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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流域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变化的
统计降尺度分析

摘要
大气环流模型（ＧＣＭｓ）预测的气候

变化情景空间分辨率低，不能满足气候
变化对水资源影响进行评估的需要．利
用统计降尺度模型可以解决 ＧＣＭｓ 预测
的气候变化情景空间分辨率低的缺陷．
在白 洋 淀 流 域 应 用 统 计 降 尺 度 模 型
（ＳＤＳＭ），选取日平均气温作为预报量，
根据 ＮＣＥＰ 再分析数据与站点实测数据
序列的相关关系选择合适的预报因子，
建立大气环流因子与各站点日最高气温
和最低气温之间的统计关系．将数据序
列分为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和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年
两个时段，对 ＳＤＳＭ 进行率定和验证．最
后将 ＨａｄＣＭ３ 输出的未来情景降尺度到
站点尺度，模拟白洋淀流域未来时期三
个时 段 ２０２０ｓ （ ２０１０—２０３９ 年）、 ２０５０ｓ
（２０４０—２０６９ 年） 和 ２０８０ｓ （ ２０７０—２０９９
年）的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时间序列．
结果表明：ＳＤＳＭ 在白洋淀流域的模拟效
果较好．白洋淀流域日最高气温和最低
气温在 Ａ２ 和 Ｂ２ 两种情景下均呈现上升
趋势，且 Ａ２ 情景下的增幅高于 Ｂ２ 情景，
山区的增幅高于平原，日最高气温的增
幅大于日最低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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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影响人

类社会经济生活，同时也影响水文水循环和生态系统．全球气候变化

对区域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问题己经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１⁃４］ ．全
球气候变暖将加剧水文循环过程，驱动降水、蒸发量等水文要素的变

化，增大水文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改变流域水量平衡，影响流域水

资源分布［５］ ．因此，为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对流域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定性定量地研究流域未来最高最低气温变化趋

势具有重要意义．
白洋淀流域属于海河流域，其水资源状况直接影响着流域内经

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年来，受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化的影响，白洋淀水文特征已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入淀

水量减少、水位降低、蒸发量增加等．资料显示，白洋淀在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１ 年中，实际入淀水量呈减少趋势，共有 ２０ 年出现干淀现象［６］ ．
近年来，对于海河流域气候变化趋势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但是针对

白洋淀流域气候变化的研究甚少．２００７ 年，刘春兰等［７］ 以白洋淀为研

究对象，分析了白洋淀过去 ４０ 年气候、水文与生态系统发展变化过程

及湿地生态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探寻气候变化对白洋淀湿

地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在白洋淀湿地退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未

定量研究白洋淀流域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因此，本文拟采用统计降尺

度模型（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ＤＳＭ），通过建立大气环流因子

（如气温、平均海平面气压等）与站点气温数据序列之间的统计关系，
将大气环流模式（ＧＣＭ）输出的未来气候情景降尺度到白洋淀流域的

各气象站点，生成各站点未来最高最低气温序列，进而分析白洋淀流

域未来气温变化规律．

１　 研究区概况

白洋淀流域位于海河流域中部，地跨晋、冀、京三省市，流域面积约

３ 万 ｋｍ２，位于 １１３°３９′～１１６°２０′Ｅ，３８°２３′～４０°０９′Ｎ 之间．如图 １ 所示，流
域包括大清河山区和淀西平原两部分，其中山区面积 １６ ５３６ ｋｍ２，占
５３％，平原面积 １４ ７００ ｋｍ２，占 ４７％［８］ ．流域上游支流发源于西部太行



　 　 　 　山脉，主要为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瀑
河、萍河、拒马河、清水河等 ９ 条主要河流，自西向

东，由南至北构成扇形河网，汇流一处，形成白洋淀．
目前入淀 ９ 条河流中仅拒马河、府河常年有水入淀，
漕河、孝义河、瀑河仅在部分季节有水，其余河流长

期断流．
白洋淀流域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半湿润半干

旱气候，全年四季分明．流域气温空间差异大，自西

北向东南递增，平原区年平均气温 １２ ７ ℃，山区 ７ ４
℃ ．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６３ ９ ｍｍ，受季风气候影

