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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５１ａ鄂西宣恩地区气温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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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宣恩地处长江中上游，具有山地、水系、气候等方面的区位特殊性，利用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的观测
资料，分析宣恩平均温度、平均最高温度、平均最低温度和平均日较差的变化趋势和特点。结果表明，

近５１ａ来宣恩平均温度（除冬季）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前降温，后增温，冬季呈持续增温趋势。最高温度与
平均温度变化趋势相似，不同的是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增温幅度要大于平均温度。不同于平均温度
和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呈持续升高趋势。年平均日较差先减小后增加，冬、夏季日较差减小，而春、秋

季却呈增加趋势。分析认为，小城镇的增温现象不可忽视，宣恩最低温度变化受人为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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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ＩＰＣＣ第一工作组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发布的第
４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近１００ａ（１９０６～２００５年）
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０．７４℃，近５０ａ的线性
增温速率为０．１３℃／１０ａ，１８５０年以来最暖的１２个
年份中有１１个出现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全球变暖已
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报告认为人类活动是近５０ａ
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原因［１］。

王绍武［２］研究指出中国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有

相同的时候，却并不总是一致。中国与全球温度的

相关系数在０．３～０．４之间。中国东北、华北及新疆
的变暖可能与北半球一致，但长江流域温度反而下

降。丁一汇等［３］通过研究也指出中国的气候与全

球变化的总趋势是一致的。中国气候变暖最明显的

地区在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

势不显著。屠其璞等［４－５］研究中国近１１７ａ年平均
气温变化的区域特征指出，从年代际尺度看中国与

北半球陆地的平均气温变化是相当一致的，相关系

数高达０．９３。近４６ａ来中国的主要升温区为东北、
华北北部和新疆，升温幅度为１．２℃左右；降温区为
四川、贵州，幅度为０．３～０．４℃。施能等［６］利用自

然正交展开插补了中国２８个测站近１００ａ月平均

气温，研究表明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气温
升高。李克让等［７］分析了近４０ａ全国１６０个测站
的年平均气温资料，得到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气
温经历了低、高、低变化时期，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以后气
温持续回升，并且气温变化幅度是北部大于南部。

林学椿等［８］也指出中国年气温变化与北半球年气

温变化相似。林学椿等［９］和陈隆勋等［１０］曾分别研

究了１９５１～１９８９年中国的气候变化，结果表明：全
国年平均气温变化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中北方

大部地区变暖，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变冷。加入新

的资料［１１］计算１９５１～２０００年中国年平均温度变化
趋势的全国分布，发现原来的变暖区范围已经扩大，

而变冷区仅剩下西南地区的四川东部、南部和云南

的东北部。王红红等［１２］分析了近３３ａ亚洲高纬地
区地面气温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３３ａ亚洲高纬
度地区平均温度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只有极少数站

有明显的降温趋势。左敏等［１３］分析新疆地区近几

十年的温度变化发现，新疆各区域年平均气温呈现

一致的显著上升趋势，秋冬季的线性升温趋势显著。

王文等［１４］发现近４８ａ中，北京的年平均温度呈明
显上升趋势。卞韬等［１５］也发现近４６ａ来，石家庄
地区的气候显著增暖，平均气温冬季增暖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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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最小。

宣恩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属云贵高原延伸部分，

地处苗岭分支———武陵山和大娄山山脉的北延部

分———齐跃山的交接部位，北部为大巴山脉的南缘

分支———巫山山脉，为我国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

梯的界线，同时是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界线。

全县低山（５００～８００ｍ）占２５．８８％，二高山（８００～１
２００ｍ）占 ４６．４６％，高山（１２００ｍ以上）占 ２７．
０２％。境内清江、沅江水系均为长江中上游地区重
要二级支流。宣恩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

候，冬少严寒，夏无酷暑，雾多寡照，终年湿润，降水

充沛，雨热同期。但因山地地形错综复杂，地势高低

悬殊，又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气候垂直地域差异。因

此，宣恩从山地、水系、气候３个方面来看有区位特
殊性，属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典型的生态脆弱地

