低于历史最高值,2002 年以后出现

下降;冬季降水量从 1982 出现上升,1987

年超过历史最高值,但在 1992～2002 年期

间出现下降,以后又逐步升高。计算表明,

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年平均降水量由

439.9mm 增加到 504.4mm,增长了 14.7%。

其中:冬季增长率最高达 31%,夏季次之达

21%,春季再次之仅增长 1%,而秋季则是减

少 4%。

将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同年降水量的变

化加以对照,可以看到,1986 年开始的年平

均气温升高同年降水量的增多在时间上是

完全同步的,而且 2000 年以后,随着平均气

温下降,降水量也同步出现下降,进一步证

实了高子毅等曾经提出的看法 [11],即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新疆中天山北坡的

降水增加趋势已经减缓甚至有些地方出现

下降。

3 . 2 降水日数变化

对 1959～2006 年的降水日数进行统计

分析,48 年间的年平均降水日数为 146 天。

其中,春季 32 天,占全年的 22%;夏季 65 天,

占 45%;秋季 22 天,占 15%;冬季 27 天,占

18%。同降水量的季节分布一样,仍然是夏

季降水日数最多,春季次之。

就降水日数的逐年分布来看,变化趋

势不像降水量那样明显。总的来说,春、秋

和年的起伏变化小,而夏、冬两季的起伏

变化大。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年平均降

水日数由 146 天增加到 150 天,增多 4 天,增

率仅为 3%,远低于同期年降水量增加 15%

的数值。如果以年平均气温开始升高的

1986 年为分界,则分界之前的年平均降水

日数为 141 天,之后为 153 天,增多了 12 天,

增率提高到 9%。

4 气温变化与降水量变化的相关分析
春、夏、秋、冬和年平均气温与降水

量的相关系数见表 1。夏季降水量和年降

水量变化与平均气温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

密切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

7188 和 0.8625。这一结果表明,气温升高

确实带来了降水的增加。另外,冬季降水

量同冬季平均气温之间也有着很高的相关

性。　　

　　

5 气温变化与冰川变化的相关分析
气温升高必然带来冰川消融的加剧,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定量

关系到底如何呢？为此,对乌鲁木齐河源

的气温与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面积变化

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1995 年开始出现的

冰川面积急剧萎缩,与同一时期出现的气

温急剧升高是完全对应的。我们计算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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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天山大西沟气象站 1959 — 2006 年观测资料,对乌鲁木齐河源的气温和降水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 1996 年气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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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鲁木齐河源四季和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图 2   乌鲁木齐河源四季和年降水量变化趋势 (下转 137 页)



137

科技资讯

 科技资讯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09  NO.18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能源与环境

影响。同建筑、市政施工不同,园林工程因

地域较广,设计前一般不进行地质勘探。

因此在硬质景观基础施工时,常常会遇到

严重影响基础质量的地基如软基、垃圾基

础等。因此在发现这类基础时应脐地同建

设方、设计、监理方联系,提出解决质量隐

患的方法,绝不能盲目施工。

3 . 3  竣工后的质量控制

主要体现在硬质景观的成品保护和绿

化苗木的养护管理上。

3.3 .1 硬质景观的成品保护

因园林景观工程建成后大多是开放式

管理,人流量大,人为破坏严重,因此对成

品的保护尤为重要,在竣工后,应成立专门

的管理机构,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专人管

理,出现损坏及时维修。

3.3 .2 绿化苗木的养护管理

绿化苗木的养护管理是保持绿化的景

观效果、保障园林工程整体施工质量的重

要举措。“三分栽、七分管”充分体现了绿

化养护管理的重要性。

4 投资效益及施工成本控制
园林工程的投资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政府的投资目

的主要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提供适合的

人居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因此其社会效益

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对于施工单位而

言,除了社会效益外,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

益是其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因此,做好施

工成本管理,在保证工期和质量满足要求

的前提下,利用组织措施、经济措施、技术

措施、合同措施把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

内,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发挥投资效益就

显得尤为重要,具体的控制方法如下:

(1)组成技术人员、预决算人员、材料

采购人员等对施工图纸、现场状况、市场

行情及投标清单在中标后进行详细计算、

分析,对中标工程的成本进行科学的估算,

即做出成本预测,从而为施工项目的成本

决策和计划,资金的统筹调度提出充分的

依据。

(2)编制施工成本计划,具体内容包括

从开工到交工直至全面竣工移交的所有成

本。

(3)依据成本计划,在施工过程中对影

响施工成本的各种因素加强管理,并采用

各种有效措施,降低成本支出,及时发现问

题。

(4)对照成本计划和投标文件、定额标

准,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时进行核

算,发现超出投标价格、定额标准的成本

支出进行分析,找出超出成本的原因及时

纠正,防止成本失控。

(5)推行分层承包责任制或成本考察制

度,将个人效益同成本控制挂钩,让每个员

工都自觉地进行成本控制。

5 结语
园林工程具有范围广、量小、复杂、多

变、工期短、结算难等特点,因此,对于具

体施工项目的管理必须是全方位的,  要求

项目经营者对施工项目的质量、进度、投

资及成本等,都要纳入正规化、标准化管

理,这样才能使施工项目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顺利地进行。施工项目的成功管理不

仅对项目、对企业有良好经济效益,对国

家也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成功的管

理,能促进项目和企业的发展,能推动园林

建筑市场不断发展,开拓创新,总结经验,

在项目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最终创造出一

条园林施工项目管理的成功之路。

平均气温与冰川面积的相关系数,两者相

关系数 -0.6039,其显著性水平高于 0.001,

这表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萎缩。

6 讨论与小结
(1)乌鲁木齐河源最近 10 年气温的急剧

升高,表明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

不仅影响了人口和工厂密集的城市及其周

边地区,而且也波及到了远离城市的高山

地区。

(2)乌鲁木齐河源在 1959～2006 的 48

年期间,前 38 年全年平均气温处于同一区

间内的起伏变化状态,而从 1996 开始年平

均气温出现明显高于前 38 年最高值的急

剧上升,最近 10 年平均气温较前 38 年升高

1℃。但从 2000 年前后开始,四季和年平均

气温又趋于平稳或出现小幅度下降,因此

其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3)乌鲁木齐河源 1959～2006 年年平均

降水量 453 . 3mm ,其中夏季平均降水量

304.5mm,占全年的 67.2%。夏季降水量的

变化与年降水量的变化非常一致,即 1986

年以前降水量的起伏变化不大,1986 年以

后逐步增多,到 1994 就超过了历史最高

值,但从 2001 年开始降水又出现下降趋势。

近 10 年同前 38 年相比,年降水量由 439.

9mm 增加到 504.4mm,增长了 15%。其中

冬季和夏季增加最多,分别达到 31% 和

21%。从 1986 年开始年平均气温升高同年

降水量的增多在时间上是同步的 ,同时

2000 年后,随着平均气温的下降,降水量也

同步下降。年降水量以及夏季降水量与平

均气温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7188 和 0.8625,表明

气温升高确实带来了降水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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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乌鲁木齐河源气温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

(4)48 年内年平均降水日数 146 天,夏

季最多达 65 天,占全年的 45%。降水日数

的变化趋势不像降水量那样明显。近 10 年

同前 38 年相比,年平均降水日数由 146 天

增加到 150 天,仅增多 4 天,远低于年平均

降水量增加的程度。

(5)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从 1995 年开

始出现的冰川面积急剧萎缩,很好地对应

同一时期气温急剧升高。年平均气温与冰

川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6039,表明气温升

高导致冰川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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