响，降水年内分配不均，８０％的降水量集中在 ７—９
月．受地形的影响，流域内年平均降水量空间差异较

大，其中太行山迎风坡前降雨较大，平原和背风坡较

小，不同地区年降水量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３ 倍［８⁃９］ ．

图 １　 白洋淀流域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２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包括：
１）站点实测数据：本文选取白洋淀流域及其周

边保定、蔚县等 ７ 个气象站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的日最高

气温和最低气温数据．其中西北山区 ２ 个，平原区 ５
个，所选站点有一定代表性．数据来自于中国气象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在计算之前，对数据进行了一致

性、完整性和极值检验，质量良好．各气象站点在流

域中的分布如图 １ 所示．
２）ＮＣＥ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再分析数据：包括覆盖在白洋淀流域且有实

测站点 ２ 个网格的数据序列，序列年限为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１ 年，其中包含了 ２６ 个大气环流因子（包括地

表、５００ 和 ８５０ ｈＰａ 高度场的气压和比湿等）．为了统

一数据格式，ＮＣＥＰ 数据被转换成了符合英国气象

局 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ｒｅ 海气耦合气候模式（ＨａｄＣＭ３）输出

数据的格式，即网格大小由 １ ８７５°×１ ８７５° 转换为

２ ５°×３ ７５°．
３）ＧＣＭ 数据：英国气象局 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ｒｅ 海气耦

合气候模式（ＨａｄＣＭ３）数据，包括 Ａ２ 和 Ｂ２ 两种气

候情景，序列年限为 １９６１—２０９９ 年，包含的网格和

预报因子与 ＮＣＥＰ 相同，网格大小为 ２ ５°×３ ７５°．

２ ２　 研究方法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降尺度方法主要有动力

降尺度［１０⁃１１］和统计降尺度［１２⁃１３］ ２ 种．前者的主要优

势在于它可以模拟小范围内的大气特征（如地形雨

等），考虑陆地生态环境或大气化学变化等．但是，动
力降尺度需要高配置的计算机，计算代价较大．统计

降尺度方法较为简单，计算方便，且以历史资料为依

据，较为可靠，因此，本文选择了能取得较好结果并

７４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省时可靠的统计降尺度方法．
ＳＤＳＭ 是一个综合了天气发生器和多元回归两

种方法的统计降尺度模型［１４］，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其一是建立预报量（小尺度或站点气象数据

序列）与预报因子（大气环流因子）之间的统计关

系，以确定模型；其二是根据确定好的模型，生成小

尺度或站点气候要素的未来日序列．其核心是建立

预报量和预报因子之间的关系［１５］ ．
预报量主要根据研究目的以及站点资料来选

择，而预报因子的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１）与预报量有比较明确的物理意义上的联系；
２）与预报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３）必须是实测数据和 ＧＣＭ 输出数据中都有的

因子；
４）必须是 ＧＣＭｓ 能够准确模拟的因子［１５］ ．
确定预报因子后，ＳＤＳＭ 根据选定的一组预报因

子与预报量，建立它们之间的统计关系，确定多元回

归方程的参数，即对模型进行率定，ＳＤＳＭ 中的多元

回归方程是通过有效对偶单纯形法建立的．模型确

定后，即可应用 ＧＣＭｓ 输出的未来气候情景，模拟小

尺度或站点气候要素的未来日序列，并与气候要素

的基准期数据序列比较，分析区域气候要素未来的

变化趋势．

３　 ＳＤＳＭ 在白洋淀流域的应用

３ １　 预报量与预报因子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白洋淀流域作为研究区域生成未来

气候变化情景．选择的气候变量必须是可预测的，而
且是受大尺度气候状况控制的，同时必须确保该气

候变量在研究区域有足够的观测资料用于建立统计

降尺度模式．本研究选取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作

为预报量．
本文根据预报因子选择原则，从 ＮＣＥＰ 再分析

数据中的 ２６ 个因子（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中，通过季节

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和散点图结果来选择预报因

子．最终选择的预报因子有 ２ ｍ 高度的平均气温

（ｔｅｍｐ）和平均海平面气压（ｍｓｌｐ）、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

度场（ｐ５００）、地表相对比湿（ ｒｈｕｍ）等，各站点的预

报因子均在 ５ 个左右，７ 个站点的相关系数均达到

８０％以上，与气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３ ２　 模型率定及验证

本文在应用 ＳＤＳＭ 时，根据国际上 ＷＭＯ 推荐的

方法，选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作为基准期，并分为率定

期和验证期两个时间段，率定期定为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验证期为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年，分别用于模型率定和

