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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十五”期间中国西北地区干旱气侯学的进展。就遥感监测、西北干旱形成机制、西北

地区年代际的气候变化、西北干旱新的强讯号、高原干旱气候生态作物适应性和西北干旱监测预测业

务服务综合系统等方面所取得重要研究进展和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回顾；并对 !& 世纪初干旱气侯

学的主要科学问题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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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干旱国家之一，干旱、半干旱

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 H !，大部分集中在我国西北地

区。西北地区的干旱面积占总面积的 ?$I 以上。

西北地区东部位于青藏高原东北侧，从气候上区分，

大体上属于东南季风的边缘区域。同时又受到西风

带环流、高原季风和高原天气系统的影响；夏半年有

时还会受到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台风的间接影响，

使得该地区干旱气候问题变得极其复杂。另外，西

北地区干旱化是我国最为严重的生存环境问题之

一。因此，干旱是西北气象工作者永恒的研究主题。

“十五”期间是历史上干旱气候科研发展的最

好时期之一，科研成果丰硕。本文拟从遥感监测北

方干旱化、西北干旱形成机制、年代际干旱气候变化

和干旱指标 = 个方面回顾“ 十五”期间干旱气侯学

的创新研究成果和主要进展，并探讨当前的科学问

题。

“九五”末期，在“西北地区干旱预测系统研究”

课题的验收和鉴定会上，陶诗言院士、丑纪范院士、

吴国雄院士等指出：西北干旱物理机制的研究比较

薄弱，今后要加强；对预测系统要进一步完善；对以

往的工作要全面回顾和总结。甘肃省政府根据西部

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要求扩大该干旱预测系统的应

用范围，拓宽服务领域。

“十五”期间，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

等单位以 ; 位院士等专家的意见和省政府的要求作

为指导思想，结合国际干旱气象领域（ 如美国、印

度、以色列 ; 国干旱研究中心）的新进展，开展了西

北干旱成因及其应用的研究。历时 " C，取得了一些

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 ; 部分。第 & 是干旱机

制研究；第 ! 是预测系统的完善；第 ; 是扩大预测系

统应用范围，拓宽服务领域，分别在时间、空间和项

目 ; 个方向上拓宽。

&# 遥感监测

要实现大范围的干旱监测，遥感技术是可行的

技术途径之一。遥感技术监测干旱，充分利用了地

物表面的光谱、时间、空间和方向信息。



目前，我国在遥感监测土壤水分领域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光学遥感上，常用的方法有热惯量法和利

用可见光与反射红外遥感资料监测干旱和反演土壤

水分。遥感监测干旱研究在西北 ! 省中以陕西省进

展最快，富有成效。

李星敏等利用 "#$$ % $&’(( 资料计算了真实

热惯量、表观热惯量、"#$$ % $&’(( 通道 ) 亮温差

与土壤水分之间的关系模型，并讨论了陕西特殊地

形、地面植被覆盖对表观热惯量与土壤水分之间关

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际的干旱遥感监测服务

中，可以使用表观热惯量与土壤相对湿度建立的模

型来监测地面旱情。考虑地形、植被和土壤类型因

素时，下垫面越均一，表观热惯量与土壤相对湿度

的相关性越好［*］。

刘安麟等从能量平衡原理出发，对潜在蒸散的

计算进行了简化，从而对作物缺水指数法干旱遥感

监测 模 型 进 行 了 简 化。 利 用 该 方 法 及 "#$$ %
$&’(( 资料和有关气象要素资料，对陕西省关中

地区春季干旱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简化后的作

物缺水指数法仍然充分考虑了下垫面的植被覆盖状

况和地面风速、水汽压等气象要素，对该区春季干旱

的监测 效 果 好 于 使 用 植 被 供 水 指 数 法 的 监 测 效

果［+］。

孙威等应用 "#$$ % $&’(( 多时段卫星遥感数

据，以陕西省关中平原为研究区域，建立了条件植被

温度指数干旱监测方法，证实了冷边界和热边界确

定方法的合理性以及条件植被温度指数是一种可行

的、近实时的干旱监测方法［,］。

冯蜀青等，将青海省分为东部浅山农业区、环青

海湖牧业区、祁连山地牧业区、青南高原牧业区、柴

达木盆地牧业及绿洲农业区 ! 个区进行旱情监测。

利用 -#. % /#01. 卫星资料反演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0&1）和地表温度信息，通过建立温度植被旱情指

