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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中北部气候特征及

气候生产潜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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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陇中北部的景泰"靖远和会宁
#

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区!该地区的气候类型代

表了干旱区向半干旱区的过渡类型#研究对
#

县自
!('&)"&&*

年的气候特征和气候生产潜力进行了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在
!(*&

年左右为气候的转折点$

#

县区的气候生产潜力会宁县最大!其次为靖远县!

景泰县最小!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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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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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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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以来!

#

县的气候生产潜力年

变化特征也不同!景泰县为先增加后降低!靖远县总体表现为降低的趋势!但不太明显!而会宁县表现为先

降低后增加的趋势!同样变化不明显!变化时间在
!(*/

年左右!这与气候类型的变化趋势相似#

关键词!气候特征$气候生产潜力$甘肃陇中北部

中图分类号!

0!'"

!!!

文献标识码!

1

!!!

文章编号!

!&&!2&'"(

!

"&!&

$

&*2&!!(2&'

"!

!

气候变化对干旱及半干旱区工农业生产及

人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分析干旱及半干旱

区气候特征"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气候生产潜力是反映光照&气温和

水分
#

因子决定的产量"它是优化管理以及合理

利用自然降水条件下一个地区可能达到的作物产

量的上限"是衡量农业气候资源的一项重要指标%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由气候因素所决定的作物产量

称为作物气候生产力'

!

(

%作物气候生产力的分析

不仅能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充分发挥当地气候生

产潜力"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2#

(

%当

前"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特

别是气温的升高&降水量的下降对农业和畜牧业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气候生产力的分析对制定适

合该区域的相应对策尤为重要%白银市辖
#

县
"

区"

%&3

以上的耕地属雨养农业"干旱常常造成粮

食减产"甚至绝收"因此"干旱是当地农业生产的

主要气象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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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演变的气候规律"为预

报和服务提供背景材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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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分析方法

!$!

研究区概况
!

白银地处黄河上游&陇中北

部"辖靖远县&景泰县&会宁县
#

县和白银&平川
"

区%全市总面积
"$!

万
4-

"

"在气候上属于陇中

北部冷温带半干旱区向河西走廊冷温带干旱区过

渡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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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特殊的地形条件影响"与北半球同

纬度地区相比"降水明显偏少"干旱发生频率高"

有)十年九旱*之说%海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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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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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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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蒸发量
"!&!--

"气候干燥"日夜温差大"

光照充足"黄河流经全市
"!/4-

"流域面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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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气象灾害是干旱"其次冰雹&

大风&霜冻&暴雨等也频繁发生%

!$"

数据分析
!

研究选择景泰县&靖远县和会

宁县的气象资料"对当地的气候生产潜力进行客

观分析%气象资料包括
!('&)"&&*

年的降水量&

气温&风速&日照百分率&日照时数和相对湿度等%

气象资料处理方法是分别以
#

个县逐年降水量&

气温&风速&日照百分率&日照时数和相对湿度"计

算出年平均降水量&平均气温&平均风速&平均日

照百分率&平均日照时数和平均相对湿度%

常用的气候生产潜力计算模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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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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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筑后数学模型&北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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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计算简便&能明确表达气候变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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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来计算气候生产潜

力%

B96JF

根据作物产量与年平均气温&降水量之

间的关系"于
!(%"

年在第
""

届国际地理学大会

上提出由实际蒸散量预测净第一性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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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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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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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蒸散量计算得到的植物净第

一性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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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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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然植物的最高干物质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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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年平均实际蒸散量!

--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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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计算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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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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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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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平均最大

蒸散量"它是年均温度
'

的函数"可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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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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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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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计算的植物生产力均

为植物所有的干质量"包括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

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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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气候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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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

由图
!

可以看出"靖远县年平均温

度最高"其次为景泰县"会宁县最低%自
!('&

年"

#

县的年平均温度变化表现出一致性"显现出先

缓慢降低"后逐渐升高的规律%

!(*/

年以前"年

平均温度缓慢减小#

!(*/

年至今"温度增加的幅

度较大%已有研究表明"靖远县年均气温总体呈

现显著升高趋势"特别是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

来"气温升高的幅度和速度明显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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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

国近百年来的气温变化特征相似"

!(+&)!(%&

年

中期为低温期"

!(%&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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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高温期"

"&

世纪
(&

年代是最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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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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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

年平均相对湿度会宁县最大"

其次为靖远县"景泰县最小!图
"

$%在
#

个县"年

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变化特征不同"自
!('&

年以

来"会宁县相对湿度呈微弱的增加趋势#景泰和靖

远县变化特征相似"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

年"相对湿度为逐渐增加"

!(*&

年至

今"相对湿度逐渐降低"但变化幅度不同"靖远县

的变化幅度要比景泰县明显的多%

"$!$#

降水
!

已有研究表明"降水量在西北地区

既有增加"又有减少"减少的幅度大"增加的幅度

小"但是增加的时段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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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以看出"

#

县

的年降水量变化特征也不同"对景泰县来说"其年

降水量趋势不明显"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而对于

靖远和会宁县来说"其总体呈降低趋势"但会宁县

的降低幅度较大%

图
!

!

陇中北部
#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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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温度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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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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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北部
#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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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相对湿度变化特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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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北部
#

县
!$%&'"&&(

年年降水量变化特征

"$!$)

风速
!