验证．
模型率定过程中，ＳＤＳＭ 给出的统计特征值是模

型的解释方差（ ｒ２）和标准误差（ＥＳ）．模型的解释方

差表示预报量与预报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大小，而标

准误差则反映预报量对预报因子的敏感性．表 １ 列

出了在模型率定期各站点日最高最低气温的解释方

差和标准误差．分析可知，模型率定期区域环流因子

可以很好解释日最高最低气温的方差，其中山区站

点的解释方差高于平原地区．对于最高气温，７ 个站

点的解释方差均在 ６０％以上，其中五台山最高达

７７ ６％；相对于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的解释方差稍

低，但是解释方差仍均在 ５０％以上，其中五台山最高

达 ７９ ８％．另外，由模型的标准误差可知，无论最高

气温还是最低气温，各站点的标准误差大都在 ３ １
℃以下，蔚县最高达 ３ １２１ ℃，五台山最低为 １ ９７３
℃ ．由此可以看出，ＳＤＳＭ 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白洋

淀流域日最高最低气温．

表 １　 ＳＤＳＭ 模型率定的解释方差（ｒ２）和标准误差（Ｅ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ｒ２）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 ａｔ ７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点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ｒ２ ＥＳ ｒ２ ＥＳ

北京 ０ ６２３ ２ ３２ ０ ５０７ ２ ３７８

廊坊 ０ ６２７ ２ ５２５ ０ ５２９ ２ ５０１

平原 石家庄 ０ ６３５ ２ ５６５ ０ ５１２ ２ ５８４

保定 ０ ６４１ ２ ３９５ ０ ５０４ ２ ３４７

饶阳 ０ ６５３ ２ ３９７ ０ ５１２ ２ ５６７

山区
蔚县 ０ ７３６ ２ ３０１ ０ ５３８ ３ １２１

五台山 ０ ７７６ １ ９７３ ０ ７９８ ２ ００１

本文用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对
各个站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模拟序列和实测序

列进行比较，计算其相关系数（ ｒ）和纳什效率（Ｎａｓｈ⁃
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系数（Ｅｎ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据此分析可

知，ＳＤＳＭ 模型对各个站点的日最高最低气温的模拟

效果都很好，山区和平原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 ９４，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也均在 ０ ９ 以上．从不同地

区来看，山区的模拟效果略优于平原地区．另外，根
据各站点的面积权重，分别计算山区和平原的最高

最低气温的月平均时间序列，如图 ２，模拟和实测的

流域日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吻合程度很高． 因此，
ＳＤＳＭ 模型的模拟精度满足模拟要求，该模型可以用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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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模拟白洋淀流域未来的气候变化．

表 ２　 各站点模型验证期（１９７６—１９９０）气温的

相关系数（ｒ）和纳什效率系数（Ｅ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ａｔ ７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点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ｒ Ｅｎｓ ｒ Ｅｎｓ

北京 ０ ９５６ ０ ９０８ ０ ９５３ ０ ９４５

廊坊 ０ ９５２ ０ ９０５ ０ ９６６ ０ ９６３

平原 石家庄 ０ ９４３ ０ ９０１ ０ ９４２ ０ ９３３

保定 ０ ９５７ ０ ９０４ ０ ９５４ ０ ９４３

饶阳 ０ ９５４ ０ ９０３ ０ ９４８ ０ ９４３

山区
蔚县 ０ ９６５ ０ ９３３ ０ ９４０ ０ ９５７

五台山 ０ ９６４ ０ ９８０ ０ ９６６ ０ ９８８

总之，从模型率定期和验证期的各个统计变量

来看，ＳＤＳＭ 模型在模拟白洋淀流域最高最低气温时

有很好的表现，同样也说明由此生成的未来气候情

景是比较可靠的．

３ ３　 白洋淀流域未来气温变化

应用确定的 ＳＤＳＭ 模型，将 ＨａｄＣＭ３ 数据输入

模型，分别生成 Ａ２、Ｂ２ 情景下白洋淀流域各个气象

站点的未来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序列．考虑到流

域的实际地形情况，将流域分为山区和平原两部分，
根据各站点的面积权重，分别计算流域未来日平均

气温序列．
在进行未来气候情景分析时，国际上普遍使用

ＷＭＯ 推荐的方法，选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为基准期，同
时将未来时段分为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３９ 年）、２０５０ｓ
（２０４０—２０６９ 年）和 ２０８０ｓ（２０７０—２０９９ 年）三个时

