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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干旱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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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是农业的命脉
。

从内蒙古的生产

实际看
,

降水情况确实是影响本区农牧业

生产的重要因素
。

内蒙古地域辽 阔
,

土地资

源丰富
,

但地处亚洲腹地
,

远离海洋
,

气候

干燥
,

大部为干早和半干早地区
,

干早缺雨

一直是制约 我区农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据华 北 5 。。年旱涝史分 析
,

我区干早的年

份约占70 %
,

而且灾情最重
、

状况最惨的

记载主要是大早造成 的
。 “

三年一大早
,

十年九小旱
”
的干旱仍然是 困扰我区农牧

民生活 的众灾 之首
。

80 年代 以来
,

随着全

球气温的明显变暖
,

内蒙古大部地区的降

水 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

这无疑加 剧 了 干

早
。

那么
,

我 区的气候现在到底处在何种

状态 ? 未来我 区的降水趋势会有些什么变

化 ? 这 已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

本文主

要从分析内蒙古的降水气候来探讨本区的

干早现状和未来的降水变化
。

1 我区的降水气候特点与千旱

我区地处内陆
,

大部地区降水稀少
,

仅大兴安岭附近地区年雨量能 达到 4 50 毫

米左右
,

另外我 区东部偏南和 中部偏南 的

边缘地区年雨量可达 40 0毫米 左右
,

其余

大部地区年雨量皆不足 40 0毫米
。

锡盟 的

西部
、

北部
,

乌盟北部
,

伊盟西部及以西

的广大地区年雨量仅在 30 0毫米 以 下
,

阿

拉善盟西部年雨量还不足 50 毫米
。

而蒸发

量除东北部为 10 0 0一 1 5 0 0毫米外
,

大部为

1 5 0 0一 4 0 0 0毫米
。

燕发远大于降水
,

所以

气候干燥
。

除东北部稍湿润外
,

全区大部

为干早和半干早气候
。

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内蒙古地区的降

水主要集中于夏季
, 6 一 8 月的降雨量占

年雨量的 60 一 70 %
。

而且这些雨也主要集

中在几场较大的降雨上
,

甚至年雨量的多

或少也仅决定于 1 一 2 场 暴 雨 上
。

雨强

大
,

时段分配不匀
,

是本区降水的一个明

显特 点
。

我区中西部又处于东南季风影响的边

缘地区
,

对季风强弱特 别敏感
,

降雨量很

不稳定
,

年际变化十分显著
。

最多年雨量

和最少年雨量相差悬殊
,

一般都在 3 倍以

上
。

呼和浩特有气象记录 以来
,

降雨最多

的是 1 9 5 9年 9 2 9
.

2毫米
,

降雨最 少 的 是

2
.

5 综合指数与城市火 灾

为了综合考虑 以上各项气象因子对火

灾 的总 体影响
,

有必要建立
“

综合指数
” 。

根据经验
,

我们将降水量
、

湿度的权重导

数定为 2 ,

将平均风速与大风 日数的权重

导数定为 1 ,

各划分为 7 个等级
,

最后各项

指数根加
,

取其累加和为综合指数
,

与历

年各月火灾频数点成曲线 (图略 )
,

二者

有正相关
,

与火灾的正 相 关 系 数 达 到

0
.

7 1 1 7 ,

信度超过 0
.

0 1 ,

基本可信
。

2
.

6 典型多火灾 月份 气象条件 分 析 ( 见

表 2 )

由此可见
,

同 期 高 温
,

前 期 少 雨

(雪 )
,

是多火灾的征兆
。

秋末冬初
,

如

突然变冷
、

低温
,

冬季严寒
,

取暖用火增

多
,

也有利于火灾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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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5年 15 5
。

1毫米
,

相差 达 6 倍
。

阿盟西

部的额济纳旗最大 年 雨 量 是 1 9 6 9年 的

10 3
.

0毫米
,

最小年雨 量 是 1 9 8 3年的 7
.

0

毫米
,

相差 1 4
.