带。加之三峡库区蓄水后，该地高山丘陵地表与水

体面积比例发生变化，下垫面水、热状况分布的改变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气与气候，如何应对三峡工

程建设后库区天气气候变化是必须面临的问题，但

是目前还缺少对这种特殊复杂下垫面气候特征的具

体分析。

１　资料及研究方法

气候变化既包括自然变化过程，也有人类活动

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其影响也呈增

加的趋势。就温度变化来说，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

影响因素之一。在研究全国范围的温度变化时，为

了避免城市热岛的影响，通常采用剔除大城市台站

的方法［１１］。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检测研究中，主

要选用具有良好观测条件的长序列平均气温资料进

行气温变化趋势的估计。由于许多具备这些条件的

台站位于城市内或附近，其地面气温记录中不可避

免地含有城市化的影响［１６］。本文使用的气象观测

资料为宣恩站的月及年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

均最低气温、平均日较差和逐日最高、最低气温以及

降水量等。资料时间段为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
以各要素月资料为基础，形成冬季（１２～２月）、

春季（３～５月）、夏季（６～８月）和秋季（９～１１月）
资料序列，然后进行距平化处理，得到各季和年距平

序列。在分析温度的变化趋势时，选用线性方程对

原序列 ｙ进行拟合，即 ｙ＝ａ０＋ａ１ｔ，其回归系数 ａ１
即反映了温度的趋势变化。为了反映序列的变动及

突变情况，还对其进行了滑动平均处理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检验［１７－１８］。

２　温度的年季变化

２．１　平均温度
图１和表１分别是宣恩站各项温度线性变化趋

势和宣恩年与各季平均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年平均温度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代
内呈下降趋势，但仍然具有波动性变化特点。１９６０
年代降温，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升温，中期降温，末期升
温，１９８０年代降温，１９８０年代的平均温度是过去５
个１０ａ中的最低值，１９９０年代以后以持续增温为最
主要特点，因此，１９８０年代末期是整个平均温度序
列的转折点。以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为界，前为降温期，
后为升温期。这与陈隆勋等［１０］得到的１９５１～１９８９
年中国该地区的气候变化特点相一致。宣恩位于湖

北西南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以前处
于变冷区域，在此之后位于变暖区域。这与喻彦

等［１９］研究西双版纳有相似的结果，不同的是转折时

间西双版纳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宣恩冬季平均温度在波动中上升，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Ｖ”型变化特征。春季、夏季和秋季平均温
度序列都表现出明显的“Ｖ”型变化特征，分析升温
期的线性趋势可知，春季平均温度增温率为 ０．４８
℃／１０ａ，增温幅度约为０．９６℃；夏季增温率为０．２１
℃／１０ａ，增温幅度约为０．４２℃；秋季增温率为０．３３
℃／１０ａ，增温幅度约为０．６６℃，并且都通过了显著
性水平＜０．０５的检验。宣恩的年平均气温及各季
（除冬季外）气温在近５１ａ里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
的特征。由于宣恩的气温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代下降，
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开始增温，而其下降和增温的幅度相
差不大，近５１ａ来宣恩的年平均温度以及春秋季平
均温度在整体上没有明显的线性变化。夏季和其他

季节不同的是，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以后的增温幅度要比
之前的降温幅度小，使得２０世纪初１０ａ宣恩的夏
季平均温度未达到１９６０年代的水平，表现为近５１ａ
来宣恩的夏季温度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与唐国

利［１１］研究南京近４４ａ的温度变化特征中夏季的变
化趋势相一致。但与任国玉等［２０］指出的中国夏季

气温变化趋势相反。从年代际变化上看，宣恩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温度较高，７０年代降温，８０年代最冷，９０
年代开始增温，２１世纪初 １０ａ最暖（除夏季外）。
图２是宣恩年平均和夏季平均温度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
ｄａｌｌ法计算图，从图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０年代初以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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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以及夏季平均温度是在波动中降低，在１９９０年
代初以后持续增加的，在三峡２００６年蓄水后没有出