期进行研究［１６⁃１７］ ．生成白洋淀流域未来时期日气温

序列，并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基准期的气温对比，得到

未来时期不同时段气温变化情景，从而分析未来气

温的变化趋势．本文分别对白洋淀流域未来平均气

温的年、季和月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年和季节

变化分别如表 ３、表 ４ 所示，月变化情景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实测和模拟的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年内分布（验证期）
Ｆｉｇ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表 ３　 白洋淀流域未来年和季节最高气温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时期 地形
日最高气温 ／ ℃ Ａ２ 情景下增温幅度 ／ ℃ Ｂ２ 情景下增温幅度 ／ ℃

基准期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５０ｓ ２０８０ｓ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５０ｓ ２０８０ｓ

冬季
平原 ５ ９０ ０ １２　 ０ ９８　 １ ３８　 ０ １８　 ０ ５３　 １ ３０　
山区 －７ ０５ １ １９ ３ ０７ ４ ８４ １ ２３ ２ ３３ ３ ２７

春季
平原 １９ ４３ ０ ８６ １ ８８ ３ ２４ ０ ８９ １ １７ ２ ０９
山区 ７ ３７ １ ３２ ２ ９７ ４ ８１ １ ３９ ２ １９ ３ ４０

夏季
平原 ３１ ３３ １ ８５ ２ ６３ ４ ７７ １ ６８ ２ ３９ ３ ６５
山区 ２０ １１ ２ １８ ３ ２０ ５ ７１ １ ８６ ２ ９０ ４ ０６

秋季
平原 １９ ３４ １ １７ １ ９５ ３ ４９ １ ２１ １ ７７ ２ ４７
山区 ７ ８６ １ ８５ ３ ２２ ５ ５９ １ ９３ ２ ９７ ４ ２１

年
平原 １９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８６ ３ ２２ ０ ９９ １ ４７ ２ ３７
山区 ７ ０７ １ ６３ ３ １１ ５ ２４ １ ６０ ２ ６０ ３ ７３

９４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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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白洋淀流域未来年和季节最低气温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时期 地形
日最高气温 ／ ℃ Ａ２ 情景下增温幅度 ／ ℃ Ｂ２ 情景下增温幅度 ／ ℃

基准期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５０ｓ ２０８０ｓ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５０ｓ ２０８０ｓ

冬季
平原 －８ ９０ ０ １８　 １ ２４　 １ ８８　 ０ ５３　 １ ０９　 １ ６２　
山区 －１９ ８１ １ ００ ２ ３３ ３ ８３ １ ０４ １ ９０ ２ ４９

春季
平原 ７ ０７ ０ ５０ １ ５８ ２ ５５ ０ ８２ １ ２３ １ ９４
山区 －４ １７ ０ ９８ ２ ７９ ４ ３８ １ ２９ ２ ２８ ３ ４７

夏季
平原 ２０ ４２ １ ２８ ２ ４７ ４ ４１ １ ４５ ２ ３５ ３ １８
山区 １０ ２０ １ ５１ ２ ８０ ５ ０６ １ ５３ ２ ６３ ３ ５２

秋季
平原 ６ ７１ ０ ７４ １ ７６ ３ ３６ １ １０ １ ６６ ２ ３６
山区 －３ ５４ １ ３９ ２ ７２ ４ ７２ １ ５６ ２ ４４ ３ ５６

年
平原 ６ ３２ ０ ６７ １ ７６ ３ ０５ ０ ９７ １ ５８ ２ ２８
山区 －４ ３３ １ ２２ ２ ６６ ４ ５０ １ ３５ ２ ３１ ３ ２６

图 ３　 白洋淀流域未来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由表 ３、表 ４ 可以看出，在年尺度上，两种情景下