7倍 (见表 1 )
。

雨量小
,

变率大是我区降雨的又一特点
。

许多有关千早的研究都指出
,

降雨量

的稳定程度和雨强是决定早涝的 主 要 因

素
。

降雨变率越大
,

越容易出现早涝
。

我

表 1 我区部分代表站 降水极值比

站 点 B 极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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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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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降雨变率大是早涝灾害频繁 的 主 要原

因
。

而总雨量偏少
,

又是我区易早不易涝

的主要原因
。

据统计
,

近 40 年来我 区出现

较重的早灾有 12 年
,

中等早灾 14 年
,

小早

灾 8 年
。

基本上是 十年九早
,

三 年 一 大

早
。

频繁的早灾 已成为制约我区农牧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
。

2 我区降水气候的历史变化

一切自然现象都在不停地运动着
,

气

候也是 自然现象
,

它也毫无例外地在不停

地运动着
,

变化着
。

不过气候所研究的是

长时间的大气过程
,

是相当长时期天气的

平均状态
。

它相对于天气的变化来说是稳

定的
,

要通过较长时间才显现出其变化
。

2
。

1 史前本区气候温暖湿 润

史前气候状况我们只能根据地 质资料

分析得出
。

大家知道
,

内蒙古的煤炭和石油资源

相当丰富
,

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占全国第二

位
,

仅次于山西
,

有
“

遍地是煤
” 之说

。

而

煤炭和石油是远古时代的动植物 由 于 地

壳变动埋于地下
,

经历数千万年的生物化

学过程变成的
。

我 区丰富的煤 步 资 源说

明
,

在远古时代本区曾是遍地森林密布
,

有大量的动植物在此生长繁衍
。

解放以后
,

我区考古在二连浩特附近

发掘出大量生活在 6 0 0 0万 年 以 前的恐龙

化石
。

身躯庞大的恐龙大都是食量很大的

食草动物
,

它们生活于此
,

说明在史前时

期
,

本区适宜这些动植物的生长
。

考古工作者还在我 区发掘 出了生活在

二三十万年前的河套人头盖骨化石
。

这表

明本区是古人类的聚居地之一
,

有着供古

人生活的优越的自然环境
。

我们知道
,

黄

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

一般说

来
,

古文化发达的地区也都是自然条件优

越 的地 区
。

本区也不可能例外
。

这一切都表明
,

史前本区气候是温暖

温润的
。

2
。

2 历 史时期本区的 气候 变化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
,

从有关的历史记

载中
,

可 以发现本区的气候有过 多 次 变

化
。

远在东晋
、

南 北朝时 期 ( 5 世 纪 前

后 )
,

内蒙古 中西部和 宁夏一带是西夏的

统治范围
,

当时的西夏王赫连勃勃曾赞美

这些地方说
, “

临广泽而带清流
,

吾行地

多矣
,

未有若斯之美
” 。

他动用 2 。万人在

现在的伊盟毛乌素沙漠中心一带建都统万

城
。

说明当时这一带是草肥水 美 的 好地

方
。

但到公元 10 世纪
,

宋太祖遣使出使吐

鲁番经过这里时
,

见到 的却是
“

乌兰布一

带沙深三尺
,

马不能行
,

行者皆乘骆驼
” 。

这时统万城也 已废弃在 毛乌素沙漠中
。

而

到 13 世纪
,

成吉思汗又赞美鄂尔多斯草原

水草丰美
,

是梅花鹿随意追逐的草场
,

是

老年人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

到明朝末年
,

我国北方又出现了一次

近 2 0年的干早 期 ( 1 6 2 6一 1 6 4 3 )
。

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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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雨量为 4 0 0毫米左右
,

千期的雨量是 3 10

一 3 40 毫米
,

而湿期的雨量 为 4 50 一 5 00 毫

米
,

千湿期雨量 相 差 100 一 20 0毫 米
。

千

湿期的平均长度为 4 一 7 年
。

而且 干湿期

交替出现
,

也成为降水变化的固有特征之

表 2 呼市 1 9 2 0年以 来的干湿期

干 期 平均雨量 湿 期 平均雨量

月吮,̀.0n0Ló5093只阳洲孟
.勺.勺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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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6 3 7一 1 6 4 3年连年亢旱
,

以 致
“

禾 苗

尽枯
” , “

河涸淀竭
,

庄稼绝收
” , “

人

相食
” 。

灾变加战乱使陕北到 我 区西 部
“

遍地黄沙
,

野无 寸 草
” 。

但 到 1 6 9 。年

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时
,

从宁夏沿黄

河北行
,

又见沿途草木丛生
,

牛羊肥壮
。

从这些历史记 载中
,

可 以推知本 区的

气候既有湿润多雨的时期
,

也有干早少雨

的时期
,

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

2
.

