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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６０ａ气温变化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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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吐鲁番气象站年、季、月平均气温，年最高最低气温、酷热日数资料，采用
线性回归、９ａ滑动平均和滑动ｔ检验方法分析了吐鲁番６０ａ气温演变特征。研究表明：６０ａ来吐鲁
番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线性增暖率为０．３５９℃／１０ａ，在１９９６年存在暖突变；４季气温均呈增
暖趋势，冬季气温增幅最大，秋季、春季次之，夏季最小；各月气温变化中除７月、８月呈下降趋势外其
它月份均呈增暖趋势，２月增幅最大；最低气温的增温趋势明显高于最高气温；酷热日数以１．２８ｄ／１０
ａ线性趋势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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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系统正经历着一次以变暖

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１］，全球温度升高了０．５６２
～０．９２℃。我国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变化同步，尤
其近５０ａ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变暖更加明显，以北
方增温最为显著［２－５］。王鹏祥、任朝霞等［６－７］对气

候变化趋势的研究也表明近５０ａ中国西北干旱区
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变化均呈上升趋势；左敏、戴

新刚［８－１０］等研究指出，新疆气温呈线性变暖趋势；

张学文［１１］等指出北疆地区年平均气温以０．３６℃／
１０ａ上升；蒲云锦、胡文峰、赵勇等［１２－１５］研究指出石

河子和若羌绿洲气象要素综合表现为显著的暖湿化

趋势，鄯善县境内的库姆塔格沙漠气温呈升高趋势，

这些研究对认识新疆气候变化特征和规律、合理使

用太阳能资源、水资源等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位于东经８８°５′～８９°５４′，北纬４１°２０′～
４３°３５′，地形闭塞，干旱少雨，风沙天气多，夏季温度
高且持续时间长，素有“火炉”之称，年平均气温１５．
１℃，年降水量１５．３ｍｍ，最高气温４７．８℃，最低气
温－２８．０℃。特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吐鲁番特殊
的气候特点，与北疆气候迥异，也与盆地东面的哈密

地区气候有较大差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

对吐鲁番的气候变化特征做详细分析，有利于合理

利用气候资源，对理解吐鲁番盆地及东疆气候变化

特征、葡萄等农作物种植结构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

生具有参考价值，为更全面的认识区域气温变化规

律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利用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吐鲁番气象站年、季、月平

均气温、年最高最低气温、酷热日数资料，建立６０ａ
吐鲁番年、季、月平均气温、年最高最低气温和酷热

日数的时间序列，统计出吐鲁番气象站各要素，以时

间为自变量，要素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

程，分析吐鲁番气温变化趋势。春、夏、秋、冬季分别

取３～５月、６～８月、９～１１月、１２月到次年 ２月。
运用滑动ｔ突变检验法［１６］对年平均气温进行突变

检验。本文平均值均指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

２　气温
２．１　年平均气温

吐鲁番年平均气温是１５．１℃。图１是１９５２～
２０１１年吐鲁番年平均气温距平、线性趋势及９ａ滑
动平均。吐鲁番６０ａ的平均气温以０．３５９℃／１０ａ
趋势明显上升，通过０．００１信度检验，这一变化趋势
与新疆气温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增幅最快的阶段是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以０．０７３℃／ａ的速率快速上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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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世纪后的近十多年增幅有所减缓，但仍以 ０．
０４１℃／ａ的速率上升。１９５２～１９９６年气温以负距
平为主，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是负距平最大区，是相对
较冷时期，本世纪则以正距平为主，１９９６年以后仅
２００３年是负距平，本世纪的１２ａ里气温均值比平均
值高０．６℃，年平均最高的是２００７年１６．３℃，比平
均值高１．２℃。

图１　吐鲁番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平均气温距平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ｙｅａｒ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２－２０１１ｉｎＴｕｒｐａｎ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２　季平均气温
从表１中看出春、夏、秋、冬季气温均呈线性增

暖趋势，线性增暖率分别为０．２５９℃／１０ａ、０．００００５
℃／１０ａ、０．４１８℃／１０ａ、０．７９９℃／１０ａ，其中春、秋、
冬季均通过０．００１信度检验，夏季未通过信度检验，
冬季增暖幅度明显大于春、夏、秋季，夏季变化最微

弱。４季气温年代际变化（图略）各有差异，春季气
温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气温偏低，１９７０年代最低，低
于平均值 －１．０℃，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与平均值持平，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气温升高最快，高出平均值０．６℃；
夏季气温在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代均偏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代、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均偏高，且幅度都不大；秋季气
温从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代近半个世纪都是偏低，１９６０
年代最低，低于平均值１．６℃，进入本世纪则偏高
１．１℃；冬季气温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均偏低，且幅度
较大，１９５０年代最低，低于平均值３．４℃，１９９０年代
到本世纪都偏高，１９９０年代最高，偏高０．７℃。
２．３　月平均气温

