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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长期演变趋势中城市化的可能影响

余 晖 罗哲贤
(南京气象学院应用气象学系

,

南京 21 0 0 4 4)

摘要 利用兰 州
、

上海及其周围站点的 1 月和年平均 气温资料
,

通过对比
,

分析 了城

市化对 气温长期演变趋势的影响
。

结果表明在区域性 气候增暖过程中
,

城市化的影响

是不 可忽略的
。

关健词 气温演变
,

气候变化
,

城市化

分类号 P4 6 3
.

3

近一个世纪以来
,

北半球气温 5 年平均值约上升了 0
.

5 ℃ 〔‘’。

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

要观测证据
。

在区域性或局域性的气候变暖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观测事实
。

在 CO
:

浓度增加

引起气候变暖的数值研究中
,

往往用这类观测事实来鉴别模式计算的可信程度
。

在 C0
2

浓度

增加对未来区域性经济影响的应用研究中
,

这类观测数据的取值会直接影响到区域性经济发

展的预测精度
。

这些研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础假设
,

即在长时间气温序列中存在的这种趋势

变化
,

主要归因于 C O
:

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
。

这涉及到行星尺度气候形成因子的作用
。

我们知道
,

决定 区域性或局域性气候冷暖趋势的
,

不仅有行星尺度的气候形成因子
,

还有

中
、

小尺度的气候形成 因子
。

因此
,

不同空间尺度气候形成因子的作用共存于长时间的气温序

列之中
。

上述气候变暖的统计结果
,

正是依据这些长时间气温序列得到的
。

对于具有这些长时

间观测记录的大城市而言
,

城市化属于空间尺度较小的另一类气候形成因子
。

在这些观测序列

中
,

行星尺度因子与城市化因子究竟各起多大作用 ? 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清楚
。

本文用兰州
、

上海等站多年气温观测序列
,

初步分析城市化在气温长期演变趋势中的可能

影响
。

1 资料和方法
所用资料情况列于附表

。

其中
,

兰州
、

上海为基本站
,

其余站为基本站周 围的对比站
。

由于

对 比站均位于中
、

小城市或郊区
,

因此假定
:
(1) 在对 比站的气温时间序列 中

,

城市化的贡献相

对而言不明显
,

序列 中长期冷暖趋势主要由大尺度的形成 因子所决定
; (2) 在大城市兰州

、

上海

的多年气温时间序列中
,

长期冷暖趋势由大尺度形成因子与城市化共同决定
。

若基本站与对比站的冷暖趋势定量上一致
,

表明在兰州
、

上海气温长期演变过程 中
,

城市

化的作用可以忽略
;
若基本站与对 比站的冷暖趋势有明显差别

,

表明城市化的作用是重要的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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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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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T a ble

站点代号

资料一 览表

A lis t o f s ta t io n s

基本站 兰州

经度(
。

E )

1 0 3
0

5 3 ‘

纬度 (
o

N )

3 6
0

0 3‘

资料年限

1 9 3 6 ~ 19 8 9

景泰

永登

白银

靖远

榆中

临夏

临衫胜

定西

会宁

华家岭

1 0 4
0

0 3
‘

3 7
0

1 1
’

