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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13 年新疆雪雨比变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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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 1961—2013 年全国 0． 5° × 0． 5°逐日降水量和逐日平均气温数据集以

及气象站点日降水量和气温实测资料，评估了该套格点降水资料在新疆地区的可信度，并利用格点降水资料研究

了新疆地区降雪量、降雨量以及雪雨比的时空变化和突变信息。结果表明: 内插到气象站点的格点降水数据和气

象站点实测降水数据之间的偏差普遍较小，偏差在 0． 2 ～ 1． 0 mm 的站点个数占总站点数的 72． 55%，在绝大多数区

域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0． 80 以上; 1961—2013 年，新疆降雪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增加幅度为 0． 11 mm·a －1，

但没有通过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降雨量以 0． 63 mm·a －1的速率呈明显的增加趋势( P ＜ 0． 000 1) ，突变出现

在 1992 年左右。雪雨比呈下降趋势，幅度为 0． 01 a －1 ( P ＜ 0． 05) ，突变出现在 1991 年左右; 降雪量、降雨量及雪雨

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降雪量和降雨量在全区普遍呈增加趋势，而雪雨比在天山山地以北呈增加趋势，在

天山山地以及天山山地以南主要呈减少趋势。在新疆冰川分布区域，降雪量倾向率在新疆北部呈增加趋势，而在

新疆东南部呈减少趋势; 降雨量倾向率呈增加趋势，且新疆东南部降雨量倾向率大于北部; 雪雨比倾向率呈现出与

降雪量倾向率相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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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是积雪的重要补给来源，降雪的变化必然

会导致积雪发生变化。然而，积雪的变化会对地表

辐射平衡、水资源利用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1 － 2〕。
积雪减少使得暴露在空气中的陆地面积增大，导致

陆面吸收的太阳辐射增加，进一步促使气温的升高，

这种反馈过程在低海拔地区的春季表现得更为强

烈〔2 － 3〕。在高寒地区，积雪融水是农业灌溉、城市居

民用水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主要补给水源〔1〕。此

外，降雪还会影响到降雪与降水的比率( 雪雨比) 发

生变化〔4 － 5〕。雪雨比变化是降水类型发生变化的直

接结果，不同的降水形态对地表辐射、春季径流、区
域水资源产生不同的影响〔3，6 － 7〕。国内外已有学者

对雪雨比的变化展开了研究〔4 － 5，8 － 11〕。Huntington
等〔8〕发 现，新 西 兰 雪 雨 比 呈 显 著 的 减 少 趋 势。
Knowles 等〔9〕分析得知，美国西部雪雨比呈现显著

减少趋势，相同的结果在太平洋西北部、美国中部也

有报道〔10〕，同时，在瑞士的低海拔地区雪雨比呈显

著的减少趋势〔4〕。我国天山地区在降雪量和降雨

量呈增 加 趋 势 的 情 况 下，雪 雨 比 也 呈 现 减 少 趋

势〔5〕，而青藏高原雪雨比也呈减少趋势〔11〕。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行政省区。新疆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沙漠、戈壁广

布，境内从北向南可分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和西

部山地、天山山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地貌

单元〔12〕。新疆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高山地区，其全

年降水占全疆年总降水量的 84． 3%〔13〕。作为降水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降雪在西北干旱区的水循环

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气候变暖的情况

下，对新疆地区雪雨比的研究非常缺乏。所以，很有

必要对新疆的雪雨比变化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新疆

由暖干向暖湿转变的事实〔14 － 16〕，在缺少完整地面降

雪观测资料的情况下，通过雪和雨临界温度将新疆

1961—2013 年的 0． 5° × 0． 5°格点降水数据划分为

降雪量( 固态) 和降雨量( 液态) ，旨在揭示新疆地区

降雪量、降雨量、雪雨比的时空变化趋势和突变信

息，以及新疆冰川所在区域( 冰川所在位置的 10 km

缓冲区) 降雪量、降雨量和雪雨的年际变化趋势，为

进一步研究新疆积雪水文过程和水资源管理提供基

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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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站点格点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 stations and
grid boxes in Xinjiang

