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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乌鲁木齐河流域气象站的气温和降水资料 ,运用一元回归分析法和 5年趋势滑动 ,进

行了气候变化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在 20世纪 60-80年代偏低 ,

90年代以后偏高 ,即 80年代前呈下降趋势 , 90年代后呈上升趋势 ,并且秋 、冬季升温幅度较大;60

年代降水量最少 ,之后逐渐增多 , 2000年以来迅速增多;气温变化在空间上表现出上游气温低于下

游 ,秋 、冬季气候变暖明显早于春 、夏季;降水变化的空间差异也明显 。在此基础上 ,利用滑动 T检

验法 、YAMAMOTO检验信噪比(SNR)、Mann-Kendall法 、Cramer法和 Pettitt法进行气候突变分析。

结果表明:乌鲁木齐河流域气温降水突变不明显 ,不同方法检验的结果不太一致;春 、夏季气温可能

在 1997年发生突变 ,而秋 、冬季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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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IPCC第 4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1〕
指

出:近 100年(1960-2005)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

了 0.74 ℃,气候变暖现象得到了观测事实的确认 。

近百年来我国气候变化的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

趋势基本一致 ,气温上升了 0.4 ～ 0.8 ℃
〔2-6〕
。我

国年降水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其中西部地

区年降水量表现出普遍增加趋势
〔7〕
。随着国家经

济建设重心的逐渐西移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 ,对西北干旱气候和水资源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关

注 。为了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不少专家对

西北地区的干旱气候
〔8-11〕

进行了大量研究 。

乌鲁木齐河流域位于天山北坡中段 , 86°45′～

87°56′E, 43°00′～ 44°07′N,西接头屯河流域 ,东为

板房沟流域 ,流域总面积 4 684 m
2
。乌鲁木齐河源

于天山喀拉乌成山北坡 ,天格尔二峰 ,流向北东北 ,

出山口后 ,至乌拉泊折向正北 ,穿过乌鲁木齐市区 ,

至米泉县西北消失 ,总长 214.3 km
〔12〕
。对乌鲁木

齐河流域的气候特征分析特别是对该区山区气候分

析和河源区气候变化研究较多 ,张寅生等人的天山

乌鲁木齐河流域山区气候特征分析研究 ,对整个流

域的气候特征差异分析较少 ,特别是用突变分析法

对该流域气候进行详细的研究更少 ,因此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 ,对该流域近 50年的气温降水资料整理

分析 ,以期对该流域气候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用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大西沟和乌鲁木齐市气

象站 2000-2007年逐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 ,资料来

源于天山站和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大西沟气象站代

表该流域的上游 ,乌鲁木齐气象站代表其下游。

1.2　研究方法

分别计算 2个台站各年份的年及季节气温 、降

水量的平均值和距平值 ,利用一元回归分析法和 5

年趋势滑动 ,进行气温 、降水的趋势分析 ,然后利用

滑动 T检验法 、YAMAMOTO检验信噪比 (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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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mer法 、Mann-Kendall法和 Pettitt法进行气候突