从表１看出月平均气温除７月和８月线性倾向
率为－０．０７２℃／１０ａ和 －０．００３℃／１０ａ呈下降趋
势外，其它月份都呈增暖趋势，尤以２月增暖幅度最
大，线性增暖率达 ０．８７１℃／１０ａ，其次是 １２月、１
月、１１月、１０月和３月，４月、５月、９月、６月增暖幅

度依次减小，其中２月、１０～１２月均通过０．００１信
度检验，１月和３月通过了０．０１信度检验，４月和５
月通过了０．１信度检验，而６～９月均未通过任何信
度检验。此外通过各月之间相关性计算，只有１月
和２月，８月和９月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５６８和０．５３８
外，且均通过０．００１信度检验，其余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都较小，说明各月之间气温相关性并不大。

表１　吐鲁番季、月气温相关分析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ｕｒｐａｎ

月
气温倾向率

／（℃／１０ａ）

相关系数

Ｒ
季

气温倾向率

／（℃／１０ａ）

相关系数

Ｒ

１２月 ０．７１１ ０．４７１

１月 ０．６９２ ０．４０２５ 冬季 ０．７９９ ０．６１５５

２月 ０．８７１ ０．５７９４

３月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０６

４月 ０．２８２ ０．２９５６ 春季 ０．２５９ ０．４２６６

５月 ０．１７０ ０．２２７４

６月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２５

７月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７３ 夏季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８月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５

９月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５９

１０月 ０．４５９ ０．４９６１ 秋季 ０．４１８ ０．５６５９

１１月 ０．６７５ ０．５９６７

　　注：、、分别指通过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信度检验

２．４　年最高气温
吐鲁番夏季持续时间长，一般５月进入夏季，到

图２　吐鲁番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年最高气温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２－２０１１ｉｎＴｕｒｐａｎ

９月才结束。年最高气温在４２．１～４７．８℃之间（图
２），多出现在６、７、８月。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吐鲁番年最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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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温以０．０７８℃／１０ａ趋势缓慢升高，未通过信度
检验。通过计算，１９５２～１９９５年吐鲁番市年最高气
温以０．０３４℃／ａ趋势下降，仅１９８６年达到峰值４７．
７℃，而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则以０．１０９℃／ａ趋势上升，
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１年分别出现过２次４７．８℃。２０世纪
后５０ａ里≥４７℃的年极值仅出现过 ６次，进入
２０００年后的１２ａ里就出现了６次。进入２１世纪极
端最高气温频繁出现，加之酷热日数增加，吐鲁番夏

季是名副其实的火炉。

２．５　年最低气温
吐鲁番冬季时间短，最低气温在－１１．８～－２８．０

℃之间（图３），多出现在１月。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吐鲁番
低温以１．３５３℃／１０ａ（通过０．０１信度检验）趋势升
高，升温幅度远大于年最高气温。这表明夜间气温有

较强的增温趋势，白天增温趋势较弱，温度日较差减

小。极端低温多出现在１９７０年代以前，历史上仅出
现过４次 ＜－２５℃的低温，分别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和１９７５年，最冷的是１９６０年为－２８℃。从９ａ滑动
平均分析，１９８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０年代初低温升幅最大，
进入本世纪，低温波动趋势平稳。最低气温的快速升

高是年平均气温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３　吐鲁番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年最低气温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２－２０１１ｉｎＴｕｐａｎ

２．６　酷热日数
以日最高气温≥４０℃为高温酷热天气，统计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吐鲁番酷热日数是３７ｄ，一般出现在
６～８月，偶有５月出现。图４是吐鲁番近６０ａ酷热
日数距平曲线，吐鲁番的酷热日数以１．２ｄ／１０ａ趋
势增加，未通过信度检验，大致分为 ３个阶段，在
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之间波动较大，１９６５～１９９２年波动较
为平稳，而且在平均值以下居多，夏季相对比较凉

爽，１９９３～２０１１年之间波动最大，酷热日数增加明

显，经过计算，１９５２～１９９２年酷热日数以０．３３１ｄ／ａ
减少，而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则以１．４４６ｄ／ａ快速增加，
可见近２０ａ气候变暖现象明显。酷热日数较多的
年份多集中在２１世纪，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酷热日数平
均值为４７ｄ，２０１１年酷热日数６４ｄ也为吐鲁番站有
历史记录以来最多的年份。

