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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乌苏气象站和将军庙水文站 1964—2009 年气象与水文数据，将月径流分为消融期和非消融期进行研

究，并结合第一和第二次冰川编目数据以及 1979—2009 年分辨率为 0． 1° × 0． 1°的 CMFD 数据，基于 BP 人工神经

网络模型对新疆天山北麓奎屯河流域消融期月径流进行模拟及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 ( 1) 奎屯河流域

年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消融期径流增速与年径流增速十分接近，非消融期径流变化不甚显著。( 2) 通过对比分

析，发现将气温、降水、日照时数、风速和相对湿度等五种气象要素作为输入的神经网络模型性能最佳。根据两次

冰川编目的冰川储量变化值确定的 5 － 7 － 1 结构的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拟结果较好，可用于奎屯河流域径流模拟。
( 3) 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对气温、降水和日照时数的敏感性较高，对相对湿度和风速的敏感性较低，除风速其他

四个要素对径流均起促进作用。降水不变，气温升高 0． 5℃、1℃和 2℃时，径流分别较 2000—2009 年消融期月径流

平均值增加 4． 62%、9． 13%和 18． 30% ; 气温不变，降水增加 10%时，径流将增加 9． 78%。气温和降水同时作用时，

径流增加幅度明显高于仅气温或仅降水作用下的情景。
关键词: 月径流模拟; 敏感性分析; 冰川储量; BP 人工神经网络; 奎屯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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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发源地，在全球变暖

背景下，冰川消融不断加剧，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随之

产生，了解寒区径流变化特征对合理开发利用该区

域水资源有着重要意义［1 － 2］。寒区自然环境恶劣，

实地数据难以获取，建立有效径流模拟势在必行。
水文模型是水文研究的重要部分，既可为水文研究

提供理论依据，亦可应用于实际［3 － 4］，但水文模型因

内在机理复杂，所需实测变量及参数种类多等特点

难以普遍试用［5］，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途径。
人工神经网络是模仿人脑神经结构设计的一种

非线性数学方法，在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及预测等方

面具有传统数学方法不具备的优势，是解决地学中

非线性问题的一大利器［6 － 9］，能够描述水文系统的

复杂非线性特征。人工神经网络已较多地应用于径

流模拟预报领域，在寒区也具有其适用性。Buch A
M 等［10］以喜马拉雅冰川流域的 Chhota Shigri 冰川

为例，通过对比发现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冰川径流的

结果更佳，Chen and Ding［11］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新

疆托木尔峰南坡的科其喀尔冰川进行径流模拟，证

明以气象变量为输入的人工神经网络对冰川融水径



流模拟结果理想。Ouiroga V M 等［12］利用 BP 人工

神经网络结合冰川能量平衡模型对安第斯山脉多条

冰川进行径流模拟，对比分析证明 BP 人工神经网

络模拟精度更高。牟丽琴等［13］通过优选得到适用

于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径流模拟的最佳人工神经

网络结构。研究表明，基于径流分类的人工神经网

络具有其优越性，张勃等［14］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

分汛期和非汛期对黑河流域莺落峡进行径流模拟预

测，证明径流分类后模型模拟精度高于分类前，邵月

红等［5］基于 Elman 动态神经网络，分丰水期、半湿

润期和枯水期对沂沭河流域上游的临沂子流域径流

图 1 奎屯河流域、水文气象站点及冰川分布图

Fig． 1 Hydro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glaciers in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Xinjiang province，China