变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来确定较为可靠的突变年份 。

运用滑动 T检验法 、YAMAMOTO法和 Cramer法进

行突变分析时 ,将所求出的 t值绘成曲线 ,然后给定

置信度水平 ,将超过临界线的波峰所对应的年份作

为突变点。这类方法以直观 、简便而著称 ,由于 nj

(n=1 , 2)的选择带有人为性 ,可能会使计算结果产

生漂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适当地变化 nj,重

复计算会有所帮助 ,当然要确切地得到某点为突变

点的产生 ,还的依赖于 Mann-Kendall法 ,它是一种

非参数的检验方法 ,样本不必遵从某一特定的分布 ,

同时也不受个别异常值的干扰 ,能够客观地表征样

本序列的整体变化趋势
〔13 -14〕

。

2　气候年际变化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2.1　气温年际变化的区域差异

2.1.1　气温年代际变化的特征　乌鲁木齐河流域

从海拔 440.5 ～ 3 804m,高差为 3 363.5 m,而年平

均气温从 7.0 ～ -7.1 ℃,相差 14 ℃。这种差值 ,

只有在高山 ,山区区域才可出现
〔12〕
。海拔高度越

高 ,气温越低 ,多年气温变化小 。标准差也越小 ,说

明在高山区气温的年际变化比平原地区平缓。

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在 20世纪 60、

70、80年代偏低 , 90年代后偏高 ,总体上说气温 80

年代前呈下降趋势 , 90年代后呈上升趋势 (表 1)。

上游和下游年平均气温的年代际变化虽大体一致 ,

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上游和下游气温在 80年

代最低 ,上游在 80年代平均温度为 -5.45℃,而下

游同期温度为 6.61 ℃,温差幅度大 。上游气温在

70、80年代变化平稳 ,下游相比要大;90年代以来 ,

上游和下游气温变化趋势一致 ,但上游的增温幅度

大于下游。气温的季节年代际变化也存在一定的区

域差异:(1)春季上游和下游的气温 60年代距平值

为正值 ,气温开始回升 ,但回升幅度不大 ,到了 70 、

80年代距平值又转为负值 ,说明气温开始下降 ,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 2000 -2007年又出现较大幅度增

温 。气温的区域差异是 60年代下游气温偏高 ,上游

偏低。最低气温都出现在 80年代。 90年代上游距

平值仍为负值 ,而下游转为正值 ,说明 90年代下游

已开始升温 ,上游升温相对要滞后于下游;(2)夏季

气温在 90年代之前区域差异明显。上游气温在 70

年代最低 , 60年代 、80年代略偏低。下游 80年代最

低 , 90年代略偏低 。下游气温在 60年代和 70年代

偏高 ,这与上游相反;(3)秋季上游 70年代气温是

升高的而下游却是降低的 , 70年代后变化一致;(4)

冬季气温上游 70年代是下降的 ,之后才开始上升 ,

下游自 6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升温趋势。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 ,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升高 0.45

～ 0.67 ℃,与有关学者研究的近 50年西北地区升

温明显的观点是一致的
〔15〕
。季节的增温幅度是上

游大于下游 。下游夏季距平值为负说明下游是从

90年代以后才开始增温 ,且增温幅度不大 。

表 1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季平均气温距平的年代际变化 /℃

Tab.1　Interdecadalvariationofannualandseasonalmean

temperatureinUrumqiRiverBasin/℃

20世纪

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

2007

1990-

2007

大西沟

(上游)
全年 -0.31 -0.37 -0.47 0.18 1.27 0.67

春季 0.30 -0.31 -0.56 -0.30 1.25 0.39

夏季 -0.21 -0.24 -0.21 0.05 0.85 0.41

秋季 -0.89 -0.17 -0.65 0.56 1.56 1.00

冬季 -0.42 -0.71 -0.43 0.44 1.46 0.89

乌鲁木齐

(下游)
全年 -0.08 -0.21 -0.52 0.26 0.67 0.45

春季 0.78 -0.27 -0.94 0.23 0.82 0.24

夏季 0.89 0.48 -0.85 -0.48 0.04 -0.29

秋季 -0.14 -0.16 -0.70 0.32 0.85 0.55

冬季 -1.86 -0.87 0.40 1.45 1.07 0.29

2.1.2　气温年际变化的趋势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上游的

升温趋势比下游明显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上游升温特别显著 ,而下游升温比较缓慢 (图 1)。

气温的季节年际变化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 ,但下游

春季和夏季气温却呈下降趋势 。具体的差异表现

在:(1)春季气温上游与下游变化不一致 ,上游呈上

升趋势 ,下游略呈下降趋势;(2)夏季气温上游呈上

升趋势。下游呈下降趋势且在 80年代前气温都在

0度以上 , 80年代后下降到 0度以下 , 90年代后呈

上升趋势但幅度不大;(3)秋季气温区域差异很小 ,

上游和下游自 60年代以来均呈波状上升趋势;(4)