由年平均风速的变化趋势来看!图

/

$"

#

县的风速变化特征明显不同"景泰县的年平

均风速表现为
!('&)"&&&

年快速降低"

"&&&

年

至今变化不明显#靖远县年平均风速表现为先降

低后升高"

!('&)!(*&

年"年平均风速逐渐降低"

!(*&

年至今"逐渐升高#对于会宁县来说"其变化

特征与上述
"

县完全不同"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

!('&)!(*&

年"年平均风速逐渐升高"

!(*&

年至今"逐渐降低%

"$!$*

日照时数
!

由于
#

县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

同"所以该地区的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也不同"并呈

现出从干旱区至半干旱区逐渐减少的趋势"在距

离腾格里沙漠最近的景泰县最大"其次为靖远"会

宁最小"分别为
"%"%

&

"%&#

和
"/(&F

!图
+

$%

#

县区的年日照时数变化特征也不同"在景泰县"表

现为先缓慢增加后缓慢减少的趋势"

!('&)!(*!

年"年平均日照时数缓慢增加"

!(*!

年至今"缓慢

减少#靖远的变化特征为先缓慢减少"后增加比较

明显"

!('!)!(*&

年"年平均日照时数缓慢减少"

!(*!

年至今"增加比较明显#而对于会宁县来说"

总体呈减少趋势"

!(*!

年前减少比较明显"

!(*!

年后减少比较缓慢%

"$"

气候生产力变化特征
!

会宁县的气候生

产潜力最大"其次为靖远县"景泰县最小"多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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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北部
#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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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风速变化特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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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北部
#

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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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日照时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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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北部
#

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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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气候生产潜力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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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分别为,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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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的气候生产潜力年变化特征也不同"

景泰县和会宁县为逐渐降低"而靖远县为先降低

后增加"转折年为
!(*&

年左右!图
'

$%一般情况

下"气候生产力是随着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而增

减%当降水量不变"仅考虑气温上升的影响时"气

候生产力呈降低的趋势#当温度不变"降水量增加

时"气候生产力呈增加趋势#即降水量影响气候生

产力变化远大于气温引起的变化%然而"假设的气

候变化突出了气温或降水量单一因子的变化作用%

#

!

结论

景泰&靖远&会宁
#

县为腾格里沙漠向黄土高

原的过渡区"该地区的气候特征代表了我国干旱

区向半干旱区过渡的类型"由上述分析可知"

#

县

区的年平均温度在
!(*/

年前增加的幅度比较小"

但在
!(*&

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可以认为
!(*/

年

左右为该地区平均温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对于

降水"

#

县的年降水量变化特征也不同"景泰县年

降水量"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靖远和会宁县总体

呈降低趋势"但会宁县的降低幅度较大%同样"由

相对湿度&风速&日照时数等分析可以看出"该地

区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为气候变化的转折时

期%

研究利用
56-789.:

模型研究了气候变化而

导致气候生产潜力改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此方

法计算简单&准确率较高"对当地作物种植结构的

优化&作物合理布局可提供依据和参考"在农业生

产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根据模型研究结果"

#

县区的气候生产潜力

会宁县最大"其次为靖远县"景泰县最小"多年平

均值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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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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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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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以来"

#

县区的气候生产潜力年变化特征

也不同"景泰县的气候生产潜力为先增加后降低

的趋势#靖远县总体表现为降低的趋势"但不太明

显"而会宁县为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同样变化不

明显"变化时间为
!(*/

年左右"这与气候类型的

变化趋势相似%

根据气候资源的特点"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因地制宜进行

统筹规划"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行农业区域开

发%根据气候规律"靖远&会宁的干旱半干旱山区

应增加糜谷&马铃薯&胡麻等耐旱作物种植面积"

并根据不同的农业天时调整夏秋粮作物比例"如

春末夏初早年应减少夏粮"扩大秋粮%同时扩大

地膜覆盖面积"增强抗旱能力#以景泰为主的高扬

程灌溉农业区和靖远&会宁等黄灌区应推广模式

化栽培"间套带种植"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在一些

井灌区和)

!"!

*雨水集流区大力发展反季节瓜果

蔬菜等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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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与饲料价格分析

羊肉批发价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3

&

!#$/3

#牛肉批发价中部高于东部
!&$#3

#猪肉批发

价中部略高于东部
"$&3

"与西部基本持平#鸡肉批发价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3

&

!#$&3

!表

!

$%与
'

月相比"猪肉&鸡肉和鸡蛋批发价分别上涨
!&$/3

&

'$%3

和
!"$!3

"牛肉和羊肉也小幅上

涨"牛奶批发价则较平稳%

玉米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3

&

%$"3

#大豆价格东部高于中部
!!$/3

!表
"

$%与
'

月

相比"豆粕价格上涨
#$%3

#玉米价格涨幅较小%

!

表
!

!

E

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批发价格
!

元+
4

,

畜产品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猪肉
!+$#* !+$'* !+$++ !+$+/

牛肉
"%$*( #&$%+ #&$// "($%&

羊肉
#"$/! #&$!( #/$"+ #"$"*

鸡肉
!!$"! !!$*+ !#$#( !"$!+

鸡蛋
%$/! %$#/ %$#* %$#%

牛奶
%$/' +$** '$'! '$'+

!!!!!

表
"

!

E

月国内市场主要饲料价格
!!!

元+
J

饲料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玉米
!(%%$+& !(#!$/# "&%&$&& !(("$(%

大豆
#%##$## ##+&$&& #'(&$&& #+(!$!!

豆粕
"***$'% "('/$// #&!/$// "(++$*+

棉粕
"'"+$&& "%!'$'% "#!'$'% "++"$%*

!

注,牛奶为袋装"集市价%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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