3 近代本区的 气候特点

在历史时期我区有过多次由湿变千一

由千变湿的变化
,

进入近代
,

我区气候的

干湿期变化似乎有更加频繁的趋势
。

也 可

能是这个时期我们所能见到的记 载更多更

全的缘故
。

1 9 7 5年呼市气象台查阅明清档

案
,

并通过访问老农
,

编写了 《 呼和浩特

市及土默川地 区清代早涝史记及 雨 雪 分

寸 》
。

从中可 以 看 出
,

从 1 7 3 5一 1 5 3 2年

的 1 0 0年间
,

干湿期转换 7 次
,

平 均 1 4
。

3

年转换 1 次
。

1 8 3 3一 1 9 3 4年的 1 0 0年中
,

干 湿期转换 14 次
,

平均每期 7
.

3年
。

而 从

1 9 3 5一 1 9 8 9年的 5 5年中
,

干 湿期转 换 9

次
,

平均每期 6 年
。

显然干早 周 期 在缩

短
。

1 7 3 3一 1 5 3 2年的 1 0 0年中
,

记 录
“
雨

泽深透
” 和水大的有 63 年

,

记 早 的有 37

年
。

从早雨 比看
,

多雨记录明显占优势
。

这期间
,

记载的水情也 比较严重
。

1 7 7 1一

1 7 7 3年连见
“

绥远城水灾
,

水深数尺
” ,

“

归绥道积水 1 一 2 尺
” 。

19 世纪后半期

以后
,

虽然也能见到
“

绥远被水成 灾
” 和

托县等沿河地区积水的记载
,

但呼市再也

见不到
“
水深数尺

”
的记载了

。

可见水情

也在减弱
。

从 1 9 2。年以后
,

呼市开始有了正规的

降水资料
。

虽然此后到 1 9 4 9年期间记录有

间断
,

但 比过去单凭文字描述好多了
。

表

2 是呼市有降水资料 以后 的干湿期情况及

各期平均雨量
,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干湿阶

段的降水差异是很明显的
。

呼市的多年平

1 9 2 1一 19 2 8

103 6一 1 93 9

1950一 10 5 6

19 62一 106 6

1 9了1一 197 4

19 8 6一 1 9 8 9

19 2 9一 19 3 4

1 9撰一 1949

19 5了一 196 1

1 9贪一 197 0

1 9了5一 19 85

1 990一

,人八U介̀,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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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4份
n0Dg曰丹O心l,4J工ù

J.且品J,自品JnJno的舀.口的0

3 目前的干早形势

3
。

1 降雨 减少

解放以后
,

气象事业发展很快
,

我区

各盟市旗县都相继建起了气象台站
,

有了

正规的雨量记录
。

分析这些降雨资料
,

我

们发现 40 年来我 区大部地区 的 降水在减

少
。

我们将各盟市所在地的降水资料按 10

年和 2 。年为期求平均
,

以便滤 去 短 期波

动
,

显现出长时期的降雨变化情况
,

结果

见表 3
。

从表 中可以看到
,

80 年代的平均

雨量与 50 年代的平均雨量相比
,

除我区东

北部略有增加外
,

其他大部地区的降雨都

有明显减少
。

减少量一般为 40 一 70 毫米
,

约相当于各地雨量的 10 一 30 %
。

例如
,

巴

彦浩特 50 年代的平均雨 量为 2 4 1
.

5毫米
,

8。年代为 1 9 2
.

1毫米
,

减少了 5 0毫 米
,

减

少量约为该地平均雨量的2 5%
。

通辽 50 年

代的平均雨量为 4 4 4
.

1毫米
,

80 年代 的 平

均雨量为 3 7 4
.

1毫米
,

减 少 了 70 毫米
,

约

相当于该地平均雨量的 18 %
。

呼市同期 由

4 3 7
。

6毫米减少到 3 9 2
.

7毫米
,

减少了 4 4
.

9

毫米
,

相当于年雨量的 n %
。

虽然我区东

西部每年的降雨距平变化并不一致
,

但东

西部自 50 年代以来降水减少的趋势却是相

呼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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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东北部的降雨量从 50 年代到 80 年

代略有增加
,

增加量约占当地平均雨量的

5一 15 %
。

这表 明我区东北部的夭气与其

他地区是有差异的
。

表 3 各盟市 10
、

2 0
、

4 0年平 均雨量 (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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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地下水减少 6 6 6亿立方米
,

而真正可利用 的水资源总

从七八十年代 以来
,

我区各地普遍反 量仅 4 62 亿立方米
。

近些年实际的用水量 已

映地下水位在下降
。

其原因是地下水采用 达到 5 10 一 55 0亿立方米
,

这就造成地下水

过量 以及自然降雨减少造成的
。

水文资料 的超量采用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

反映
,

呼市 1 9 6 5一 1 9 8 5年深层 水 下降了 3
.