冬季气温区域差异不明显 ,上游和下游均呈上升趋

势 ,但上游在 7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 ,之后开始上升 。

80年代中期以来 ,上游和下游气温的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 ,均呈大幅度波状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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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季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趋势(1960 ～ 2007)

(折线 -气温距平 , 曲线 -5年滑动趋势 , 斜线 -多年趋势 , 点线 -0距平)

Fig.1　InterannualvariationofannualandseasonalmeantemperatureinUrumqiRiverBasin

(breakline-temperaturedeparture, curveline-fiveyearsmovingtrend, slopline-trend, dotline-zero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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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正距平 ,表明气候明显变暖。上游春季和下

游夏季气温在 2000 -2007年为正距平 ,而秋 、冬季

在 80年代以后为正距平 ,表明秋 、冬季气候变暖明

显早于春 、夏季。

上游和下游年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

为 0.36 ℃/10 a、0.14 ℃/10 a,表明乌鲁木齐河流

域的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并且气温与年份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0.57、0.29 ,气候变暖趋势显著。上

游春 、夏 、秋 、冬季气温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0.15 ℃/10 a、 0.23 ℃/10 a、 0.56 ℃/10 a、0.49

℃/10 a,气温与年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7、0.57、

0.51、0.42,表明上游四季气温均呈上升趋势 ,且秋

季增温幅度最大 ,冬季次之。春季升温不明显 ,其它

季节升温都明显;下游四季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0.05℃/10 a、 -0.30 ℃/10 a、0.24 ℃/10 a、0.85

℃/10a,气温与年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04、

-0.4、0.24、0.56,表明下游春季和夏季呈下降趋势 ,

秋冬季呈上升趋势 ,冬季增温幅度最大 ,秋季次之。

除春 、夏季降低外 ,秋 、冬季升温明显。

总之 ,上游秋季增温趋势最明显 ,下游冬季升温

趋势最显著 。

2.2　降水量年际变化的区域差异

乌鲁木齐河流域南北长达 200 km,东西宽 25 ～

50 km,流域面积 6 358.3 km
2
。受地形 ,海拔高度 ,

下垫面分布的影响 ,降水分布总趋势为南多北少 ,山

区多于平原 。

2.2.1　降水量年代际变化的特征　乌鲁木齐河流

域年降水量的年代际变化起伏明显 ,大西沟站为高

山区代表 , 48 a中 (1960 -2007年)年降水量为

498.5 mm。乌鲁木齐站为平原区代表 , 48 a中

(1960-2007年)年降水量为 262.8 mm,最多年份

419.5 mm,出现在 2007年 ,最少年份 131.3 mm,出

现在 1974年 ,最多年份为最少年份的 3.1倍 。

上游和下游年降水量变化趋势虽基本一致 ,但

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上游从 20世纪 60-80年代

持续减少 , 90年代后迅速增多。下游一直处于增长

趋势且增长迅速(表 2)。降水量的季节年代际变化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1)春季降水量不同 , 60年代上

游偏多 ,下游偏少 , 70、80年代恰好相反 。 2000年以

来上游比下游显著偏多;(2)夏季降水量区域差异

最明显 , 80年代上游距平值为负 ,降水减少 ,下游距

平值为正 ,降水增多;(3)秋季降水量上游和下游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 ,但是 2000-2007年上游偏多 ,下