数，对研究区域进行旱情实时监测，并应用 21. 对旱

情变化动态进行监测和预警，初步建立了干旱遥感

监测与预警实时系统，能够快速反应各地区旱情发

生发展 情 况，在 业 务 和 服 务 中 有 较 好 的 应 用 价

值［)］。

由于干旱的长期性、区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干

旱监测的艰巨性。遥感旱情监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但仍然不能满足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如何定

义面上的干旱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如何选择和应用

地面数据来验证面上干旱监测的结果还需进一步研

究。

+3 西北干旱形成机制

!4 "3 西北干旱的主要环流型可以用“西正东负”来

概括

“西正东负”干旱流型的概念，长期以来限于

!55 678 层次。通过研究指出：“ 西正东负”干旱流

型的特征在 9!5 : ;5 678 整层大气中均存在。

!4 !3 通常西北干旱指的是西北地面降水短缺，主要

从降水量入手来分析西北干旱问题

通过研究拓展了思路，指出：西北干旱时段，不

仅是地面降水量少，而且对流层整层水汽含量也少。

西北干旱是一个从地面到对流层整层水汽都少的现

象。+5 世纪 <5 年代中后期天水的重旱事件，就发

生在大气可降水量明显下降之中。更重要的是，近

!5 8 来，盛夏 ; 月西北地区东部可降水量（ 代表对

流层总水汽含量）明显下降，其下降幅度在全球同

纬度带中最大。

!4 #3 !55 678“西正东负”是典型的西北干旱流型

这里的“西正”，指的是高原东北侧出现一片正

距平区。有 , 种过程对这个正距平区的形成起着重

要作用。它们是：急流对上游反气旋涡度的平流输

送、南侧气旋涡旋的能量频散以及高原热力强迫引

起的频散生成高值系统。

!4 $3 西北干旱机制问题，历来只针对干旱本身

现在将此思路拓宽。认为干旱之所以持续，是

因为解除旱情的大雨形势没有形成。云团（ 涡团）

合并，可以形成一个尺度较大的云团（ 或涡团）。合

并后的云团称之为暴雨云团。因此，云（ 涡）团合并

的机制与干旱是否持续密切有关。这方面的动力学

问题以往很少研究，目前在非轴对称双涡自组织和

多涡自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3 西北地区年代际的气候变化

（*）研究 !55 8 来的干旱气候变化认为，我国东

部（含西北地区东部）雨带有 ; 次多雨和 ; 次少雨

过程，它们都最先从北方开始，然后是江淮地区，华

南地区出现最迟。我国温度高时，多雨区偏南，温度

偏低时，多雨区偏北。我国多雨区自北向南的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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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可能与 !"#$%& 环流的变化有关。我国东部雨

带的变化可能主要受太阳活动 ’( " 世纪期的制约。

（)）分析兰州 *( " 来温度变化指出，兰州经历

了 ) 个暖段和 + 个冷段。第 + 暖段的增暖主要在

春、夏、秋季，冬季则偏冷；第 ) 暖段增暖幅度明显高

于第 + 暖段，持续时间也长于第 + 暖段，并且 , 季同

时增暖，冬季增幅最大。+-.( 年代是最冷的 +( "，

以夏季降温最明显；+--( 年代是最暖的 +( "，以冬

季增暖最明显。其变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

（/）在西北现代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研究甘肃

降水及其干旱灾害的响应。近 0( " 甘肃年降水量

河西在增加，河东在减少，+--( 年代处于低谷，突变

出现在 +--( 年代中期；新世纪初又有上升趋势。区

域性连阴雨出现次数，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0(
年代最少，+-.(、+-*( 年代最多，+-’(、+--( 年代有