3 地表水减少

10 一 2 7米
。

80 年代下降速度更快
,

年降幅 水文资料表明
,

近 30 多年来
,

我区地

达 1
.

7米
,

个别地段年降 幅 达 3 米以上
,

表水资源总量也明显减少
。

主要表 现在
:

出现了漏斗现象
。

三四十年以前
,

呼市的 3
.

3
.

1 河流径流量减少
。

1 9 5 6一 1 9 6 9年

自流井比比皆是
,

自流高度一般都在 2一 3 我区的地表水径流量年平 均 为 4 3 8
.

6亿立

米
。

现在那些 自流井早 已不 出水了
。

托县 方米
, 1 9 7 0一 1 9 8 9年平均为 3 2 5

.

2亿立方

农 民反映
:

过去随便打一口 井就有水
,

现 米
,

年平均递减 1 1 3
.

4亿立方米
。

其 中 嫩

在即使深井里水也不多
。

这种情况全 区都 江水系的径流量减少 始
,

西辽河减少 l/’ ,

不同程度存在
,

甚至整个华北地 区也普遍 额尔古 纳河减少 la/
,

黄河减少 l / 1 0 (见表

存在
。

据调查
,

华北地区的水资源产量为 4 )
。

特别是 80 年代 以后
,

各河流的径流

表 4 我区地表径流的变化情况 ( 亿 m勺

河流 额尔古纳河 嫩江 西辽河 海河 滦河 黄河 内陆河 合计

1 9 56一 1 9 6 9 14 1
.

1 2 2 6
.

8 3 2
.

6 2
.

2 1
.

9 2 3
.

6 10
.

4 4 3 8
.

6

1 9了0一 1 9 8 9 1 13
.

了 15 2
.

5 2 4
.

9 2
.

0 1
.

4 2 1
.

5 9
.

3 3 2 5
.

2

平均减少 19
.

4拓 3 2
.

8男 2 3 6拓 9
.

1多 2 6
.

3拓 8
.

9拓 1 0
.

6另 2 5
.

9拓

量减少得更加明显
。

到 70 年代减少为 2 3 2 0平方公里
,

80 年代更

3
.

3
.

2 湖泊水面缩小
。

在全 区地表水径 进一步缩小为 1 9 6 8平方公里
。

乌梁素海是

流量减少的 同时
,

我 区湖泊水面 也 在缩 我 区 西 部最大的淡水湖
。

据测算
,

它 的

小
。

呼盟的呼伦湖是全 区最大的淡水湖
。

面积在 50 年代为 4 6 6
.

7平方公里
,

70 年代

它的面积在 50 年代时为 2 6 67 平方 公 里
,

为 2 3 2
.

8平方公里
,

80 年代为 20 0平 方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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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即缩小为不到原来的一半
。

其他水面

如锡盟的查千淖尔
,

乌盟的岱海
、

黄旗海

等水面也都大幅度地缩小了 (见表 5 )

表 5 我区主要湖泊 水面 变化情况 ( K m
“

)

年代 5 0 7 0 8 0

呼伦湖 2 6 6 7 2 3 2 0 1 9 6 8

乌梁素海 4 6了 2 3 3 2 0 0

岱 海 2 0 0 1日3 1 4 1

黄 旗 海 1 3 3 7 2 6 8

查干淖尔 Ze了 1 1 1 94

地表径流减少和 湖泊水面缩小
,

都无

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区的干早在 发 展 的事

实
。

3
.

4 沙漠化扩 大

解放以来
,

党和政府虽然一再号召治

理沙漠
,

提倡植树造林
。

但实际情况却是

沙漠的不断扩大
。

其中有气候原因
,

也有

人为因素
。

降水减少
、

气候变干是 沙漠扩

大的客观条件
,

但管理不善
,

盲 目
“

向草

原要粮
” ,

大规模垦荒却是造成我 区草原

沙化的直接原因
。

1 9 5 8一 1 9 6 2年全 区 垦

荒 2 6 0 0万亩
, 1 9 6 6一 1 9 7 3年再次 大规模

垦荒 1 4 0 0万亩
。

被垦荒的地区降水本来就

少
,

自然生态比较脆弱
,

.