进行模拟，证明分类后的神经网络性能更佳。
近几十年来，天山地区持续升温导致山地冰川

消融加剧，对该地区水资源产生较大影响［15 － 17］。奎

屯河流域是新疆天山北坡重要的水资源来源，对该

流域的径流模拟预测研究具有现实意义［18］。穆艾

塔尔·赛地等［19］利用水文气象资料及冰雪遥感数

据，基于 SＲM 模型对奎屯河流域融雪日平均流量的

模拟，证明 SＲM 模型在该流域融雪径流模拟中具有

较好的适用性; 王瑾杰等［20］通过修正 SCS 模型参数

对奎屯河流域春季融雪期进行日径流模拟，可为其

他下垫面条件相似的流域径流模拟提供参考; 陈心

池等［21］利用 MODIS 遥感数据提取流域积雪覆盖

率，结合气象数据，分三种不同模型对奎屯河流域进

行径流模拟，证明三种模型对新疆山区中小流域防

洪预警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以上研究对寒区径流

模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上述径流模拟方法所需

关于冰川的实地测量数据种类较多，对时间分辨率

要求较高，操作较困难，获取难度较大。关于 BP 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寒区径流模拟研究亦是如此，并

且在确定网络隐含层节点数时，以往研究多采用试

错法或经验公式法。本文尝试利用两次冰川编目数

据计算 1964—2009 年 46 年间奎屯河流域冰川储量

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模型隐含层节点数的参数，避

免了各冰川分量复杂的测量、处理和计算过程。冰

川对径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消融期［22］，有关该流域

径流分类模拟及敏感性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

较易获取的数据将奎屯河流域径流分消融期( 5—
10 月) 和非消融期进行研究，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

对该流域消融期径流进行模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以期对该流域乃至北疆

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奎屯河流域( 43°30' ～ 45°00'N，83°30' ～ 85°08'
E) 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发源于新疆天山山脉依连哈

比尔尕山( 图 1 ) ，集水面积约 1945 km2，干流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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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km，自东向西依次为奎屯河、四棵树河和古尔图

河，向北流入艾比湖，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

于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等缘故，奎屯河已完全断流，20
多年来几乎无水入湖。该流域主要呈南高北低，东

高西低的态势，山前平原区地面平坦，集流缓慢，下

渗量大。海拔 1800 ～ 2600 m 以原始森林为主; 海拔

2600 ～ 3700 m 主 要 分 布 高 山 草 甸 和 灌 木; 海 拔

3700 m以上发育有冰川及永久性积雪。据第二次

冰川编目统计，奎屯河流域共有各类冰川 281 条，面

积约 147． 66 km2，冰川储量约 7． 21 km3，冰川覆盖

率为 7． 59%。该流域年内径流分配主要集中在 6、
7、8 月，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6． 51 × 108 m3，属于降水

与冰川融水混合补给型河流。奎屯河流域属中温带

大陆性干旱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6． 8℃，降水稀少且

年际变化大，最大与最小年降水量之差 233 mm，最

大降水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 6—8 月，约占全年的

60%。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 BP 人工神经网络输入数据包括中国

气象局发布的乌苏气象站 1964—2009 年 5—10 月

的日照时数、平均风速和平均相对湿度数据，1964—
1978 年 5—10 月月平均气温和月平均降水数据。
来 自 寒 区 旱 区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 http: / /westdc．
westgis． ac． cn /data) 1979—2009 年 5—10 月分辨率

为 0． 1° × 0． 1°的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数据，输出数

据为将军庙水文站 1964—2009 年 5—10 月实测径

流数据。确定消融期隐含层节点数的数据为第一次

冰川编目( 1964 年) 和第二次冰川编目( 2009 年) 数

据。
2.2 研究方法

2． 2． 1 BP 人工神经网络

1986 年，Ｒumelhart 和 McCelland 等提出 BP 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信息正向传递和误

差反向传递的同时修正网络权值和阈值。输入信息

传递的方向为输入层 － 隐含层 － 输出层，若输出层

未得到期望输出，就将误差信号转回网络反向传播，

向后传播的同时修正各层神经元的权值和阈值，将

系统误差分给每一层，直到网络实际输出达到期望

输出或学习次数已达到事先设定值。只有当神经元

对所有输入信号的综合处理结果超出某一个限定值

后才会输出一个信号［23］。BP 网络具体算法步骤总

结已较为全面［9 － 14］，本文不再赘述。
2． 2． 2 敏感性分析

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是指流域的径流对假

定气候变化情景的响应程度，是理解气候变化对流

域水资源影响的重要手段。流域径流量对气候变化

的敏感性可以表示为［24 － 25］:

SΔP，ΔT =
ＲP+ΔP，T+ΔT － ＲP，T

ＲP，T
× 100% ( 1)

式中: SΔP，ΔT是径流对气候的敏感性，ＲP，T是现状径流

量，ＲP + ΔP，T + ΔT是降水变化 ΔP，气温变化 ΔT 情景下

的径流量。气候条件相同时，径流的响应程度越大，

径流量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越强; 反之则敏感性越

弱。

3 奎屯河流域径流量变化趋势及影响
因素分析

3.1 奎屯河流域径流量变化趋势

1964—2009 年奎屯河流域年径流总体呈增加

趋势( 图 2( a) ) ，增速为 0． 093 × 108 m3 /10a，最大达

8． 45 × 108 m3 ( 1987 年) ，最小仅 4． 43 × 108 m3 ( 2009
年) 。46 年来，该流域出山口多年径流变化大致经

历了 4 个 阶 段，1964—1981 年 径 流 呈 增 加 趋 势，

1981—1992 年呈减少趋势，1992—1999 年径流逐渐

增加，1999—2009 年逐渐减少。奎屯河流域月径流

具有分布不均、季节变化明显的特征。5—10 月径

流量占到全年径流量的 82． 4%。其中，7、8 月径流

量最大，占年径流量的 49 %，1—4 月和 11—12 月

径流几乎不变( 图 2( b) ) 。
3.2 奎屯河流域径流量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乌苏站气象资料分析表明，1964—2009 年奎屯

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和降水均呈上升趋势，气温上升

速率为 0． 46℃ /10 a ( 图 3 ( a ) ) ，降水上升速率为

10． 6 mm /10 a( 图 3( b) ) 。46 年间乌苏站年平均气

温、年降水量与将军庙水文站年径流量相关性系数

分别为 0． 15( 通过 0． 01 显著性检验) 和 0． 35 ( 通过

0． 01 显著性检验) ，但将径流分类后发现，消融期的

月平均气温与月径流量相关性高于全年水平，而非

消融期的月平均气温与月径流量相关性低于全年水

平，降水对两时期的影响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同时

影响程度降低( 表 1 ) ，这是由于消融期气温对山区

积雪与冰川消融有着成因关系［18］，因此，有必要对

径流进行分类研究。将军庙水文站径流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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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奎屯河流域年平均径流( a) 和月平均径流( b) 变化

Fig． 2 Annual discharge ( a) and monthly mean discharge ( b) from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图 3 乌苏气象站年平均气温( a) 和降水( b) 变化趋势

Fig． 3 Variations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s ( a) and precipitations ( b) from Usu Station during 1964—2009

奎屯河流域年径流以 0． 093 × 108 m3 /10 a 的速率增

加，消融期以 0． 092 × 108 m3 /10 a 的速率增加，与

全年 增 速 十 分 接 近，非 消 融 期 以 0． 00000453 ×
108 m3 /10 a的速率增加，变化幅度不甚显著，消融期

径流增速明显大于非消融期。本文主要以该流域消

融期月径流为研究对象。

表 1 奎屯河流域径流与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分析

Tab． 1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nd discharge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径流 气温 降水

年径流 0． 15 0． 35

消融期 0． 71 － 0． 04

非消融期 － 0． 19 － 0． 18

据第一次和第二次冰川编目数据显示，1964—
2009 年奎屯河流域冰川减少了 12 条，面积缩减了

51． 85 km2，体积缩减了 3． 60 km3 ( 表 2) ，冰川融水

对径流的贡献不容小觑。研究表明，影响冰川消融

的因素除气温外，还包括太阳辐射、风速和相对湿

度［11 － 12］，本文所用辐射数据为日照时数数据。

表 2 奎屯河流域两次冰川编目属性值

Tab． 2 Attribute valu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ese

Glacier Inventories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冰川编目 条数 /条 面积 /km2 体积 /km3