所减少。地表水空间分布与降水分布相对应，也是

东南多，西北少。河流径流量与流域内降水量呈显

著正相关，大部分河流的径流量与气温关系并不密

切，只有祁连山西部的河流径流量与气温呈显著正

相关。春末夏初是农业关键需水期，各河流来水量

仅占全年的 +01 左右，往往造成“卡脖子旱”，对农

业生产极为不利，在这里内陆河径流量干旱指数得

到了较好应用。干旱灾害有面积增大和频率加快的

趋势，+--0 年和 )((( 年干旱成灾面积为 0( " 来最

大。

（,）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气候变暖，使农作物种

植结构发生较大改变：越冬作物种植西伸北扩，多熟

制向北向高海拔地区推移，喜热作物面积迅速扩大。

作物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春播作物提早播种，越

冬作物推迟播种，喜温作物生育期延长，喜热作物如

棉花气候产量提高 0,2 /1。

,3 西北干旱新的强讯号

!2 "3 台风梅雨与西北区东部降水的关系

)( 世纪末，首先发现东南沿海台风活动对西北

干旱有预测意义，台风活动作为一个强讯号已进入

西北干旱预测之中。现在进一步分析了长江中下游

梅雨活动与西北干旱的联系。表明，高原东北侧是

与梅雨活动相关显著区域，西北地区东部年降水量

与梅雨活动存在反相关。并用数值模式分析了这种

联系的环流原因。指出：梅雨量多少可以作为西北

干旱的另一个强讯号。这是一个有新意的结果。

!2 #3 索马里低空急流与西北地区降水量的关系

研究发现：夏季，尤其是 . 月，索马里低空急流

与西北地区东部降水量呈明显的正相关。并且存在

/2 * " 周期，索马里低空急流的变化超前 0 4 . 个月。

指出：夏季索马里低空急流可以作为西北地区东部

降水的一个强讯号。

!2 $3 干旱环流

贝加尔湖阻塞高压多发年，西北地区东部初夏

降水偏少；少发年，则偏多。春季极涡偏弱（ 强）年，

西北地区东部干旱（ 多雨）。极涡中 心 位 置 偏 西

（东）半球年，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多雨）。相关最密

切的区域是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和宁夏西部。

!2 !3 东亚夏季风

渭水流域和高原东侧是与东亚夏季风相关最显

著的区域，其旱涝与之呈正相关。因此，可以认为，

渭水流域和高原东侧是东亚夏季风在西北地区最主

要的影响区。

!2 %3 高原季风

近来从高原季风、积雪、加热场等入手，研究其

与降水异常的联系，提出 + 个与冬季青藏高原季风

相联系的“隔季相关”气候异常模型，可对东亚夏季

风雨带进行预测。

!2 &3 海3 温

西北干旱与海温联系的研究已有许多结果。通

过继续深入研究指出：青藏高原东北侧夏季降水与

澳大利亚东侧海温存在稳定的显著负相关，尤其与

上一年 + 4 / 月 567 海区（+.0 4 +*086，/+ 4 )+89）

99:; 及其分布型存在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03 高原干旱气候生态作物适应性［.］