1 数据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依据资料的连续性及最长时段性等标准，选取

符合条件的新疆 51 个气象站( 图 1) ，其地面气象站

日降水量和日平均气温资料由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提供，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覆盖新疆地区的

697 个格点数据来自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

料室建立的中国地面降水日值 0． 5° × 0． 5°格点数

据集( V2． 0) 和地面气温日值 0． 5° × 0． 5°格点数据

集( V2． 0) ，其数据误差较小，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

我国不同区域的降水变化特征〔17〕。
1． 2 方法

降水类型的区分已有诸多模型，诸如 BATS 模

型〔18〕、DHSVH 模型〔19〕、NCAＲ 模型〔20〕以及 HBV 模

型〔21〕等，其模型多采用固定阈值的方法对降水类型

进行划分。而韩春坛等〔22〕、Chen 等〔23〕根据中国气

象局发布的基准气象站资料，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

对中国固液态降水的临界温度做了研究。本文参考

韩春坛等〔22 － 23〕对降水类型临界温度研究的方法，采

用概率统计的方法确定了新疆降雪和降雨临界温

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雪和雨临界温度对 0． 5° ×
0． 5°格点降水进行了类型区分。
1． 2． 1 站点数据 由于 1979 年以后的气象站点降

水数据 并 未 对 降 水 类 型 做 标 记，因 此，本 文 采 用

1961—1979 年的基准站日降水数据和日平均气温

数据，分别筛选降雪数据 ( 雨夹雪、暴雪，站点数据

标记为 31XXX) 和降雨和雪数据( 站点数据标记为

30XXX) ，以及日降水数据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确

定降雪和降雨的温度区间。若两者温度区间有交

集，将温度交集以 0． 5 ℃为步长分成若干温度子区

间，分别计算出每个温度子区间降雪和降雨的概率，

将概率值的转折点所对应的温度子区间的下限定义

为雪和雨的临界温度; 若两者的温度区间没有交集，

则把降雪的最高温度定为雪和雨的临界温度〔11〕。
1． 2． 2 站点温度栅格化 在 ArcGIS 平台下应用克

里金( Kriging) 插值法( 图 2 ) ，把站点雪和雨的临界

温度从气象站所在地区扩展到广大的非气象站所在

地，并用软件 ArcGIS 获取研究区栅格化的雪和雨的

临界温度。

图 2 新疆雨和雪临界温度的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nowfall-rainfall

critical temperature in Xinjiang

1． 2． 3 格点数据 用栅格化的雨和雪的临界温度

来判断每个格点处的日降水为降雪或降雨，然后分

别统计每年( 当年 8 月 1 日到翌年的 7 月 31 日为一

个研究周期) 的降雪量和降雨量，并对近 53 a 的雪

雨比变化进行了研究。
1． 3 格点插值与偏差计算

采用指数值为 1 的反距离加权法 ( inverse dis-
tance weighted，简称 IDW) 的插值方法，将离气象站

点最近的 4 个格点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位置

的格点时间序列，以此比较插值到站点的格点降水

数据与站点降水数据的差异，其公式如下:

P =
∑

n

i = 1

Pi

di

∑
n

i = 1

1
di

， ( i = 1，…，n，n = 4) ( 1)

式中: Pi 分别是邻近的 4 个格点的降水量( mm) ; di

分别是位于中间的气象站点距离临近 4 个格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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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m) ，i 是位于中间气象站点周边的气象站点

的个数。
本文采用均方根偏差( ＲMSD) 来计算站点降水

数据和插值到站点的格点降水数据的差异，即分别

采用实测站点和相应的加权内插格点的时间序列，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ＲMSD = 1
n∑

n

k = 1
( X格点 － X站点 ) 2

槡 k ( 2)