第一次( 1964) 293 199． 51 10． 81

第二次( 2009) 281 147． 66 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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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的奎屯河流
域径流模拟

4.1 模型评价标准

本文选用相关性系数( Ｒ) ( 式 2 ) 、均方根误差

( ＲMSE) ( 式 3 ) 和平均误差( ME) ( 式 4 ) 三个指标

作为模型模拟精度评价标准。

Ｒ =
∑

n

i = 1
( yi － 珋y) ( fi －珋f)

∑
n

i = 1
( yi － 珋y) ( fi －珋f)槡

2

( 2)

ＲMSE = 1
n∑

n

i = 1
( fi － yi )槡

2 ( 3)

ME = 1
n∑

n

i = 1
( fi － yi ) ( 4)

式中，yi 为实测值，珋y 为实测值的平均值，fi 为模拟

值，珋f 为模拟值的平均值，n 为资料序列长度。
4.2 奎屯河消融期月径流 BP 模型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建立包括资料预处理、输
入神经元、隐含层神经元和输出神经元数目确定以

及训练函数选取等模块。可供选用的网络输入要素

包括研究区 1964—2009 年 5—10 月的月平均气温

( T) 、月平均降水量( P) 、月日照时数( SD) 、月平均

风速( W) 和月平均相对湿度( ＲH) ，网络输出为将

军庙水文站 1964—2009 年 5—10 月月径流数据。
在神经网络模型中，训练函数的选取与隐含层节点

数的确定至关重要。根据前文径流变化特征分析，

本文对奎屯河流域消融期月径流建立 BP 模型。隐

含层神经元具体数目参照该时段内冰川储量变化值

确定。为使模拟结果更加可靠，将模型分为训练期

和检验期，利用 1964—1993 年数据对模型进行训

练，1994—2009 年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
为了尽可能地得到最佳网络结构，本文设置了

8 种输入组合( 表 3 ) ，最终将采用性能最佳的模型

进行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模拟。参照两次冰川编

目的冰川储量变化值确定隐含层节点数为 7，对比

几种函 数 后，模 型 的 训 练 函 数 选 用 trainlm 函 数

( Levenberg-Marquardt 法) 。整体上，训练期的模型

性能明显大于检验期。对比发现，考虑 5 个输入要

素的模型 8 性能最佳。最终建立了一个具有 5 个输

入神经元、7 个隐含层神经元、1 个输出神经元的结

构为 5 － 7 － 1 的 BP 模型。图 4 为消融期 BP 模型

模拟结果，训练期实测值和模拟值之间的相关性系

数为 0． 91，均方根误差为 0． 24 × 108 m3，平均误差

为 － 0． 37 × 10 －9 × 108 m3 ; 检验期二者相关系数为

0． 66，均 方 根 误 差 为 0． 95 × 108 m3，平 均 误 差 为

－ 0. 04 × 108 m3，训练期模型精度高于检验期。

5 奎屯河流域月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
感性分析

5.1 气候变化情景设定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指标，为分

析奎屯河流域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在该流域

2000—2009 年消融期平均气温和降水的基础上假

定了 7 个气候变化情景。降水变化用 ΔP 表示( 0，

+10% ) ，气 温 变 化 用 ΔT 表 示 ( 0℃，+ 0． 5 ℃，

+1 ℃，+ 2 ℃ ) ，径流变化用 ΔＲ 表示。此外，由于

模型所用的输入数据除气温和降水外，还包括日照

表 3 消融期不同输入要素组合的 BP 模型模拟结果精度评价

Tab． 3 Accuracy evalu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BP model with different input elements during the ablation period

模型 输入要素
训练期( 1964—1993 年) 检验期( 1994—2009 年)