现突变点，由于蓄水后的资料时间短，是否对库区气

温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图１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平均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及趋势
（ａ）年平均；（ｂ）冬季；（ｃ）春季；（ｄ）夏季；（ｅ）秋季（细实线为实测温度值，
虚线为线性变化趋势，粗实线为二阶多项式９点滑动平均，下同）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ａ）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ｂ）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ｃ）ｆｏｒｓｐｒｉｎｇ，（ｄ）ｆｏｒ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ｅ）ｆｏｒａｕｔｕｍｎ

图２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年平均（ａ）及夏季平均（ｂ）温度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法计算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ａ）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ｂ）ｆｏｒ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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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各项温度变化趋势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平均温度趋势

／℃（１０ａ）－１
最高温度趋势

／℃（１０ａ）－１
最低温度趋势

／℃（１０ａ）－１
日较差趋势

／℃（１０ａ）－１

年平均 －２．２７×１０－３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０３

冬季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３６ －０．２２

春季 －７．１３×１０－３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１１

夏季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８

秋季 －７．１３×１０－３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０８

　　　　　注：下划线表示显著性水平在０．０５以上

　　　　　Ｎｏｔｅ：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９５％ （ｏｒｍｏｒｅ）ｌｅｖｅｌ

２．２　最高气温
最高气温是炎热状况最直接的指标［１１］。图 ３

是宣恩平均最高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可以看

出，宣恩的年和各季最高温度变化同平均温度一样

（除冬季）都表现出“Ｖ”型变化特征，即１９８０年代末
期以前降温，后增温，但同平均温度不同的是，无论

年平均最高温度以及各季平均最高温度，１９８０年代
末期以后的增温幅度都大于平均温度，使得夏季最

高温度５１ａ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增加了约０．１５℃，
不同于宣恩夏季平均温度的明显下降趋势。除夏季

外，宣恩年和各季最高温度的增温亦非常明显，年平

均最高温度的增幅约为０．９℃，冬季增幅约为０．７
℃，春季增幅约为１．１℃，秋季增幅约为１．６℃。宣
恩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特征与翟盘茂等［２１］指出的

中国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趋势有很大的不同，中国

平均最高气温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初出
现低值外，整体上略有增加，幅度较小。而宣恩平均

最高温度则在１９７０年代末表现出明显的降低特征，
１９８０年代初之后持续显著增加，幅度达到０．１８℃／
１０ａ。

图３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平均最高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及趋势
（ａ）年平均；（ｂ）冬季；（ｃ）春季；（ｄ）夏季；（ｅ）秋季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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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晖等［２２］指出，由于受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变

化影响，１９７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初长江流域夏季
降水量明显增加，比正常偏多，而对宣恩夏季降水量

进行统计发现（图４），１９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初降水
量一直呈增多趋势，对应宣恩夏季最高温度在该时

间段内呈显著下降。翟盘茂等［２１］指出日照百分率

与最高温度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降水的增加导

致日照时间减少，表现为最高气温显著降低。宣恩

夏季１９９０年代后除１９９８年出现降水极大值外，降
水量一直处于正常水平，对应其夏季最高气温显著

升高。宣恩春季、秋季和冬季降水量和温度相关性

没有夏季显著，春秋季１９７０年代末温度的降低，李
春晖认为可能和水汽含量有关。杨军等［２３］认为空

气相对湿度愈大，大气颗粒物的消光系数愈大，这一

作用在高相对湿度状态下明显大于低相对湿度状

态。宣恩位于长江流域，空气相对湿度大，这样的高

湿度状态增大了白天大气气溶胶对太阳短波辐射的

吸收作用，对地面最高温度的降低起到一定的作用。

冬季和全国一样，为全国性的增暖，这是和其他季节

不同的。图５是宣恩年平均及夏季降水的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法计算图，可以看出，宣恩年平均降水量在
１９９０年代初以前呈增加趋势，随后增加趋势减缓并
逐步过渡到减小趋势，而且在２００６年左右出现突变
点；其后降水是否会呈增加趋势，是否由三峡蓄水引

起，均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夏季降水一直呈增

加趋势，同样在１９９０年代以后趋势减缓。

图４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夏季
降水量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上面的分析表明，宣恩最高温度的变化除受降
水影响外，还受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各季１９８０年
代中期以后的增温，城市热岛效应有一定的贡献。