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上

升幅度越来越大，但未来日最低气温的增温速度略

低于最高气温，这与张友姝等［１８］、郝立生等［１９］、肖
嗣荣［２０］和王浩［２１］分析的气温上升结论相吻合．对于

最高气温，Ａ２ 情景下，２０２０ｓ、２０５０ｓ 和 ２０８０ｓ 气温与

基准期相比，平原区分别上升 １ ００ ℃、１ ８６ ℃ 和

３ ２２ ℃，山区分别上升 １ ６３ ℃、３ １１ ℃和 ５ ２４ ℃，
而 Ｂ２ 情景下，最高气温的增长速率低于 Ａ２ 情景．对
于最低气温，Ａ２ 情景下，２０２０ｓ、２０５０ｓ 和 ２０８０ｓ 气温

与基准期相比，平原区分别上升 ０ ６７ ℃、１ ７６ ℃和

３ ０５ ℃，山区分别上升 １ ２２ ℃、２ ６６ ℃和 ４ ５ ℃，

同样，在 Ｂ２ 情景下，最低气温的增长速率低于 Ａ２ 情

景．根据丁一汇等［２２］的研究，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平均地

表气温（相对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平均值）将增加 １ ３ ～
２ １ ℃，到 ２０５０ 年可能增加 ２ ３ ～ ３ ３ ℃，而到 ２１００
年则可能增加 ３ ９ ～ ６ ０ ℃ ．本文预测的白洋淀流域

最高最低气温增长趋势与此基本保持一致，但 Ｂ２ 情

景下气温增幅略低于全国平均气温增幅．
在季节尺度上，与年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两种情

景下的四季都呈现出显著的增温趋势．对于未来最

高气温和最低气温，Ｂ２ 情景下的增长速率都略小于

Ａ２ 情景下的增长速率．四季增温趋势一致，但增幅

不一致，夏季增幅最大，春秋次之，冬季最小，年气温

０５４
王洁，等．白洋淀流域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变化的统计降尺度分析．

ＷＨＡＮＧ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增幅与春秋两季气温增幅最接近．
白洋淀流域未来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增

幅变化显示（图 ３），各月气温增幅差异较大，大多数

月份呈现增长趋势，年内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只
有 Ｂ２ 情景下 ２ 月的最低气温在 ２０８０ 年出现了略微

的减少趋势，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变化幅度上

看，对于日最高气温，Ａ２ 情景下的变化幅度比 Ｂ２ 情

景下要大，各月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是 ６ 月，变化幅度

最小的出现在冬季的 １ 月和 ２ 月；对于最低气温，Ａ２
情景下的变化幅度也比 Ｂ２ 情景下要大，各月中变化

幅度最大的出现在 ６ 月和 ９ 月，变化幅度最小的出

现在冬季的 １ 月和 ２ 月．
从山区和平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年尺度、季节

尺度，山区的气温增幅均大于平原区，这说明地形对

流域未来气温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为了定量描述山区和平原增温速率的不同，本
文分别生成了白洋淀流域山区和平原区未来 ２０１０—
２０９９ 年的年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序列变化趋势图．
从图 ４ 中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区，无
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两种情景下未来时期

白洋淀流域气温都呈上升趋势，且 Ａ２ 情景下的增温

图 ４　 Ａ２ 和 Ｂ２ 情景下流域未来年气温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Ａ２ ｏｒ Ｂ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趋势较 Ｂ２ 情景更明显．但是平原和山区的增温速率

不一致，对于最高气温，Ａ２ 情景下的增温速率分别

为 ０ ３７、０ ６１ ℃ ／ （１０ ａ），Ｂ２ 情景下的增温速率分别

为 ０ １８、０ ３５ ℃ ／ （１０ ａ）；对于最低气温气温，Ａ２ 情

景下的增温速率分别为 ０ ４０、０ ５５ ℃ ／ （１０ ａ），Ｂ２ 情

景下的增温速率分别为 ０ １７、０ ３１ ℃ ／ （１０ ａ），明显

呈现为山区增温速率高于平原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论年尺度、季节尺度还是

月尺度，不论 Ａ２ 情景还是 Ｂ２ 情景，不论山区还是平

原，白洋淀流域未来最高最低气温均呈现显著的上

升趋势．

４　 结论与讨论

根据白洋淀流域 ７ 个站点 ３０ 年的实测最高气

温和最低气温资料，对流域未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

温进行了模拟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１） 基于 ＮＣＥＰ 再分析数据和实测气象数据，针