Ｒ ＲMSE /108m3 ME /108m3 Ｒ ＲMSE /108m3 ME /108m3

模型 1 T、P 0． 78 0． 35 0． 95 × 10 －4 0． 64 1． 00 － 0． 22

模型 2 T、P、SD 0． 76 0． 36 － 0． 51 × 10 －8 0． 72 0． 90 － 0． 45

模型 3 T、P、W 0． 85 0． 29 0． 60 × 10 －6 0． 53 1． 10 － 0． 30

模型 4 T、P、ＲH 0． 82 0． 32 － 0． 25 × 10 －8 0． 52 1． 20 － 0． 19

模型 5 T、P、SD、W 0． 86 0． 29 0． 75 × 10 －10 0． 65 0． 96 － 0． 04

模型 6 T、P、SD、ＲH 0． 82 0． 32 0． 10 × 10 －6 0． 49 1． 17 － 0． 50

模型 7 T、P、W、ＲH 0． 88 0． 26 － 0． 16 × 10 －8 0． 52 1． 45 － 0． 16

模型 8 T、P、SD、W、ＲH 0． 91 0． 24 － 0． 37 × 10 －9 0． 66 0． 95 － 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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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消融期训练期( a) 和检验期( b) 模拟值和实测值对比

Fig． 4 Contrast between predicated value and observed value in training stage

( a) and test stage ( b) during the ablation period

时数、风速和相对湿度等要素，故在气温和降水不变

的条件下加设了 6 个情景( 表 5 ) ，日照时数变化用

ΔSD 表示( + 5%，+ 10% ) ，风速变化用 ΔW 表示

( + 5%，+ 10% ) ，相 对 湿 度 变 化 用 ΔＲH 表 示

( + 5%，+ 10% ) 。
5.2 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在降水不变，气温升高 0． 5℃、1℃和 2℃的 3 个

情景下，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较 1990—2009 年分

别增加 4． 62%、9． 13%和 18． 30%。气温不变，降水

增加 10% 时，径流较 2000—2009 年增加 9． 78%。
这说明气温和降水对奎屯河流域消融期月径流均起

促进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气温是影响冰川消融的

主要因素，降水的影响不甚显著［22，26 － 27］。降水对冰

川径流的作用不如气温显著，一方面是由于降水发

生时常伴随着降温，另一方面，冰川区降水主要为固

态 形 式［28 － 29］，但 研 究 区 冰 川 覆 盖 率 不 大，仅

7. 59%，故径流受降水影响较大。此外，日照时数对

径流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其他要素不变，日照时数增

加 5%时，径流将增加 9． 66% ; 日照时数增加 10%
时，径流将增加 23． 02%，前者径流增幅高于气温升

高 1℃时的结果，后者高于气温升高 2℃时的结果。
这是由于影响地球表面附近气温的主要因素是太阳

辐射，地球通过吸收太阳的热辐射使其表面增温的

同时，向周围大气辐射热量，使周围大气也增温。经

计算，研究区月平均气温与日照时数的相关性高达

0． 81，因此日照时数对径流的作用与气温相似，本模

型同时将这两个因素作为输入要素是由于考虑到冰

川的消融特性，太阳辐射和感热是构成冰川消融所

需能量的两个主要因素，本文用日照时数表示太阳

辐射，而研究表明，感热是气温的函数［10 － 12］，故在建

立模型时要同时考虑气温和日照时数。风速对径流

起抑制作用( 表 5) ，风速分别增加 5% 和 10% 时，径

流将分别减少 2． 82% 和 5． 96%。这可能是由于风

速大时，蒸发作用强，带走了少部分径流。相对湿度

对径流的作用不甚显著，相对湿度分别增加 5% 和

10%时，径流将分别增加 1． 53% 和 4． 23%，这可能

是由于相对湿度的增加，流域蒸散发减少，进而使得

产汇流损失减少，径流增加［30］。

表 4 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对气温和降水变化的响应
Tab． 4 Ｒesponse of the discharge from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during the ablation period to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ΔＲ /%