垦荒又造成了原

始植被的破坏
,

沙土活化
,

一遇早风大量

肥活细土被风吹走
,

必然加重土 壤 的 沙

化
。

在风力作用下
,

沙丘还不断移动
,

掩埋

良田
、

村舍
,

形成沙害
。

伊盟的流沙至今

每年还 以 10 一 n 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

造成

沙漠的不断扩大
。

沙漠化的土壤含蓄水的

能力进一步降低
,

作物更难生长
,

反过来

又加重了干早
。

3
.

5 用水增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以及人 口 的增加
,

我区用水量也在不断

增加
。

40 年来我们的工业产值增加了数百

倍
,

相应的工业用水也增加了数百倍
。

同

时我们的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 也 都 扩大

了
,

用水也必然要增加
。

而居 民的生活用

水也在增加
,

其中一部分是人 口 增加造成

的
,

另一部分是人民生活水平 提 高引 起

的
。

这样
,

一方面是降水减少
,

另一方面

用水却又在增加
,

结果必然是水资源供给

日益紧张
,

水危机越来越严重
。

3
.

6 气候增暖的影响

从 80 年代 以来
,

全世界 的气候出现了

变暖的趋势
,

特别是中高纬地区和冬季的

变暖更加明显
。

从表 6 可 以看出
,

我区的

气候变暖其实从 60 年代就开始了
。

近 30 年

来
,

我区的气温一直在升高
。

1 9 8 1一 1 9 9 。

年的平均气温比 50 年代的平均气温升高了

1 ℃左右
,

最多的升高 1
.

9 ℃
,

最少 的升

表 6 我 区主要代表站 气温变暖情况 ( ℃ )

年代 巴彦浩特 临河 包头 呼市 锡林浩特 赤峰 通辽 海拉尔

1 95 1一 1960

1匀6 1一 197 D

1 9 7 1一 19 8 0

19 8 1一 199 0

3 0年增幅

6 了
.

2 6

9 7
.

9 了

一 2
.

式

一 2
.

0

一 1
.

8

一 1
.

盛

1
.

0

高 0
.

6℃
。

气温升高对降水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定

论
。

有人认为气温变暖将引起降水增加
,

有人认为气温变暖将使黄河中下游降水减

少
。

这个间题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

不过根

据 目前的变化特点看
,

气温变暖将使我区

气候变干的可能性更大
。

至少气温升高能

加大蒸发量是无可怀疑的
,

而蒸发加大就

有使空气更加干燥
、

加剧干旱的作用
。

4 干旱现状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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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 区既有水 清 林 密
、

草木丛

生
、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的温暖湿润期

,

也有
“

沙深三尺
,

马不能行
”
的干旱期

。

与历史时期相 比
,

我 区现在既不是最湿润

的时期
,

也不是最千旱的时期
,

而是处于

偏早的时期
。

从目前干早形势 的分析 中
,

我们看到

了 当前我区降水减少
,

用水增加
,

沙漠扩

大
,

早情发展的严峻形势
。

同时也应该看

到
,

我们的抗早能力 比过去 已大大加强
。

这是由于解放 以后我 区建 起的一批水利工

程
,

对调济农业用水
,

减少早 涝灾害起了

很大作用
。

此外各地还普遍打井抗早
。

地

下水的应用也能有效地减缓短期缺雨的影

响
。

一批节水杭早技术
,

如地膜和 以肥调

水等农业新科技的应用
,

也对提高抗旱能

力有 巨大 作用
。

干旱预报能力的提高也使

人们能提前做好抗早准备
,

赢得了防灾的

时间
,

取得了抗灾的主动权
。

特别是水危

机的宣传提高了人们的抗早意识
,

大家尊

重科学
,

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

按科学规律

办事
,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

这些对抗御

干早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

另外
,

气候的变化是个长期过程
。

在

短期内
,

气候变化不会超过人们的应变能

力
。

特 别是降水变化具有干湿交替的固有

特点
。

从 10 年平均雨量的变化 (见表 3 )