宣恩县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建筑面积不足１ｋｍ２，而
到了 ２００９年，建筑面积达到 ３．５ｋｍ２。特别是在
１９８０年代以后的加快发展，水泥建筑面积增大，裸
露土壤面积减小，在这样的下垫面情况下，接受同等

的太阳辐射其气温要偏高，因为水泥下垫面的比热

要小于土壤，升温更快。虽然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弱于地级以上城市，但气候变暖中小城镇的增温现

象也不可忽视。

图５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年平均（ａ）及夏季（ｂ）降水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法计算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ａ）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ｂ）

ｂｙ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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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最低温度
图６是宣恩平均最低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

线。可以看到，宣恩的年平均最低温度增暖非常显

著，幅度达到１．０℃，高于平均最高温度。同平均温
度一样，最低温度最大增温幅度发生在冬季，幅度为

１．８℃；春季和夏季增温幅度相近，约为０．５５℃；秋
季增温幅度＜冬季，幅度为１．１５℃。同平均温度和
最高温度相比，最低温度没有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而是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无论是年平均

最低温度还是各季节平均最低温度。年平均最低温

度的增温幅度大于最高温度，这与Ｋａｒｌ等［２４］提出的

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最高、最低气温的趋势变化是不

对称的，即：最低气温升高幅度较大而最高气温升高

幅度较小的观点是相符的。但宣恩也表现出自身的

特点，冬夏季最低温度的增温幅度大于最高温度，而

春秋季则相反。

图６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平均最低温度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及趋势
（ａ）年平均；（ｂ）冬季；（ｃ）春季；（ｄ）夏季；（ｅ）秋季
Ｆｉｇ．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ａ）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ｂ）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ｃ）ｆｏｒｓｐｒｉｎｇ，（ｄ）ｆｏｒ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ｅ）ｆｏｒａｕｔｕｍｎ

　　翟盘茂等［２１］指出中国过去近４０ａ最低温度的
显著升高，是温室效应加强的结果。人为释放的温

室气体（如 ＣＯ２）浓度的增长当然可能是其中的一
个原因，但是应该认识到大气水分的增长也可以产

生明显的温室效应。整层大气水汽（地面到 ２００
ｈＰａ）与最低温度的关系较明显，尤其在夏季以外的
其它季节。这暗示了温度较低情况下的夜间大气中

水汽的保温效应在气候变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李子华等［２５］研究受湿度影响的城市气溶胶夜

晚温度效应时也指出，湿气溶胶粒子对低层大气有

明显的升温作用，在夜间，由于有湿气溶胶粒子的存

在，会使底层大气降温率减小，使夜晚最低温度升

高。宣恩位于长江流域，在１９９０年代建成宣恩水库
并蓄水，１９８０年代末开始封山育林，使得其水汽来
源十分充足，并且由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多燃烧

木炭取暖，使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气溶胶颗粒，在夜间

减少了向外的长波辐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温度特别是最低温度的显著升高。

宣恩站地理位置特殊，下垫面复杂，且宣恩站四

面环山，其位于盆地中部的小土丘之上，并未处于盆

地底部。Ｗｈｉｔｅｍａｎ［２６］研究指出，温度低的空气会聚
集在盆地底部，形成一个冷池，而较温和的空气会在

冷池之上流过。宣恩站要高出盆地底部１０～２０ｍ，
所以温度最低的空气聚集在宣恩站的高度以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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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点上的空气则是较暖和的空气，温度偏高。

Ｇｕｓｔａｖｓｓｏｎ等［２７］研究指出，在给定的一个地点，温度

变化梯度随风速增大而减小，这可能受增加的湍流

混合影响。Ｂｏｏｔｓｍａ［２８］指出，夜间地面气温受风速
以及大气透明度影响很大。由于宣恩特殊的地形，

夜间常有逆温层，观测表明其离地２００ｍ以内风速
基本为０．１ｍ／ｓ。微弱的风速使得湍流很弱，不会
将冷池内较低温度的空气和之上的空气混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宣恩年平均温度、年平均

最高温度都表现出了“Ｖ”型变化特征，反映出了自
然变化在宣恩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同时，宣恩平均