对不同站点，确定了适合白洋淀流域的大气环流预

报因子，应用最多的预报因子是平均海平面气压、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和 ２ ｍ 高度的平均气温等．由
ＳＤＳＭ 率定和验证的结果来看，该模型对于白洋淀流

域极端气温的模拟结果较好，可以很好地预测白洋

淀流域未来的气温变化情景．
２） 利用 ＳＤＳＭ 生成的未来气候情景中，预测的

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仅有最低

气温在 ２０８０ｓ 时期的 ２ 月出现了略微的减少趋势．但
对于季节和月的变化情景又各不相同，对于日最高

气温和日最低气温，均是夏季增温幅度最大，春秋次

之，冬季最小；Ａ２ 情景的气温增幅大于 Ｂ２ 情景，与
全国平均状况保持一致．

３） 从空间上看，白洋淀流域内山区和平原未来

１５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增温幅度不同，山区明显高于平原．这说明地形对流

域未来气温变化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有一定的规

律性．
４） 白洋淀流域未来气温升高，将会加剧流域水

文循环过程，驱动降雨量、蒸散发量等水文要素的变

化，增大水文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改变流域水量平

衡，影响流域水资源分布．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情景

下，白洋淀流域水文循环过程、水资源量的变化有待

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Ｎｅａｒｉｎｇ Ｍ 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ｒｏｓ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５６
（３）：２２９⁃２３２

［ ２ ］　 Ｍｅｎｚｅｌ Ｌ，Ｂüｒｇｅｒ Ｇ．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ｄ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ｌｂｅ，Ｇｅｒｍａ⁃
ｎ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６７（１ ／ ２）：５３⁃６４

［ ３ ］　 Ｍｕｚｉｋ Ｉ．Ａ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 ｍｏｄｅｌ［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６７（１ ／ ２）：６５⁃７３

［ ４ ］　 Ｐｒｕｓｋｉ Ｆ Ｆ，Ｎｅａｒｉｎｇ Ｍ Ａ．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５７
（１）：７⁃１５

［ ５ ］　 张建云，王国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研究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 ６ ］　 李英华，崔保山，杨志峰．白洋淀水文特征变化对湿地
生态环境的影响［ 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４，１９（１）：
６２⁃６８
ＬＩ Ｙｉｎｇｈｕａ， ＣＵＩ Ｂａｏｓｈａｎ，ＹＡＮＧ Ｚｈｉｆｅ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４，１９（１）：６２⁃６８

［ ７ ］　 刘春兰，谢高地，肖玉．气候变化对白洋淀湿地的影响
［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７，１６（２）：２４５⁃２５０
ＬＩＵ Ｃｕｎｌａｎ， ＸＩＥ Ｇａｏｄｉ， ＸＩＡＯ Ｙ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０７，１６（２）：２４５⁃２５０

［ ８ ］　 宋中海．白洋淀流域水文特性分析［ Ｊ］．河北水利，
２００５（９）：１０⁃１１
ＳＯ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ａｉ．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 Ｊ］． Ｈｅｂｅｉ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５ （ ９）：
１０⁃１１

［ ９ ］　 崔秀丽，候玉卿，王军．白洋淀生态演变的原因、趋势
与保护对策［Ｊ］．保定师专学报，１９９９，１２（２）：８６⁃８９
ＣＵＩ Ｘｉｕｌｉ，ＨＯＵ Ｙｕｑｉｎｇ，ＷＡＮＧ Ｊｕｎ．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ｌａｋ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９９９，１２（２）：

８６⁃８９
［１０］　 Ｇｉｏｒｇｉ Ｆ，Ｍｅａｒｎｓ Ｌ 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１９９１，２９（２）：１９１⁃２１６

［１１］　 Ｊｏｎｅｓ Ｒ Ｇ，Ｍｕｒｐｈｙ Ｊ Ｍ，Ｎｏｇｕ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ｎｅｓ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５， １２１
（５２６）：１４１３⁃１４４９

