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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极端气温变化研究中。最新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北半球陆地高、低温事件变化给出了较高的可信度，但是

实际上，不论是观测的变化还是模拟的趋势，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陆地表面气温

数据资料在某些地区具有不连续性和非均一性，资料序列一般比较短，很多地区

缺乏观测记录。对于日气温资料，特别是对最高和最低气温资料，其非均一性还

比较难于检测争订正。城市化对地面极端气温记录具有明显影响，到目前为止这

个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评估。最近的研究发现，陆地上日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

对于城市化影响非常敏感，其随时间的变化及其冷夜和暖夜数量的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可能与城市化影响有关。不能用来作为大尺度极端气候变化的指示。目前还

不能认为．全球或区域平均地面极端气温变化趋势问题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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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100年尤其最近30年，全球气候明显变暖。在亚洲

大陆，包括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变暖更为显著。中国国家级气象站观测资料表明，近50

年的年平均气温已显著上升，平均每10年增温0．22℃以上，比北半球的增温速率大得多。

中国冬、春和秋季的平均气温均有明显增加，但夏季气温的升高并不显著，尤其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气温实际上还降低了。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还指出，1951—2003年全球陆地冷(暖)昼和冷(暖)夜的变

化也十分明显。例如，冷夜和暖夜数量的变化趋势非常大，尤其在1984年后，冷夜明显

减少，而暖夜显著增加。这一变化和日最低气温明显增加的事实是一致的。在很多情况

下。IPCC报告对于20世纪后期观测到的极端气温事件变化趋势用“很可能”等术语来进

行描述，即对于这些变化趋势给予比较高的信度。

在最近的50年，中国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低气温明显上升，

霜冻日数显著减少；最高气温变化趋势没有最低气温来得明显。学者们一般对于中国极端

气温变化趋势也给予较高的信度。

然而，目前的陆地表面日气温资料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早期长序列资料和连

续记录资料严重短缺，早期观测点的空间覆盖不足，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气象

观测站很少；第二，日气温资料的非均一性问题也比较严重，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

如迁站、更换仪器、变化规范、改变计算方法等；第三，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引起的台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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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趋势性上升问题还没有进行评价，更没有做适当订正。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极端气温事件

变化检测研究中的难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以中国几个很典型的气象站为例，说明地面气温观测中的严重问题。内蒙古的百灵庙

站完全处于小城镇的中间，周围布满了建筑物；石家庄站起初位于城市西部郊区，现在也

被周围密度很高的建筑物和大楼所围绕；西宁站在1995年被搬迁到郊区，此前的气温资

料明显受到城市化影响，而迁站又产生了不连续性问题，表现为平均气温陡然下降。中国

的国家级气象站大部分都位于城镇内或附近，受到城市化和周围局部环境变化影响十分显

著。这种影响已经为人们所注意，所以每经过一段时间都要将观测地点向城镇外迁移，这

又导致气温观测资料序列中出现大量非均一性断点，给气候变化带来新的问题。

北京站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具有100年以上观测记录的地点，但是，在最近的100年

里，该站被迁移了10次，最后一次迁移是在1997年，从当时的“西郊”迁到目前的“南

郊”。10年前“南郊”还名副其实，周围比较空旷，但目前也已经被各种人工建筑所环

绕，早已不是郊区了。最近的分析表明，北京站所记录的近50年气温增加趋势中，大半

是由于城市化影响造成的。

城市热岛现象不仅影响城市内的近地面气温，还影响城市附近郊区地面及其边界层内

的空气温度。因此，即使气象站在较大城市郊区，或在市内较低矮的山丘上，城市热岛的

影响还是会发生，因为城市热岛是以一个热空气穹隆形式存在的，这个热空气穹隆的尺寸

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城市上空的热空气穹隆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扩大，对大城市内及其

附近的气象站地面气温记录有重要影响。有科学家认为，城市里的公园和绿地气象站气温

记录可以逃脱城市化影响，显然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

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北半球许多陆地区域，其地面气象站观测的平均气温变化

趋势明显受到了城市化增温的影响。例如，中国华北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2l世纪

初，城市化影响占了国家级台站全部年增温的38％以上，比过去估计的数值显著增高。由

于这一研究使用了区域内全部气象站观测资料，其评价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极端气温与平均气温有密切联系，其长期变化很可能也受到了城市化的影响。但迄今

为止，城市化对极端气温变化的影响还没有被适当评价。最近，我们仍以华北为例，对此

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很严重。自1961年以来华北地区的乡村站地面最

高、最低气温有增高趋势，但增高趋势没有城市站明显。城市站和国家级气象站，最低气

温上升非常显著，明显高于乡村站。就国家级气象站而言，城市化引起的年平均最低气温

升高趋势达到每10年0．2。C，占所观测的全部增温趋势的53％，而气温日较差的降低趋

势可全部由城市化因素来解释。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接近城镇的气象站测得的地面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对于城市化

影响更为敏感。这些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及由其衍生的冷(暖)夜(昼)数量的变化应

该也受到城市化的明显影响。为了用于作为大尺度气候变化的指示，日气温资料序列中的

这种偏差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订正。目前还不能认为，全球或区域平均地面气温变化趋

势问题已经解决。从最近的研究看，国家级气候观测站网以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ccos)

表面站网的设计还不很完善，今后还需要改进，以便获取长期背景地面气温序列，为深入

理解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和原因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