式中: X格点是插值到站点的格点降水量( mm) ; X站点

是站点降水量( mm) ; k 是降水数据的观测次数。
在数据处理后，用非参数的森斜率〔24〕法来分析

降雪量、降雨量和雪雨比的年际变化率，用 Mann-
Kendall 法 来 检 验 各 要 素 线 性 趋 势 的 显 著 性。在

ArcGIS 平台下绘制出各要素的倾向率变化的空间

分布图，并分析不同降水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2 结果分析

2． 1 内插格点与实测资料对比分析

从不同站点降水量数据均方根偏差及相关系数

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站点的内插格点数据与实测数

据资 料 偏 差 较 小、相 关 性 较 高 ( 图 3 ) 。偏 差 在

0． 2 ～ 1． 0 mm 的站点占总数的 72． 55%，相关系数

在 0． 75 以上的站点占总数的 84． 31%。总体来看，

格点降水能够较好地反映新疆地区降水量。
从插值后格点和站点的均方根偏差空间分布情

况可以看出，整个区域内偏差的分布差异不大，除了

位于天山山地的几个站点日平均降水量的均方根偏

差相对较大之外，大部分站点的均方根偏差均在

1． 2 mm 以下( 图 4a) 。而新疆绝大多数实测站点与

其对应的插值后格点降水量均有很好的相关性，其

中天山山地相关系数较小，但也在 0． 75 以上 ( 图

4b) 。均方根偏差与相关系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大致

相反，即均方根偏差较小的站点恰好是相关性较好

的站点，反之，均方根偏差较大的站点是相关性较差

的站点。尽管天山地区部分内插格点偏差较大，相

关系数较小，但从整个新疆地区来看，格点数据能够

很好地反映新疆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
2． 2 降雪量和降雨量的时空变化趋势

2． 2． 1 降雪量和降雨量的时间变化 降雪量和降

雨量的变化决定着雪雨比的变化。新疆降雪量和降

雨量的时间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图 5a 为新疆

1961—2013 年降雪量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新

疆降雪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其年际变化倾向率为

0． 11 mm·a －1，从 10 a 滑动平均曲线可以看出新疆

降雪量在研究时段内总体保持稳定。从新疆降雪量

的 UF 曲线可以看出，降雪量在 1988 年以前呈波动

下降趋势，之后略有上升，但上升趋势不明显，在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下，降雪量并没有发生突变

( 图 5b) 。1961—2013 年新疆降雨量以 0． 63 mm·
a －1 的速率呈明显的增加趋势 ( P ＜ 0． 000 1 ) ( 图

5c) ，从 10 a 滑动平均曲线来看，新疆降雨量在 1976
年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在 1976 年之前有所波动，但

总体保持平稳，而在 1976 年以后降水量出现了明显

的增加趋势。从新疆降雨量的 UF 曲线可以看出，

1992 年之前 UF 曲线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1992
年之后 UF 曲线呈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在 0． 05 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下，降雨量在 1992 年左右发生突变

( 图 5d) 。

图 3 1961—2013 年新疆地区降水量内插格点数据在不同偏差( a) 及相关系数( b) 范围内的站点数

Fig． 3 Number of the interpolated grid boxes of snowfall in different bias ranges ( a) and differ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anges ( b)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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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61—2013 年新疆内插格点降水偏差( a) 以及内插格点与实测站点年降水量相关系数( b) 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bias in the interpolated grid boxes ( a)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interpolated and observed annual precipitation ( b)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图 5 1961—2013 年新疆降雪量和降雨量的时间变化及突变检验

Fig． 5 Inter-annual variation and abrupt change of snowfall and rainfall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2． 2． 2 降雪量和降雨量的空间分布 在 1961—
2013 年，新疆降雪量和降雨量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

布差异( 图 6) 。总体而言，新疆降雪量以增加趋势

为主，呈增加趋势的格点数占格点总数的 73． 60%，

其中，28． 07%的格点通过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天山山地北部、昆仑山西

部以 及 准 噶 尔 盆 地 等，增 加 幅 度 最 大 可 达 4． 45

mm·a －1 ( 图 6a) 。从图 6b 可以看出，降雪量格点

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两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塔里木盆