最低温度的持续升高，则表明人为活动的影响在宣

恩最低温度升高方面更加显著。

２．４　温度日较差
宣恩全年平均的温度日较差１９８０年代前减小，

后增加，整体上表现出微弱的减小趋势（图 ７），近
５１ａ来约减少了０．１５℃。宣恩１９８０年代的日较差
在近５１ａ中处于最低值，日较差在１９８０年代以前
一直处于明显的减小趋势，在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表现

出明显的增加趋势。这与翟盘茂等［２１］研究的中国

日较差变化趋势不一致，翟盘茂等研究表明，中国年

平均温度日较差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有较大幅度的减
小，６０年代初期开始增大，６０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
减小趋势。虽然宣恩年平均日较差在整体上也呈减

小趋势，但和全国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全国的年平

均日较差除１９５０年代末１９６０年代初有一个增加过
程外，其后一直呈减小趋势，而宣恩１９８０年代初以
前有一减小过程，其后一直表现为增加趋势。值得

注意的是，日较差在１９８０年代后的显著增加，表明
宣恩在气温变暖的同时，其日夜温差也逐渐加大。

而与全球比较，秦大河等［２９］指出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温
度日较差没有发生变化，因为白天和夜间温度均以

大致相同的速率升高。宣恩日较差１９８０年代后的
这一变化特点，计算表明是由于最高温度的增温幅

度大于最低温度的增温幅度造成的，对宣恩降水量

的统计发现，各季的降水量在１９８０年代后都呈减小
趋势，日照时间的增大对最高温度的显著上升有着

直接的影响。

图７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宣恩平均气温日较差距平随时间演变曲线及趋势
（ａ）年平均；（ｂ）冬季；（ｃ）春季；（ｄ）夏季；（ｅ）秋季
Ｆｉｇ．７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ｉｌｙｒａｎ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Ｘｕ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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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恩冬季和夏季日较差表现出减小的趋势，减
少幅度要大于年平均日较差，并且夏季幅度大于冬

季，５１ａ来幅度分别为－１．４５℃和 －１．１℃。春季
和秋季日较差表现出增加趋势，并且春季幅度大于

秋季，幅度分别为０．５５℃和０．４０℃。上述分析表
明，随着气候变暖，宣恩在温度条件比较极端的冬夏

季，日夜温差减小，对比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变化可

以发现，日较差变小主要是以最低温度变暖幅度大

于最高温度变暖幅度为特征，这与翟盘茂等［２１］指出

的中国３５°Ｎ以南地区的情况不一致，在３５°Ｎ以南
日较差变小是以最高温度降低的同时最低温度升高

为主要特点，而宣恩的最高温度并没有表现出下降

的趋势；而在春秋季，宣恩的日较差反而增大，在气

候变暖的情况下，宣恩春秋季温度表现出日夜温差

增大的趋势，对比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变化，日较差

变大主要是以最高温度变暖幅度大于最低温度变暖

幅度为特征。

３　结　论

（１）近５１ａ来，宣恩的年平均温度呈“Ｖ”型变
化，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以后，呈显著增加趋势。冬季
为持续增温趋势，其他各季均表现为先减小后增加

的趋势。温度的年代际变化明显，其中宣恩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温度较高，７０年代降温，８０年代最冷，９０年
代开始增温，２１世纪初１０ａ最暖（除夏季外）。

（２）宣恩年平均及各季最高温度同平均温度变
化趋势相同，不同的是，最高温度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期
以后的增温幅度要大于平均温度。最低温度同平均

温度和最高温度相比，没有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

趋势，而是表现为持续增加的趋势，表明宣恩最低温

度的变化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小城镇的增

温现象不可忽视。

（３）宣恩气温年日较差先减小后增加，整体上
呈减小趋势，但１９８０年代后的增加趋势非常明显；
冬夏季日较差为减小趋势，其特点主要是最低温度

变暖幅度大于最高温度变暖幅度；春秋季日较差呈

增加趋势，主要是最低温度变暖幅度小于最高温度

变暖幅度。年平均日较差在１９８０年代后增加的原
因是最高温度的增温幅度大于最低温度的增温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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