游偏少;(4)冬季降水量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 ,上游

降水量偏少 ,下游比上游多。下游自 60年代以来一

直持续增加 ,上游 60年代到 80年代增加 , 90年代

减少而后增加 。

2000年以后该流域降水量普遍增多 ,年降水量

增加幅度在 58.4 ～ 307.5 mm之间 ,上游增加幅度

大于下游 ,并且夏季年降水量增加贡献最大。就季

节而言 ,春季降水量上游增加幅度大;夏季降水量增

加最明显 ,上游增加幅度最大;冬季降水量增加幅度

最小 ,下游增加幅度大于上游 。

表 2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季平均降水量距平

的年代际变化 /mm

Tab.2　Interdecadalvariationofannualandseasonalmean

precipitationinUrumqiRiverBasin/mm

20世纪

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
2007

1990-
2007

大西沟

(上游)

全年 -60.5 -69.9 -86.0 -7.1 307.5 375.0

春季 -11.8 -13.5 -19.2 -1.8 56.8 24.2

夏季 -24.7 -39.2 -56.2 22.8 118.7 65.4

秋季 -23.5 -21.2 -16.1 -32.2 113.9 32.7

冬季 -6.3 -1.8 -0.3 -1.7 12.3 4.6

乌鲁木齐
(下游)

全年 -44.2 -13.9 21.5 36.8 58.4 43.9

春季 -15.9 -10.2 1.3 16.7 10.2 13.8

夏季 -19.0 -21.2 0.9 16.6 28.3 21.8

秋季 -14.9 -5.5 23.1 -3.0 0.3 -1.5

冬季 -13.6 -4.9 -3.7 6.5 19.6 12.3

2.2.2　降水量年际变化的趋势　上游降水 20世纪

60 ～ 80年代呈下降趋势 ,此后 ,降水呈现出明显的

增加趋势 ,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增长迅速 。下游

降水始终处于上升趋势 ,且下游线性回归比上游好

(图 2)。降水量的季节年际变化与年降水量的变化

趋势差异较大 ,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1)春季降

水量上游和下游变化趋势不一致。上游 80年代以

前呈减少趋势 ,之后才开始增长 , 特别是 2000 -

2007年显著增加。下游自 60年代以来呈波状增加

趋势 , 90年代达最大 ,之后减少;(2)夏季降水量上

游 60 ～ 80年代呈下降趋势 ,下游 60 ～ 70年代呈下

降趋势 ,之后两地都处于增长趋势 ,发现下游降水增

加转折的时间要早于上游;(3)秋季降水量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 , 90年代之前增加 , 90年代减少 ,之后开

始增长;(4)冬季降水量趋势基本相同 ,都是 60年

代降水量最小 , 2000年以后降水量达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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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季平均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趋势(1996-2007)

(折线 -降水距平 , 曲线 -5年滑动趋势 , 斜线 -多年趋势 , 点线 -0距平)

Fig.2　InterannualvariationofannualandseasonalmeanprecipitationinUrumqiRiverBasin

(breakline-precipitationdeparture, curveline-fiveyearsmovingtrend, slopline-trend, dotline-zero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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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和下游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78、68 mm/10 a,并且降水量与年份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 0.37、0.62,表明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乌鲁木齐河流

域的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上游春 、夏 、秋 、冬季降水

量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15、35、25、3.7 mm/10a,

降水量与年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4、0.41、0.32、

0.33;下游四季的年际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8.4、14、

3.6、7.7 mm/10a,与年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3、

0.49、0.21、0.66。表明上游和下游四季降水量都呈

增加趋势 ,其中夏季增加幅度最大 ,并且下游冬季降

水量增加趋势最明显 。

研究表明
〔16-17〕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

代 ,我国冬季西北地区西风偏弱 ,南风偏强 ,有利于

源自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南方水汽向北输送 ,有利

于凝结降水 ,特别是 80年代中期以来 ,对流层中纬

度西风有明显加强的趋势 。因此 ,该流域下游乌鲁

木齐市冬季降水量增加显著 ,可能是西风势力增强

和来自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南方水汽增多的结果 。

3　气候年际变化的突变分析

不同方法检验结果并非完全一致(表 3),说明

乌鲁木齐河流域气温和降水突变不明显 ,但是它们

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表 3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季气候突变的年份分析