（+）作物种植区划指标，以往只单一考虑气象

类指标。现在拓展了这个思路，首次提出高原干旱

气候生态作物种植区划综合指标体系，既考虑气象

类指标又考虑地理位置及经济效益等指标，使指标

更接近客观实际。作物生态种植区划等级划分标

准、确定的指标类型和权重系数都比较具体，因此，

该区划综合指标体系，是对某一区域种植区划指标

体系的提升。

（)）利用田间试验数据、土壤水分和大面积的

产量、品质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甘肃省 ). 种作

-03 , 期 董安祥等：中国西北地区干旱气侯学的新进展及其主要科学问题



物的气候适应性，进而确定了气候生态种植区划综

合指标。根据气候生态相似原理，进行 ! 级（ 最适

宜、适宜、次适宜、可种植、不宜种植）划分到乡镇的

细网格作物适生区划，其结果符合实际。并有针对

性地对各种作物提出气候生态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

途径。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在气候变暖和干旱化趋

势条件下，甘肃省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问题，用气候

生态相似原理，综合考虑农业种植结构性调整 # 个

原则，对 # 个地域，提出结构性调整的发展战略和

$% 个农业种植区的调整具体优化方案。

（#）系统地提出了高原干旱气候区域防旱减灾

技术。指出，首先要加强干旱灾害和生态环境动态

监测预测，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结构。要大力开

发空中水资源；要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尤其要大

力推广应用集雨节灌技术。研究表明，在年降水量

"&& ’ (&& )) 的地域具有普遍意义，在年降水量

#&& ’ *&& )) 的地域有效性最为显著。

+, 干旱监测预测业务服务系统的研制

和升级

!- ", 将原系统优化升级，建立了新一代“西北干旱

监测预测业务服务综合系统”［*］

“西北干旱监测预测业务服务综合系统”具有

以下特点：

（$）整体性更强。一是系统以短期气候预测为

核心，扩展到集资料库、监测诊断、影响评价、预测评

估、产品分发和种植区划服务系统以及辅助工具于

一体，信息进出都留有接口，构建更加合理。二是干

旱专题预测由春末夏初、伏期 % 个时段扩展到包括

早春旱、春旱、秋旱、年综合干旱在内的 + 个时段，预

测内容更为全面。三是服务产品由常规类扩展到干

旱气候生态和农业类，服务面更广。四是资料库由

气象信息类扩展到农业生态和文献类，资料补充更

为及时，种类更齐全。

（%）开放性更好。一是系统置于网络环境之

中；二是系统与互联网、局域网以及其他业务系统相

连接，获取丰富的最新资料和有关产品。同时，通过

网络向外延伸服务，使整体性功能更好。

（"）物理基础更充实。建立了研究成果转化机

制，及时吸纳成果，如梅雨活动、索马里低空急流等

预测强讯号。研制充实了专题预测的概念模型和预

测模型。充实气候动力模式产品释用成果。引进预

测新方法。探索预测集成模式和概念模型。有效信

息量大大增加。

（#）应用功能更完善。进一步优化提升系统工

作平台。系统运转顺畅，信息进得来，可自动加工处

理，出得去，可全方位提供服务。对新一代系统，边

优化升级，边应用服务。经过近 % . 的应用，月降

水、汛期降水的预测准确率分别提高 +/和 "/。该

系统在兰州中心气象台预测、决策服务和指导市州

预报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抗旱防汛、部队演习、黄河

水调、铁路防风防洪、森林防火等提供了各种及时准

确的服务。

!- #, 甘肃省县级区划和内陆河流量预测系统的研

制和升级［+］

（$）首次研制了“ 甘肃省和县级作物生态气候

适生种植区划服务系统”。建立了甘肃省 *! 个县

$$# 个乡镇的地理信息资料库和作物气候生态、农

业、作物生态遥感、作物气候生态背景资料数据库。

（%）对“内陆河流量预测服务系统”进行了升级

完善。从内容到系统结构都进行了充实和完善，系

统集背景概况、资料信息、实时监测、流量预测模型、

产量评估模型、服务对策、产品分发于一体。资料信

息从综合系统调用。实时监测增加了热带气候信

号、天文要素、气象要素 " 项内容。流量预测模型增

加了 0120 预测模型、投影寻踪模型、342 模型。

!- $, 陕西省干旱评价和预警系统［(］

景毅刚等建成了陕西省干旱评价和预警系统。

该系统以评价和预警农业干旱为主，结合相应气象

水文资料、农作物发育期、!& 5) 深土壤相对含水

量、土壤物理参数即土壤田间持水量、土壤容重、萎

蔫系数和不同农作物在不同发育阶段需水分析。干

旱指标有：气温、降水指标，农田缺水率指标及农田

水分供需比指标等。系统结构主要由基础数据获

取、干旱程度评价、预警，干旱起始日期和持续日数

推算及干旱分析报告形成、输出等 + 大模块组成。

通过获取基础数据、分析干旱的前期主要因子和未

来气象要素变化，经过干旱指标判识、地面土壤墒情

监测、气象条件分析等方法，评价当前的干旱程度、

干旱起始日期、干旱持续时间，预测未来干旱发生的

时间、范围和强度。该系统现已投入业务应用，取得

&+ 干, , 旱, , 气, , 象 %# 卷,



了很好的效果。

!" 科学问题

“十五”期间，西北地区在干旱气象学研究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但是和国际前沿水平相比，仍有差