［１２］　 Ｗｉｌｂｙ Ｒ 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７３
（１）：９１⁃１０９

［１３］　 Ｈｅｗｉｔｓｏｎ Ｂ Ｃ， Ｃｒａｎｅ Ｒ 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
７（２）：８５⁃９５

［１４］　 Ｗｉｌｂｙ Ｒ Ｌ，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Ｏ Ｊ，Ｄａｗｓｏｎ Ｃ Ｗ．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Ｊ］．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２３（３）：１８３⁃１９４

［１５］　 Ｗｉｌｂｙ Ｒ Ｌ．ＳＤＳＭ：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０２， １７ （ ２ ）：
１４７⁃１５９

［１６］ 　 Ｄｉａｚ⁃Ｎｉｅｔｏ Ｊ Ｄ，Ｗｉｌｂｙ Ｒ 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ｌｏｗ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ａｍｅｓ，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Ｊ］．Ｃｌｉ⁃
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５，６９（２）：２４５⁃２６８

［１７］　 Ｌｉｕ Ｊ Ｙ，Ｙｕｅ Ｔ Ｘ，Ｊｕ Ｈ Ｂ，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７１⁃８７

［１８］　 张友姝，王谦谦，钱永甫，等．近 ５０ 年华北地区冬季气
温的时空变化特征［ 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５
（５）：６３３⁃６３９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ｕｓｈｕ，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ＱＩＡＮ Ｙｏｎｇｆｕ，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５（５）：６３３⁃６３９

［１９］　 郝立生，牛英杰，张苍根．海河低平原近 ５６ 年气候变
化特征［Ｃ］∥中国气象学会 ２００７ 年年会气候变化分
会场论文集，２００７：４５９⁃４６５
ＨＡＯ Ｌｉｓｈｅｎｇ， ＮＩＵ Ｙｉｎｇ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ｎｇｇ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Ｈａｉ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ｌ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 ５６ ｙｅａｒｓ
［Ｃ］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７：４５９⁃４６５

［２０］　 肖嗣荣．未来气候变化及其对海河流域环境影响［Ｊ］．
地理与国土研究，１９９２，８（１）：３２⁃３５
ＸＩＡＯ Ｓｉｒｏｎｇ．Ｆｕ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８（１）：３２⁃３５

［２１］　 王洁，徐宗学．白洋淀流域气温与降水量长期变化趋
势及其持续性分析 ［ Ｊ］． 资源科学， ２００９， ３１ （ ９）：
１４９８⁃１５０５
ＷＡＮＧ Ｊｉｅ，ＸＵ Ｚｏｎｇｘｕ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１（９）：
１４９８⁃１５０５

［２２］　 丁一汇，任国玉，石广玉，等．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Ⅰ）：中国气候变化的历史和未来趋势［Ｊ］．气候变化

２５４
王洁，等．白洋淀流域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变化的统计降尺度分析．

ＷＨＡＮＧ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研究进展，２００６，２（１）：３⁃８
ＤＩＮＧ Ｙｉｈｕｉ，ＲＥＮ Ｇｕｏｙｕ，ＳＨＩ Ｇｕａｎｇｙｕ， ｅｔ． 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２（１）：３⁃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ｅ１ 　 ＷＡＮＧ Ｈａｏ２ 　 ＷＡＮＧ Ｂｉｎｂｉｎ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４
２ Ｓｕｎ Ｙｕｅｑｉ Ｈｏｎｏ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１１６

３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ｉ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ＣＭｓ） ａｒｅ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 ＧＣＭ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ｒｉｄ⁃ｓｃａ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ＤＳＭ）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ＣＥＰ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
ｍ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２０ｓ，２０５０ｓ，ａｎｄ ２０８０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ＤＳＭ ｆｒｏｍ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ｄＣＭ３ ａｔ ７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Ａ２ ｏｒ Ｂ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Ｕｎｄｅｒ Ａ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
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０ ３７ ℃ ／ （１０ ａ） ａｎｄ ０ ４０ ℃ ／ （１０ 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０ ６１ ℃ ／ （１０ ａ） ａｎｄ ０ ５５ ℃ ／ （１０ ａ）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
ｄｅｒ ｔｈｅ Ｂ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ｌｌ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
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５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８（５）：４４６⁃４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