1 9 58 ~ 19 8 9

IO3
D

2 2
‘

3 6
0

3 6
,

1 9 5 7 ~ 19 8 9

1 04
0

1 1‘ 3 6
0

3 3 ,

1 9 55 ~ 19 8 9

1 04
0

4 1 , 3 6
0

3 4 1 9 37 一 19 8 9

1 04
0

0 9 , 3 5
0

5 2
, 19 56 一 19 8 9

10 3
0

1 1’ 3 5
0

3 5 ,
19 4 3 ~ 19 8 9

10 3
0

5 2 产

对比站 10 4
0

3 7 ,

3 5
0

2 2

3 5
0

3 5

19 37 ~ 19 8 9

19 58 ~ 19 8 9

10 5
0

0 5
‘

3 5
0

4 1
’ 19 56 ~ 19 8 9

10 5
0

0 0 ‘
3 5

0

2 3
,

19 5 0 ~ 19 8 9

通渭

甘南

渭源

陇西

临潭

上海

10 5
0

1 4
,

3 5
0

1 3
‘

19 5 7 ~ 19 8 9

10 2
0

5 4 ,
3 5

0

0 0 ‘ 1 9 5 8 ~ 1 9 8 9

10 4 0 1 4 ‘
3 5

0

0 8

3 5
0 0 0

1 9 5 7 ~ 1 9 8 9

10 4
0

3 9
‘

1 9 5 7 ~ 1 9 8 9

10 3
0

2 1 ‘ 3 4
0

4 2
‘

1 9 5 8 ~ 1 98 9

基本站 12 1
0

2 6 ‘ 3 1
0

1 0 ,

1 9 5 1 ~ 1 98 8

南通

启东

吴县

平湖

慈溪

12 0
0

5 2 ‘ 3 2
0

0 1 ,

1 9 50 ~ 19 8 8

12 1
“

3 6
,

3 2
0

0 4
‘

1 9 5 7 ~ 19 8 8

对 比站 12 0
0

2 6
‘

3 1
“

0 4 1 9 5 6 ~ 19 8 8

12 1 ” 0 6
‘ 3 0

0

3 8
‘ 1 9 5 4 ~ 19 8 8

12 1
0

1 0 ‘ 3 0
0

1 6
‘

1 9 54 ~ 19 8 8

2 计算结果
2. 1 我国西北部城市化对气温变化的影响

由附表可见
,

兰州周 围的甘南
、

景泰
、

定西
、

临潭 4 站的资料从 1 9 5 8 年开始
。

为统一起见
,

在作兰州与其周围站的冷暖趋势对比时
,

一律用 1 9 5 8一 1 9 8 9 的资料
。

对 1 9 5 8 年以前资料的分

析作为了解更长时段冷暖趋势的背景之用
。

对兰州周 围 1 5 个对 比站 一9 5 8 一 1 9 8 9 年 1 月和年平均温度序列求平均
,

得到 1 9 5 8一 1 9 8 9

年 1 月和年平均温度各 自的 15 站平均量序列
,

以此代表无城市化条件下气温变化的趋势
。

再用兰州站序列和兰州周围站平均量序列求出它们的 5 年滑动平均序列
,

并用最小二乘

法求出长期趋势值
,

结果见图 1
。

由图可见
,

50 年代末以来
,

兰州站和兰州周围站 1 月气温都有

增高的趋势
,

但兰州站的增幅明显加大
。

可以初步认为
,

造成这种明显增暖幅度差异的主要原

因在于兰州的城市化
。

上面是兰州站与 15 个周围站平均值之间的对 比
。

为了了解增暖幅度的空间分布
,

求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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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兰州及其周围站 1 月气温 5 年滑动平均值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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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及其周围各站的增暖幅度 △T 一 丁
8 7
一 丁

6 。 (图 2 )
,

丁
8 7 、

了
6 。

分别为 1 9 8 7 年和 1 9 60 年的 5

年滑动平均值
。

由图 2 可见
,

15 个周围站点中
,

近 30 年来 1 月增暖幅度大多在 1
.

0 ~ 2
.

0 ℃之

间
,

而作为大城市的兰州
,

增暖幅度超过 3
.

o C (图 Za)
。

对年平均气温而言
,

巧 个周 围站点中
,

有 12 个站近 30 年来年平均气温增幅不超过 0
.

1 ℃
,

有 3 个站在 0
.

2 ~ 。
.

4 C 之间
,

而兰州增幅

为 0
.

7 ℃ (图 Zb )
。

2. 2 我国东南部城市化对气温变化的影响

类似地
,

我们计算了上海及其周围站近 30 年来的增 暖幅度 △T 一 瓦
。
一 虱

。
(图 3 )

,

瓦
。、

虱
。

分别为 1 9 8 6 年和 1 9 6 0 年的 5 年滑动平均值
。

结果表明
,

近 30 年来
,

1 月增暖幅度以上海最

大
,

达 1
.

2
〔

C
,

周 围站点不超过 1
.

o C (图 3a)
。

对年平均气温而言
,

上海略有升高 (0
.

1℃ )
,

而周

围站点均 为下降(图 3 b )
。

从数值上看
,

上海与周围站点增 暖幅度的差值较 小
,

兰 州与周 围站点增 暖幅度的差值较

大
。

这可能缘于近 30 年来上海周 围城市的 (如南通等 )规模不断扩大
,

气温亦受城市化影响之

故
。

概括而言
,

无论是我国西北部的兰州
,

还是东南部的上海
,

无论是冬季
,

还是全年平均
,

近

3 0 年来大城市气温增暖现象都比周围站点显著
。

因此
,

在兰州
、

上海长期气温演变的观测记录

中
,

可能隐含着城市化这个局域气候形成 因子的贡献
。

3 讨 论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
,

对区域性气候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

目前
,

这一问题已引起许多

国家政府部门和气象界的重视
,

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在这类影响的研究中
,

长记

录站的气温观测序列是一个基础性的资料
。

往往认为长记录站气温观测序列中包含的增暖趋

势是 已经 出现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
,

而未考虑其他因子的作用
。

本文的结果初步说明城市化可能也是造成长记录站气温观测序列中增暖趋势的原因之

一
。

在研究温室气体对气候和经济的影响时
,

应该考虑到城市化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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