距，在干旱气候系统研究方面差距还很大。根据新

世纪国内外大气科学的发展趋势、我国西部大开发

的社会经济需求，鉴于我国西北地区在干旱气象学

方面的研究状况，作者建议今后应重点深入开展以

下方向的研究。

（#）加强干旱气候系统的研究

大气科学不仅是研究大气状态及其变化规律、

成因的一门科学，而且是研究大气与其周围的海洋、

陆面、冰雪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动力、物理和化学过

程的一门综合性科学。随着气候系统概念的提出和

对气候系统中 $ 大圈层相互作用复杂性的逐渐认

识，国际大气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多学科、多部

门、跨地区高度合作、高度集成和广泛交叉系统化的

发展趋势。要弄清不同时空尺度干旱气候变化的成

因，就必须搞清楚气候系统中各“圈”相互作用的热

力、动力过程。要搞清大气动力、热力驱动的气候子

系统、陆一气耦合的气候子系统、海—气耦合的气候

子系统等对干旱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

（%）加强年代际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年代际气候变化的研究成

为目前气候研究的热点问题。大气科学在 %# 世纪

最重要的使命是科学预测 #& ’ 到 #&& ’ 间的气候环

境变化趋势。

中国西北地区干旱年代际变化不仅受全球气候

变化的影响；同时又受东南季风、西风带环流，高原

季风和高原天气系统的影响；还受到青藏高原的制

约。这些使得该地区干旱年代际变化变得极其复

杂。特别是其年代际变化的成因和机制还没有明确

的结论，需要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手段进行分析和

研究。建议从大地形影响、海一气相互作用、太阳活

动、地球自转速率和大气本身动力学结构等多方面

进行深入的探讨。在目前，要深入研究年代际时间

尺度的气候自然变化规律（ 阶段性与突变）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

（(）开展干侵入研究［)］

干侵入是源于对流层高层下沉至低层的高位涡

干空气，在卫星云图上表现为明显的暗带；它与湿

上升气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细网格结构看，干侵

入是由片流组成的。它在气旋的爆发性发展、暴雨

的增幅、位势不稳定的增强、中气旋的产生发展等方

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能够影响冷锋的演

变及其降水特征。因此，对干侵入及其机制的研究

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天气预报意义。目前，

西北地区还没有开展这方面工作。今后应当组织力

量，进行探索。

（*）加强全球增暖背景下干旱环境学的研究

在 %# 世纪，气候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预测和

控制问题将日益为科学界所瞩目。环境变化不仅关

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目前北方

气候干旱化已成为环境问题研究的焦点之一。干旱

环境学的提出是环境问题深人研究的必然结果。

当前，要通过干旱、半干旱区陆地表面过程及其

与大气相互作用的实际观测取得第一手资料，特别

是地表和大气之间能量、水分和其它物质交换通量

的观测资料。要研究由水、土、气、生组成的干旱生

态环境形成、发展过程和演变的自然规律，揭示全球

增暖以及人类活动对干旱化影响的过程和机理，开

展人类对干旱化适应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绿洲是沙漠戈壁环抱下的自然地理实体和人类

改造自然的社会经济实体组成的复杂系统，是干旱

环境下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绿洲具有地

缘性、维水性、脆弱性和高效性。要研究西部干旱区

气候变化与绿洲形成演变的关系与干旱环境和人为

作用下的绿洲环境演变过程，辨识生态环境演变过

程中的自然和人为作用，分析绿洲演变的驱动力，揭

示绿洲的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定量辨识绿洲发展

演化的驱动力。对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趋势进

行预测，提出生态系统的调控体系和管理模式，为西

部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 十五”期间，在干旱气象学的研究

及其应用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科学价值的创新性成

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对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国民经

济的持续发展，对干旱气候预测和服务会提出新的

要求，今后西北干旱气象的研究将不断适应这些新

的要求，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 期 董安祥等：中国西北地区干旱气侯学的新进展及其主要科学问题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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