图４　吐鲁番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酷热日数距平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ｏｔｄａｙ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２－２０１１ｉｎＴｕｒｐａｎ

３　气温突变分析
气候突变是指一种稳定气候状态经短时间跳跃

式地转变成另一种稳定气候状态的现象。滑动ｔ检
验其基本思想是把一气候序列中２段子序列均值有
无显著差异看做来自２个总体均值有无显著差异的
问题来检验。如果２段子序列的均值差异超过了一
定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均值发生了质变，有突变

发生。

用滑动 ｔ检验检测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吐鲁番年平
均气温序列的突变。从图５可以分析出，滑动步长
Ｎ＝５时分别在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９６年出现２个︱ｔ︱超
过临界值的最值（Ｎ＝５时，１９６５年︱ｔ︱＝５．８８＞
ｔα＝０．００１＝５．０４；１９９６年︱ｔ︱＝４．７８＞ｔα＝０．００１ ＝４．
３２），说明吐鲁番年平均气温在近６０ａ来出现过２
次明显的突变，１９６０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冷突变，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经历了明显的暖突变；滑动步长 Ｎ＝
７时仅在１９９６年出现︱ｔ︱超过临界值的最值（Ｎ＝
７时，１９９６年︱ｔ︱＝３．２９＞ｔα＝０．０１＝３．０６），也说明
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经历一次暖突变。当 Ｎ＝５和 ７
时，都在１９９６年︱ｔ︱超过了０．０１显著性检验的临
界值，说明在１９９６年吐鲁番发生了显著的暖突变，
突变时间与新疆策勒绿洲区１９９６年发生的气温突
变时间［１７］相同，比文献［１３］中若羌绿洲增温突变早
１ａ。

２０６

６０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４）：６００－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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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吐鲁番滑动ｔ检验统计量曲线
（直线为α＝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ｌｉｄｅｔ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ｕｒｖｅｉｎＴｕｒｐａｎ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α＝０．０１）

４　结　论
（１）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新疆吐鲁番年平均气温呈明

显上升趋势，线性增暖率为０．３４９℃／１０ａ，温度变
化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相一致，但增温幅度明显高

于０．２７℃／１０ａ的新疆平均水平［１８］。年平均气温

在１９９６年发生了一次增温突变现象。
（２）冬季气温增暖幅度明显大于春、夏、秋季，

线性增暖率分别为０．７９９℃／１０ａ、０．２５９℃／１０ａ、
０．００００５℃／１０ａ和０．４１８℃／１０ａ。

（３）月平均气温除７月和８月呈下降趋势外，
其它月份均呈增暖趋势，尤以 ２月增暖幅度最大。
各月之间相关性只有１月和２月，８月和９月相关
性较大，其余月份之间气温相关性较小。

（４）吐鲁番年最高最低气温的线性增暖率分别
为０．０７８℃／１０ａ和１．３５３℃／１０ａ。极端最高温度
分别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１年出现（４７．８℃），１９５２～１９９５
年有下降趋势，１９９６以后则呈上升趋势。极端低温
最低是１９６０年的－２８℃，最冷的时期是１９５０年代
为－２１．２℃，比近１０ａ的－１４．８℃低６．４℃。

　　（５）吐鲁番酷热日数以１．２８ｄ／１０ａ趋增加势，
极端高温在本世纪频繁出现，也使得酷热日数快速

增加，２０１１年酷热日数６４ｄ是吐鲁番站有历史记录
以来最多的年份。

参考文献：

［１］秦大河．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进展［Ｊ］．科技导报，２００８，２６（７）：