Tab.3　AnnualandseasonalabruptchangesofclimateinUrumqiRiverBasin

气温突变

滑动 T检验法 YAMAMOTO M-K法

降水突变

滑动 T检验法 M-K法 YAMAMOTO

上游 春季 1997＊＊＊
1994＊＊＊

(Pettitt法)

1962＊＊

1964＊＊

2006＊＊

1991＊＊

1992＊＊
1995＊

2002＊
1991＊、1992＊

夏季
1998＊＊＊

1999＊＊＊
1998＊＊＊ 1998＊＊＊ 1994＊＊

1996＊＊

1998＊＊
1994＊、1995＊

秋季 1991＊ 1991＊
1991＊＊＊

1993＊＊＊
- 2005＊

2006＊、2007＊

(Cramer法)

冬季
1986＊

1987＊
1986＊

1998＊＊＊

2001＊＊＊

2003＊＊＊

1971＊＊＊

1972＊＊＊
1972＊＊＊

1971＊＊

1972＊＊

全年
1998＊＊

1999＊＊
1997＊＊

1998＊＊
2002＊＊＊ 1994＊＊

1996＊＊＊

1997＊＊＊

1999＊＊＊
1994＊、1995＊

下游 春季
1996＊

1997＊
1997＊＊＊

(Pettitt法)
1964＊＊ -

1981＊＊

1984＊＊
-

夏季
1976＊＊＊

1979＊＊＊

1978＊＊

1977＊＊＊

1979＊＊＊

1976＊＊
1972＊＊＊ 1985＊、 1987＊ 1987＊＊＊

2007＊＊

(Cramer法)

秋季 1995＊
1987＊ 、1995＊

(Cramer法)

1963＊＊

1965＊＊

2002＊＊

1979＊＊

1980＊＊
1972＊＊

1976＊＊
1976＊、1979＊

1980＊

冬季 - 1976＊

(Cramer法)
1979＊＊＊

1981＊＊＊
1987＊ 1987＊＊＊

2007＊＊＊

全年
1996＊＊

1998＊＊
1996＊ 、1998＊

1964＊＊＊

2002＊＊＊

2004＊＊＊

1979＊＊＊

1980＊＊＊
1982＊＊＊

1979＊＊

1980＊＊

注:＊、＊＊、＊＊＊分别表示通过 0.05、 0.01、0.001置信度检验。

　　气温突变的区域差异:(1)春季上游和下游 M

-K法检验的气温突变年份是 1964年 ,而其它方法

检验的突变年份是 1997年 ,上游和下游的突变年份

一致;(2)夏季上游检验到的突变年份比较一致 ,在

1998年发生突变 。下游突变不明显 ,其突变年份发

生在 1979年左右 ,比上游突变的年份要早;(3)秋

季上游突变一致 ,在 1991年发生突变 。下游突变不

明显 ,在滑动 T检验法和 Cramer法下检验可能在

1995年发生突变;(4)冬季上游和下游突变都不明

显 ,在 M-K法检验下上游发生突变年份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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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间 ,下游却是 1979年和 1981年;季节气温

