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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临汾地区近六十年来气温、降水等资料,分析了临汾地区近六十年来气候的变化趋势,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

影响。结果表明：临汾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进入变暖期,年平均气温有所上升,主要表现为冬季平均气温上升；年降水量

表现为下降趋势。临汾气候变化有向暖干化发展的趋势,该气候变化特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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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指出,从

1906 年到 2005 年全球地表评价温度上升了 0.74℃。特别

是自 198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增暖速度特别快[1]。就降

水而言,20 世纪北半球中高纬地区降水每 10 年增加

0.5%～1%[2]。许多事实证明地球气候系统正经历一次以全

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关注

的热点问题,它不但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一

个社会问题[3]。 

临汾地区属于山西省西南部,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地形复杂。临汾是气候变化的脆弱地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敏感,灾害事件常有发生。临汾地区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区域内河流径流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因此

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做研究不仅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环

境,还可以改善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对合理利用气候资源,有

针对性地安排农牧业生产,改善环境有重要意义。而且,临汾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做出

报道的很少。 

1 研究区概况 

临汾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东倚太岳,与长治、晋城为邻；

西临黄河,与陕西省隔河相望；北起韩信岭,与晋中、吕梁毗

连；南与运城市接壤。理坐标为北纬 35°23′～36°57′,

东经 110°22′～112°34′之间,南北 大纵距 170 多平方

公里,东西 大横距约 200 公里,总面积 20275 平方公里,占

全省13%,属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四季分明,雨热同期。临汾市地形轮廓大体呈“凹”字型分

布,四周环山,中间平川,全境分山地、丘陵、盆地三大地形

单元,其中,平川面积占 19．4%,丘陵面积 1.4%,山地 29.2%。 

2 材料与方法 

本文选用临汾气象观测站 1954～2013 年的气温、降水

量资料,计算了 1954～2013 年的气温和降水年均值及年代

纪的平均值,通过回归分析、趋势线分析等方法揭示其变化

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气温变化特征 

从图 1 可以看出,近 60 年来气温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

势,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增温更加明显．临汾市的年均气温升

高约为 0.036℃,线性变化倾向率为 0.358℃/10a。任国玉[4]

通过对基本气象站的地面资料以及国家基准气候站资料,

通过统计及线性趋势等方法得出：中国近 50a 来年平均地

表气温变暖幅度约为 11℃,增温速率接近 0.22℃/(10a),

说明增温率比中国平均地表的增温率还要大,临汾的增温

幅度较快。王馥棠[5]等利用 1951 年～2000 年资料研究表

明中国大范围气候主要表现出增温的现象,西南地区出现

略微变冷的趋势,这也说明不同地区的增温幅度有所不

同。 

 

图 1  临汾市气温年际变化曲线 

由此可以看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临汾市气温

也发生了变化,气温表现出增温的趋势,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但增温率存在一定差异,临汾市增温率较大。 

通过分析临汾地区四季平均气温倾向率,结果表明,临

汾四季的平均气温倾向率的变化规律与年平均气温倾向率

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均呈上升趋势.冬季平均气温倾向率

大,说明近 60 年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冬季气温增温幅

度大,其次是春季。 

3.2 雨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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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临汾市降水量年际变化曲线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1954～2013 年年,临汾市年降水量

在 277.9mm～798.6mm 之间波动,近 60 年来年均降水量为

485.02mm,年降水量总体趋势在波动中出现降低趋势。临汾

市的年均降水量减少约 1.9564mm,线性倾向率为－

19.564mm/10a,变干趋势相对较为明显。 

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年均降水量变化不大,

降水量略有增大,平均降水量由 50 年代中期的 528.54mm 增

加到 60 年代的 534.89mm,从 20 世纪 70 年代平均降水量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 19 世纪降水量为整个时段的 低值,

距平值为－46.48mm。 

各个季节的降水变化率都表现出不同特征,春季降水波

动幅度较大,略呈降低的趋势；夏季平均降水量是四季变干

幅度 大的季节,秋季平均降水量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冬

季降水量与其他各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出增长趋

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 

4 结论与讨论 

4.1 近 60 年来临汾地区气候变化特征 

(1)近 60 年来气温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线性变化倾

向率为 0.385℃/10a；各个季节的降水变化率都表现出不同

特征,冬季增温 明显,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2)近 60 年来,

临汾地区总体趋势在波动中出现降低趋势。 

4.2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2.1 气温升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温度升高,打乱了植

物的生长规律,致使有些植物长势不好,甚至死亡。由于冬季

气温的明显升高,使原本应该死亡的病菌、害虫大量猖獗,

对植物的生长够成威胁,致使植被越发稀少。自 1982 年的统

计,临汾地区植被类型有森林5种,灌丛3种,草地3种,其中

山杨,白桦林是本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植被类型,1500 米以

上山地的阴坡、半阴坡均有,但目前植被类型大大减少,植被

数量约为原有数量的 20%。植被的减少,使地表滞蓄水分的

能力大大减弱,每遇暴雨、山洪暴发常造成毁地、倒屋等惨

剧发生。同时温度升高加大了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原本

不足的土壤水分又得以大量消耗。 

4.2.2 降水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由于近期降水减少,

使得河流干涸,水资源日益贫乏,干旱、沙尘暴时有发生,无

疑加重了土壤侵蚀,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市水土流失严重

的面积有 746.2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46%,年输沙量 3107

万吨,75%直接流入汾河水库。水土流失使土地肥力严重减退,

全年流失氮素 8152 吨,磷素 21625 吨,钾素 3732 吨,相当于

冲走 41561 吨硫氨化肥的含氮量。在水土流失区内,农业产

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困难,生态环境也越发脆弱。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

此,我们必须及时了解分析气候变化的趋势,做出相应的措

施,使之朝着有利于环境改善、生态平衡、经济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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