地以南分布的格点呈显著减少趋势，而在盆地以北，

降雪量显著的格点占格点总数的绝大部分，且呈增

加趋势的格点居多; 如图 6c 所示，新疆降雨量的年

际倾向率在 － 0． 13 ～ 3． 07 mm·a －1变动，但呈增加

趋势的格点明显占优，大部分都通过了 0． 05 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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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61—2013 年新疆降雪量和降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ends of snowfall and rainfall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性水平检验，总体来说，除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

的部分地区有降雨量呈减少趋势的格点分布外，大

部分地区降雨量呈增加趋势，尤其在天山山地、昆仑

山以及阿尔泰山降雨量增加趋势更为明显。在全区

降雨呈大面积增加的情况下，降雨量显著的格点占

了格点总数的 48． 2%，大部分分布在降雨量较多的

昆仑山、天山山地、准噶尔盆地及阿尔泰山等地( 图

6d) 。
2． 3 雪雨比时空变化

1961—2013 年新疆雪雨比表现为下降趋势，其

下降幅度为 0． 01 a －1，且通过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从其 10 a 滑动曲线来看，新疆雪雨比以 1983

年左右为界，1983 年之前波动下降，其波动幅度较

大，1983 年之后持续波动下降，但其波动幅度较小

( 图 7a) 。从新疆雪雨比变化的 UF 和 UB 曲线变化

趋势来看，UF 曲线总体趋于波动下降趋势，在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新疆雪雨比在 1991 年左右发生突

变( 图 7b) ，突变前均值为 0． 68，突变后雪雨比有所

下降，均值为 0． 40，突变后雨雪比减少了 0． 28。

从空间分布来看，在 1961—2013 年，新疆雪雨

比倾向率在 － 0． 85 ～ 0． 50 范围内变化，呈上升趋势

的格点占总格点数的 61． 6%，有 14． 9%的格点通过

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呈上升趋势的格点大

部分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西部山

区、吐鲁番盆地以及阿尔泰山等地。相反，大部分呈

下降趋势的格点却分布在降水相对比较充沛的山

地，诸如天山山地、昆仑山等地( 图 8a) 。从图 8b 可

以看出，雪雨比显著的格点较少，且大部分雪雨比显

著的格点主要分布在雪雨比呈下降趋势的区域，只

有少数雪雨比显著的格点分布在雪雨比呈上升的阿

尔泰地区和吐鲁番盆地等。
2． 4 不同区域降雪量、降雨量与雪雨比变化

近 53 a 以来，新疆雪雨比倾向率均值在天山山

地以北的阿尔泰山、准噶尔西部山区以及准噶尔盆

地呈增加趋势，而在天山山地以南，除吐鲁番盆地雪

雨比倾向率均值呈增加趋势外，其余地区雪雨比倾

向率均值均呈减少趋势，且昆仑山降雪量倾向率均

值的减少趋势较为明显。降雪量倾向率均值自北向

南呈减少的变化趋势，除了昆仑山降雪量倾向率均

值呈减少趋势外，其他地区降雪量均值均呈增加趋

势。降雨量倾向率均值在新疆均呈增加趋势，且山

区大于盆地，即阿尔泰山、天山山地以及昆仑山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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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61—2013 年新疆雪雨比的时间变化和突变分析

Fig． 7 Inter-annual and abrupt change of S /Ｒ ratio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图 8 1961—2013 年新疆雪雨比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ge trend of S /Ｒ ratio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表 1 1961—2013 年新疆不同区域降雪量、降雨量

和雪雨比倾向率均值

Tab． 1 The average trends of rainfall，snowfall and
S /Ｒ ratio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2013

区域
降雪量

/ ( mm·a － 1 )
降雨量

/ ( mm·a － 1 )
雪雨比

/ ( %·a － 1 )