中
,

大致可 以看 出我 区在 50 年代是降水最

多的时期
。

此后降水一直在减少
,

到 80 年

代多数站已达到最低值
。

按干湿期交替
,

则未来降水应该增加
。

从呼市干湿期资料

(见表 2 ) 中
,

可 以看出干期或湿期 的一

般长度为 4 一 7 年
,

9] 86 一 1 9 8 9年 是 干

期
,

那末至少在 9 0年代前期
,

呼市应处于

湿期
,

近几年降水可望增多
。

这对减缓干

早是有利的
。

总之
,

我区现在的气候同一二千年前

相 比显然要干旱得多
,

存在着干 早 化 现

象
。

干早在发展
,

但人们 的抗早能力 也在

提高
。

从我区气候的变化趋势看
,

未来我

区变得更为干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在这

一变化面前
,

我们既不能无动于衷
,

也不

能惊慌失措
,

而应该积极地 寻 找 干早对

策
,

来适应这一变化
。

必须发挥人 们的聪

明才智
,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战胜灾变
。

事

实上
,

每战胜一次灾变
,

人类的文明史也

就前进 一步
。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气候变化

的功过
。

干早的发展使我们不能再靠天吃

饭
,

逼迫我们必须积极提高应变能力
。

这

对人们战胜 自身惰性是有益的
。

气候变化是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

我们要认真分析
、

努力掌握气候变化的规

律
,

积极寻找抗灾对策
,

提高应变能力
,

以便趋 利避害
,

利用 自然
,

改造自然
,

推

动历史向前发展
。

5 结论

5
.

1 本区的降水气候具有明显的 干 期和

湿期
,

干期的平均年雨量与湿期的平均年

雨量相差可达 1 00 毫米 以上
,

而 且 干期与

湿期总是交替出现
。

与历史时期相比
,

我

们现在既不是最湿润期
,

也 不 是 最 干早

期
,

而 是处于偏旱的时期
。

5
.

2 我区近代 降水气候表现出干 湿 期转

换频度加快
、

周期缩短的趋 向
,

干湿期 的

平均长度只有 4 一 7 年
。

预计在 80 年代的

干期过后
, 9 0年代前期我区降水应进入相

对湿期
。

5
.

3 从我区降水气候趋势看
,

本 地 区确

实存在着干早化现象
。

近代有关资料更表

明我 区有降水减少
,

用水 增加
,

地表水减

少
,

地下水下降和沙漠扩大等问题
。

所 以

形势相当严峻
,

对本区干早化的问题我们

决不能掉以轻心
。

加强抗早科研
,

积极开

发节水农业技术 已势在必行
。

5
.

4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

随着 科 学技术

的发展
,

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不

断提高
。

只要充分发挥人们约能动精神
,

应用近代科学技术
,

采取比较 有力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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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气候突变诊断分析

刘晓 J
伞 类建平

(内蒙古气候中心 )

提 要

本文用 P et t it t非参变量变点检验
、

Mn n a一 K n ed al l秩检验
、

T检脸
,

对内蒙

古地区近 40 年年平均温度
、

年降水量序列计算分析得出
,

本世纪 70 一 80 年代以来
,

内蒙古干旱
、

半干旱
、

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温度升高。 .

6一 0
.

8℃
,

冬季季平均温度升

高 2 一 3 ℃
。

半干旱地区 自1 9 6 3年以来发生降水突变减少
,

并且与西非 S a h el 地区

同期降水突变有明显的相似性
。

这种不同区域同一时期所发生的气候突变和干旱化
,

在全球有着大范围的空间联系
。

增温和降水突变减少
,

使重要灾害性天气也发生了

相应变化
。

1 引言

自然界 中广泛存在着突变现象
,

即外

界控制条件的连续变化 引起系统内部从一

个稳定状态到另一个状态
。

气候突变则是

指气候系统内部缓变平衡态所发生 的某种

不连续性或跳跃现象
。

1 9 8 5 年 C h r ·

G o o s s e n s和 A
·

B e r g e r

〔 1 〕 计算北半球 1 5 5 1一 1 9 了。年平 均 温度

距平
,

发现 1 9 2 1年出现增温突变
。

1 9 8 8年

G
。

R
。

D e m a r e e 和 G
。

N i e o l i s 〔 2 〕 计算

s ha
e l 1 9 0 4一 1 9 5了年年 降 水 量

,

指出该

地区从 1 9 6 7年开始的大范围持续性干旱是

一种湿润期到干燥期的突变
。

80 年代初
,

符涂斌 〔 3 〕 利用全球海洋长期观测资料
,

系统揭示了全 球海洋气候的突变现象
,

指

出亚洲季风 区在本世纪初 20 一 30 年代及 60

性的抗早对策
,

我们的前景仍 然 是 光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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