１．

［２］ＩＰＣＣ．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综合报告［Ｒ］．２００７．

［３］左洪超，吕世华，胡隐樵．中国近５０年气温及降水量的变化趋势

分析［Ｊ］．高原气象，２００４，２３（２）：２３８－２４４．

［４］施雅风，沈永平，李栋梁，等．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

特征和趋势探讨［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３，２３（２）：１５２－１６３．

［５］李维京，赵振国，李想，等．中国北方干旱的气候特征及其成因的

初步研究［Ｊ］．干旱气象，２００３，２１（４）：１－４．

［６］王鹏祥，杨金虎，张强，等．近半个世纪来中国西北地面气候变

化基本特征［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２（６）：６４９－６５５．

［７］任朝霞，杨达源．近５０ａ西北干旱区气候变化趋势研究［Ｊ］．第

四纪研究，２００６，２６（２）：２９９－３００．

［８］左敏，陈洪武，江远安，等．新疆近５０ａ气温变化趋势和演变特

征［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０，２８（２）：１６０－１６６．

［９］戴新刚，任宜勇，陈洪武．近５０年新疆温度降水配置演变及其尺

度特征［Ｊ］．气象学报，２００７，６５（６）：１００３－１０１０．

［１０］刘波，冯锦明，马柱国，等．１９６０－２００５年新疆气候变化的基本

特征［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９，１４（７）：４１４－４２５．

［１１］张学文，张家宝．新疆气象手册［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１．

［１２］蒲云锦，赵桉梆，韩春光．新疆石河子近 ４０ａ气候变化特征

［Ｊ］．干旱气象，２００８，２６（４）：５６－６０．

［１３］胡文峰，何清，金莉莉，等．若羌绿洲近５５ａ气候变化基本特征

［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１，２９（３）：２９７－３０１．

［１４］范丽红，何清，崔彦军，等．近４０ａ石河子地区气候暖湿化特征

分析［Ｊ］．干旱气象，２００６，２４（１）：１４－２７．

［１５］赵勇，何清，霍文．库姆塔格沙漠周边气候变化特征分析［Ｊ］．

干旱气象，２０１０，２８（３）：２９１－２６９．

［１６］魏凤英．现代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技术［Ｍ］．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００７．５８．

［１７］刘海涛，李秀东，曾华，等．策勒绿洲区１９６０－２００８年气温及降

水变化特征分析［Ｊ］．沙漠与绿洲气象，２０１１，５（１）：２９－３３．

［１８］苏红超，魏文寿，韩萍．新疆近５０年来的气温和蒸发变化［Ｊ］．

冰川冻土，２００３，２５（２）：１７４－１７８．

（下转第６３４页）

３０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４）：６００－６０３ ６０３

　第４期 张慧琴等：新疆吐鲁番６０ａ气温变化基本特征



［８］ＡｌｌｅｎＳＪ，Ｖ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

１９９５，１００（Ｄ１）：１３２７－１３５０．

［９］Ｖ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ＡｌｌｅｎＳＪ，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ｎＳ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Ｉｎ：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Ｋ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

［Ｍ］．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７－２５．

［１０］卞建春，陈洪滨，吕达仁．用垂直高分辨率探空资料分析北京

上空下平流层重力波的统计特性［Ｊ］．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

学，２００４，３４（８）：７４８－７５６．

［１１］王雪莲，陈泽宇，吕达仁，等．热带下平流层重力波的季节和年

际变化特征［Ｊ］．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６（１２）：１５８３－１５９０．

［１２］ＺｈａｎｇＳＤ，Ｙｉ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ｖ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０７：１１２．Ｄ０５１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ＪＤ００７４８７

［１３］ＺｈａｎｇＳＤ，ＹｉＦ，ＨｕａｎｇＣＭ，ｅｔａ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

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

Ｕ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ｄａｔａ［Ｊ］．Ａｎｎａｌ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２０１０，２８：１０６５－

１０７４．

［１４］ＨｉｎｅｓＣＯ．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ａｌ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ｗａｖｅｓｏｖｅｒＡｒｅｃｉｂｏ：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１９８９，４６（４）：４７６－４８８．

［１５］ＨｏｌｔｏｎＪ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Ｍ］．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２０７－２０８．

［１６］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ｎＳＤ．Ｈｏｄ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ｏｋｅ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６，１０１（Ｄ１４）：１９１６９－１９１７４．

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ＥＮＧＳｈａｏｇｅ１，ＹＡＮＧＷｅｎ１，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２，ＹＡＮＧＭａｎｌｉ１

（１．６８０２８Ｔｒｏｏｐ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ｒｅａ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５８，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ｓ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ｕｓ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ｗａ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

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

（上接第６０３页）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ｕｒｐａｎ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６０Ｙｅａｒｓ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ｎ１，Ｙ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ｎｇ２，ＹＵＨｕａ１

（１．Ｔｕｒｐ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ｕｒｐａｎ８３８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Ｈａｍｉ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ｍｉ８３９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ｈｏｔ
ｄａｙｓ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２－２０１１ｆｒｏｍ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ｕｒｐａｎ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ｕｓ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９ｙｅａｒｓ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ｕｒｐ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０．３５９℃／１０ａ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６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ｉｎ１９９６ｉｔｈａｄ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ｗａ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ｗａ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Ｊｕｌｙ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ｏｓｔ．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ａｎ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ｈｏｔｄａｙｓ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１．
２８ｄａｙｓ／１０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ｂｒｕｐｔｃｈａｎｇｅ

４３６

６３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４）：６３０－６３４

干　　旱　　气　　象 ３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