阿尔泰山 0． 708 0． 555 0． 203

准噶尔西部山区 0． 237 0． 493 0． 072

准噶尔盆地 0． 336 0． 656 0． 082

天山山地 0． 072 0． 885 － 0． 219

吐鲁番盆地 0． 071 0． 090 0． 033

塔里木盆地 0． 011 0． 267 － 0． 051

昆仑山 － 0． 189 1． 264 － 2． 246

量倾向率均值均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而在准噶尔盆

地、吐鲁番盆地以及塔里木盆地降雨量倾向率均值

增加趋势次于山区( 表 1) 。
2． 5 冰川所在区域降雪量、降雨量与雪雨比的空间

变化

从新疆冰川所在区域降雪量的空间变化可以看

出，大部分冰川所在区降雪量倾向率呈增加趋势，阿

尔泰山冰川区降雪量增加趋势最为明显，而在天山

山地西部以及昆仑山东部有部分冰川区降雪量呈减

少趋势( 图 9a) 。降雨量在新疆冰川所在区域整体

呈增加趋势。昆仑山东部降雨量倾向率最大，昆仑

山西部和天山山地次之，阿尔泰山地区降雨量增加

趋势最小( 图 9b) 。雪雨比受降雨量和降雪量变化

的影响，在新疆冰川所在区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即除阿尔泰山冰川所在区雪雨比呈增加趋势外，新

疆其他冰川所在区雪雨比均呈减少趋势，而且在昆

仑山东部的部分地区雪雨比的减少趋势较为明显

( 图 9c) 。

3 讨 论

新疆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消融径流占总径流量

的 45%以上，积雪和冰川融水对新疆河流补给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而新疆冰川主要分布在阿

尔泰山、天山山地以及昆仑山。阿尔泰山冰川是我

国冰川面积年平均减少率最大，退缩最强烈的地方，

自 1960—2009 年冰川面积减少了 36． 91%〔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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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61—2013 年新疆冰川所在区域降雪量、降雨量和雨雪比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ge trends of snowfall，rainfall and S /Ｒ ratio in the glacial area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山山地冰川也处于退缩状态，近 50 a 冰川面积减少

了 11． 5%〔27〕。昆仑山冰川亦出现退缩的态势，但

昆仑山西段和东段的冰川面积变化不尽相同，西段

冰川面积自 1976—2010 年减少了 4． 1%〔28〕，东段

1990—2010 年减少了 12． 03%〔29〕。新疆冰川出现

不同程度的退缩，其变化与气温和降水有关。本文

得出的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似，新疆地区降水 ( 包括

降雨和降雪) 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30 － 32〕，而降水

增加主要归因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境外输入水汽量

的增加〔30，33〕，降雨量和降雪量呈现的增加趋势不

同，导致在新疆的不同地区雪雨比呈现出不同的变

化态势，如在新疆冰川所在区域雪雨比除阿尔泰山

呈增加趋势外，其余冰川所在区均呈减少趋势，而且

在昆仑山东部减少的趋势较为明显。由此可见，雪

雨比增加的区域其冰川的退缩更为明显，而在雪雨

比减少的地区冰川的退缩较为缓慢。可以推断降水

不是冰川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在全球气温普遍升高

的背景下，新疆气温在春夏秋冬四季表现出 1． 5 ℃、
0． 8 ℃、1． 2 ℃、1． 6 ℃的升温，总体呈现了“北疆高，

南疆低”的空间变化趋势〔15〕，而气温的增加趋势与

新疆冰川面积减少趋势相似。已有研究显示，夏季

气温增加 1 ℃，要保持平衡线不变，固态降水增幅在

年降水量的 40%以上，甚至增加约 1 倍〔34〕。而在新

疆阿尔泰山、天山山地以及昆仑山降雪量的增加幅

度均未超出升温导致冰川的消融量，所以，在降水增

加的情况下，冰川依旧出现大面积的退缩，说明导致

新疆冰川面积退缩的主要原因是气温的不断升高，

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27 － 28，35〕结果相符。
本文基于 1961—1979 年站点降水和气温数据，