ΔP /%

ΔT /℃

0 + 0． 5 + 1 + 2

0 0． 00 4． 62 9． 13 18． 30

+ 10 9． 78 13． 90 18． 14 26． 92

表 5 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对其他要素变化的响应
Tab． 5 Ｒesponse of the discharge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during the ablation period to other factors

变量
ΔSD /% ΔW/% ΔＲH /%

+ 5 + 10 + 5 + 10 + 5 + 10

ΔＲ /% 9． 66 23． 02 － 2． 82 － 5． 96 1． 53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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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奎屯河流域径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

素，利用该流域 46 年气象和水文数据以及冰川编目

数据确定了结构为 5 － 7 － 1 的消融期 BP 神经网络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置 13 个情景，进行了该流域

消融期月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得到以下

结论:

( 1) 奎屯河流域年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消

融期径流增速与年径流增速接近，非消融期径流变

化幅度较小，呈不显著减少趋势。
( 2) 将气温、降水、日照时数、风速和相对湿度

全部作为输入神经元的模型性能最佳。以两次冰川

编目数据的冰川储量变化值确定的消融期 BP 神经

网络模拟结果较好，可应用于奎屯河流域消融期月

径流模拟。
( 3) 奎屯河流域消融期气温和降水对径流均起

促进作用，气温升高 0． 5℃，1℃和 2℃ 时，消融期径

流较 2000—2009 年 分 别 增 加 4． 62%，9． 13% 和

18. 30%。气温不变，降水增加 10%，径流将增加

9. 78%。此外，日照时数和相对湿度对径流均起促

进作用，风速对径流起抑制作用。径流对降水、气温

和日照时数的敏感性较高，对相对湿度和风速的敏

感性较弱。
本文对奎屯河流域消融期径流模拟结果较好，

并对不同气候情景做出相应预测，可为该流域及相

关流域径流预估提供借鉴，但也存在一定不足，首

先，在确定模型结构时，未充分考虑冰川消融特性，

另外，本研究区站点数据稀缺，而相关的格点数据起

始时间较晚，种类较少，这可能也是检验期径流拟合

度较差的原因。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深对

冰川径流影响因素及其特性以及冰川消融机制的了

解，提高挖掘数据的能力，从而丰富模型参数，提高

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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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e Simulation and Sensitivity to Climate Change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on the North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China

ZHAO Linlin1，SUN Meiping1，2，SUN Hao1，GONG Ninggang1，YAN Luxia1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ryosphere Sciences，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 － Environment and Ｒesources，CAS，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discharges during the ablation and non-ablation periods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Us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nd hydrological data from Jiangjunmiao Hydrological
Station during 1964—2009． Combined with the data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ese Glacier Inventories and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Forcing Dataset ( CMFD) with the resolution of 0． 1° × 0． 1°，the discharge during ablation
period was simulated using the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d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 annual discharge from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presented an generally
increasing trend． The trend magnitude of discharge during ablation period was close to the annual valu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rend during the non-ablation period． ( 2 )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showed a best performance when the fiv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mount，sunshine duration，wind speed and relative humidity) were applied as input data． The best
structure of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was 5-7-1，which was determined by the change of glacier volum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ese Glacier Inventories． ( 3 ) The air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 amount，sunshine
duration and relative humidity during the ablation period of the Kuytun Ｒiver Basin all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discharge，but the wind speed was the opposite． The discharge was more sensitive to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mount and sunshine duration． The discharge will rise by 4． 62%，9． 13% and 18． 30% relative to
the mean value during 2000 － 2009，when precipitation amount remains stable and air temperature rises by 0． 5 ℃，

1 ℃ and 2 ℃，respectively． When air temperature keeps constant and precipitation amount rises by 10% ，the
discharge will rise by 9． 78% ． When air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mount change simultaneously，the increase
of discharge will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f only air temperature or precipitation amount changes．

Key words: monthly discharge simulation; sensitivity analysis; glacier volume;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Kuytun Ｒ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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