的变化对年平均气温变化有一定影响 ,滑动 T检验

法和 SNR法检验到 1998年为上游的突变点 ,下游

突变年份为 1996年和 1998年。 M-K法检验到

2002年为上下游的突变年份 。总之 ,该流域春夏季

气温可能在 1997年左右发生突变 ,而秋冬季气温可

能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发生突变 ,秋冬季气温突

变年份早于春夏季。

降水突变的区域差异:(1)春季上游突变发生

在 90年代初中期 ,突变年份可能是 1992年 。下游

突变更不明显 ,推断在 80年代初发生突变;(2)夏

季上游突变年份大概是 1994年 ,下游可能是 1987

年 。总之 ,春季和夏季降水突变上游晚于下游 ,上游

突变发生在 90年代 ,下游发生在 80年代;(3)秋季

下游突变比上游明显 ,上游突变主要开始于 2005

年 ,下游早在 1976年左右就已经发生突变 ,比上游

早;(4)冬季上游突变几乎一致 ,在 1972年发生突

变 。上游冬季是一年四季中突变最一致的季节 。下

游可能在 1987年发生突变;全年上游和下游的突变

不明显 ,但通过突变检验比较可知上游突变开始的

时间晚于下游。上游降水突变可能发生在 90年代 ,

下游降水可能发生在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比上游

要早十几年的时间。

4　结　论

(1)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在 20世纪

60 ～ 80年代偏低 , 90年代以后偏高 ,即 80年代前呈

下降趋势 , 90年代后呈上升趋势 ,与有关学者研究

的近 50年西北地区升温明显的观点是一致的。

(2)冬季上游和下游温差较小 ,其它季节上游

气温明显要比下游低 ,这是由于海拔高度影响 。上

游和下游季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上游四季升温明

显 ,下游除春 、夏季降低外 ,秋 、冬季升温明显。上游

秋季升温最显著 ,下游冬季升温最显著。

(3)乌鲁木齐河流域全年降水变化在空间上差

异明显 ,表现为上游多于下游 ,山区多于平原。上游

从 20世纪 60 ～ 80年代呈下降的趋势 ,此后降水呈

现为明显的增加趋势 ,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增长

十分迅速。下游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且线性回归比

上游要好。

(4)乌鲁木齐河流域气温降水的突变都不是太

明显 。春夏季气温可能在 1997年左右发生突变 ,而

秋冬季气温可能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发生突变 ,

秋冬季气温突变年份早于春夏季。上游降水突变可

能发生在 90年代。下游降水可能发生在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比上游要早十几年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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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climaticdataoftwostationsintheUrumqiRiverBasin, methodsofregressionanalysisand

movingaveragewereusedtostudytheclimaticchangingtrendofthestudyarea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war-

ming.Resultsshowedthatthetemperaturewasrelativelylowinthe1960s, 1970sand1980sandhighinthe

1990s, inotherwordsthetemperaturewasinadecreasingtrendbeforethe1980sandinaascendingtrendafterthe

1990sduetotheriseoftemperatureinautumnandwinter;theprecipitationofupstreamriverbasinshowedadown-

wardtrendfromthe1960stothe1980s, thenshowedtheincreasingtrendobviously.Sincethebeginningofthe

21stcentury, theprecipitationincreasinghasespeciallybeenrapid.Theprecipitationofthedownstreaminthe

1960swaslittle, thenincreasedgradually, andquicklyincreasedin2000s.Thetemperaturechangeinthelower

reachareawasmoreobviousthanthatinupperreacharea.Thewarmingtrendinautumnandwinterwasmoreobvi-

ousthanthatinspringandsummer.Alsotheprecipitationintheupstreamareawasmorethanthatinthedown-

streamarea, andthemountainsarea'smorethanplain's.Whatismore, methodsofTtest, YAMAMOTO(SNR),

Mann-Kendall, CramerandPettittwereemployedtoanalyzetheclimaticbreak, indicatingthattheabruptchanges

of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werenotobviousinthestudyarea, anddifferenttestmethodshaddifferentresults,

howeveritshowedthattemperatureinspringandsummerhadabruptchangein1997.Thetemperatureabrupt

changeinautumnandwinterhappenedinthelate1980sandtheearly1990s.Theabruptchangeoftemperaturein

autumnandwinterwasearlierthanthatinspringandsummer.Theabruptchangeofprecipitationintheupstream

areamightoccurinthe1990s, whiletheabruptchangeofprecipitationinthedownstreamareamightoccurinthe

late1970sandtheearly1980s, about10 yearsearlierthanthatintheupstreamarea.

KeyWords:inter-annualchange;abruptchangeofclimate;theUrumqi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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