采用概率统计的方法确定雪和雨的临界温度，并将

其插值到新疆全区，以栅格化的雪和雨的临界温度

为依据，将 0． 5° × 0． 5°格点降水分为降雪和降雨。
由于本研究所用新疆气象站点在山区和盆地都有分

布，所以，该方法所获得的站点雪和雨的临界温度考

虑到山区与盆地降水临界温度的差异，能够弥补模

型( 如 BATS 模型、DHSVH 模型、NCAＲ 模型及 HBV
模型等) 所采用单阈值在复杂地形区精度较差的不

足。然而，该过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区分降水

类型时并没有将雨夹雪分离出来，而且将降水为雨

和雪划分到降雨之中。该做法低估了年降雪量，高

估了年降雨量，所以，在研究新疆整个区域雪雨比变

化过程中存在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对雨和

雪的区分方法做进一步完善。

4 结 论

( 1) 选取的新疆 1961—2013 年 51 个气象站点

和覆盖 697 个格点日降水和日平均气温资料，内插

到气象站点位置的格点资料和气象站点实测数据之

间的偏差普遍较小，偏差在 0． 2 ～ 1． 0 mm 的站点个

数占总个数的 72． 55%，在绝大多数区域两者之间

的相关系数均在 0． 80 以上。从整个新疆地区来看，

格点数据能够很好地反映新疆降水的变化情况。
( 2) 从时间尺度看，1961—2013 年新疆降雪量

呈微弱的上升趋势，上升幅度为 0． 11 mm·a －1，但

没有通过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降雨量以 0． 63
mm·a －1的速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P ＜ 0． 000 1 ) ，

突变时间出现在 1992 年左右。雪雨比表现为略微

的下降趋势，幅度为 0． 01 a －1 ( P ＜ 0． 05) 。
( 3) 从空间尺度看，新疆降雪量以增加趋势为

主，呈增加趋势的格点数占格点总数的 73． 60%，其

中 28． 07 %的格点通过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新疆降雨量也呈增加趋势，降雨量的年际倾向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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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 ～ 3． 07 mm·a －1，但呈增加趋势的格点明显

占优，大部分都通过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新

疆雪雨比倾向率在 － 0． 85 ～ 0． 50 范围内变化，呈上

升趋势的格点占总格点数的 61． 6%，其中有 14． 9%
的格点通过了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4) 新疆降雪量倾向率均值自北向南呈减小的

变化趋势，降雨量倾向率均值在新疆均呈增加趋势，

且山区大于盆地。雪雨比倾向率均值在天山山地以

北呈增加趋势，而在天山山地以及天山山地以南主

要呈减少趋势。
( 5) 新疆冰川所在区降雨量整体呈增加趋势，

且南部降雨量倾向率大于北部; 降雪量倾向率北部

呈增加趋势，而南部呈减少趋势; 雪雨比与降雪量倾

向率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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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Snowfall /Ｒainfall Ｒatio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2013

WANG Jie， ZHANG Ming-jun， WANG Sheng-jie， ＲEN Zheng-guo， CHE Yan-jun， QIANG Fang
(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0． 5° × 0． 5° daily precipitation and daily mean temperature datasets and the daily precip-
itation and temperature datasets measured by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released by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In-
formation Center，the credibility of gridded datasets of precipitati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
was evaluated，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rainfall，snowfall and snowfall / rainfall ratio ( S /Ｒ) in Xinjia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interpolated gridded data and the observed data
was generally low． The deviation ranged from 0． 2 to 1． 0 mm at 72． 55% station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t
most stations were higher than 0． 80． Snowfall in Xinjiang was in a slight increase trend by a rate of 0． 11 mm·a －1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 － 2013，but i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0． 05 level． Ｒainfall was in an obvious
increase trend by a rate of 0． 63 mm·a －1 ( P ＜ 0． 000 1) ，and the mutation occurred around 1992． S /Ｒ ratio was
in a decrease trend by a rate of 0． 01 a －1 ( P ＜ 0． 05) ，and the mutation occurred around 1991． The spatial distri-
bution of snowfall，rainfall and S /Ｒ was different，in which snowfall and rainfall were holistically in increase
trends． The S /Ｒ was in an increase trend in the area nor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but in a decrease trend in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area sou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In the area where modern glaciers are dis-
tributed，snowfall was in an increase trend in north Xinjiang，but in a decrease trend in southeast Xinjiang． Ｒainfall
was in an increase trend，especially in southeast Xinjiang，and the S /Ｒ was in a trend similar to that of snow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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