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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疆地区最完善的
%"

个气象站的观测资料#系统地分析了新疆地区
!%M$

!

#$$B

年近地表主要

气候要素 $包括降水'气温'风速'日照时数'总云量'低云量'蒸发皿蒸发'气温日较差等%演变的时间和

空间特征#并结合几个站点的太阳总辐射资料分析了日照'总云量'低云量'蒸发皿蒸发和太阳总辐射之间的

关系#揭示了近
B$

年来新疆气候变化的一些新特点(对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到的结果包

括&

!

%新疆区域年降水在
!%@&

年发生转折性变化#而冬季降水在
!%@M

年就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是
"

个季

节中最早的(新疆区域降水与比湿和低云量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低云量的增加可能是导致降水增加

的主要原因(

#

%气温显著升高的同时#气温日较差是明显下降的(气温的升高可能是空气中水汽增多的结果#

但也可能是气温长期自然振荡过程中的一个上升阶段(

A

%日照时数在总云量减小的前提下减少#这可能是降

水和低云量增多导致的结果(

"

%蒸发皿蒸发的减小可能是风速'气温日较差'降水以及云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单站分析表明太阳辐射的下降也可能是导致蒸发皿蒸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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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B$

年全球表面气温有仪器观测以来最

暖的
!#

年有
!!

年出现在
!%%B

!

#$$M

年中#近

!$$

年 $

!%$M

!

#$$B

年%来的增温率平均达到

了
$9&"i

$

[?''

#

#$$&

%#这要大于第三次评

估报告给出的
$9Mi

$

!%$!

!

#$$$

年%的增温

率(关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区域气温和降水的

研究已有了很多工作#尤其在中国的东部地区

$丁一汇等#

!%%"

*王绍武等#

!%%@

#

!%%%

*任

国玉等#

#$$B

*唐国利等#

#$$B

*李庆祥等#

#$$M

%(但在全球和中国气候持续增暖的背景下#

对于西北西部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

在降水 $韦志刚等#

#$$$

*于淑秋等#

#$$A

*宋

连春等#

#$$A

*薛燕等#

#$$A

%'气温 $何清

等#

#$$A

*于海鸣等#

#$$&

%和小型蒸发皿蒸发

变化 $苏宏超等#

#$$A

*马金铃等#

#$$B

*胡安

焱等#

#$$M+

#

#$$MI

%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得到

的主要结论包括&近些年来新疆地区降水最重要

的变化特征是在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发生了由

干到湿的转折性变化#近半个世纪新疆地区的气

温和蒸散潜力分别为上升和下降的(由于新疆地

区的气候在近
#$

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

其主要气候变化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文利用
!%M$

!

#$$B

年新疆地区
%"

站高时

空分辨率的观测资料对新疆地区气温'降水'风

速'气压'日照时数'总云量'低云量'比湿和

气温日较差等气候要素近
"M

年的变化进行了系统

而全面的分析#由此得出近
"M

年来新疆地区气候

变化的基本特征#并利用为数不多的太阳总辐射

数据探讨了其与蒸发皿蒸发的关系(在本文中主

要对降水'气温'低云量和蒸发皿蒸发等的变化

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

E

!

资料和方法

EF$

!

资料

本文中所用的资料来自于新疆气象局#共
%"

站 $分布见图
!

%#时间从建站到
#$$B

年(观测数

据包括
#$-*

小型蒸发皿蒸发'平均气温'日最

高气温'日最低气温'降水'相对湿度'气压'

总云量'低云量'日照时数和风速(其中平均气

温'实际水汽压'相对湿度'气压和风速每日有
"

个观测值 $分别为北京时间
#

时'

@

时'

!"

时和

#$

时%*蒸发皿蒸发'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

总云量'低云量和日照时数每日
!

个观测值#而

降水 $累积量%在日间和夜间各有
!

个观测值(

太阳总辐射数据来自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

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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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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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的空间分布

V)

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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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

个站(

首先剔除观测年份较少的站点#并对站点进

行插值*其次计算各站全年的总降水量和总蒸发

皿蒸发#以及年平均的总日照时数'总云量'低

云量#气温'气温日较差'比湿和风速等(考虑

到新疆地区
#$

世纪
B$

年代的观测站点较少#因

此选取
!%M$

!

#$$B

年进行分析(

EFE

!

方法

主要讨论各个气象要素的长时间序列及其线

性变化趋势#并利用累积距平曲线来判断其发生

转折变化的年份(

将新疆区域分成
$9B̀a$9B̀

的经纬度网格#然

后采用克里格方法将站点数据插值到格点上(克里

格 $

O2)

F

).

F

%也称空间局部估计或空间局部插值#

是地统计学两大主要内容之一(其实质是利用区域

化变量的原始数据和变异函数的结构特点#对采样

点的区域化变量的取值进行线性五点最优化估计的

一种方法 $王政权#

!%%%

*李伟等#

#$$&

%(

利用
O2)

F

).

F

法计算待估计样点的内插值

$

]

%#用公式表示为

]

D

)

4

/

Y

/

]

/

# $

!

%

其中#

4

是邻域内有效样点的个数#

Y

/

是邻域内

有效样点
8/

的权重系数#

]

/

是样点的实测值(空

间内插的估计方差反映了取样本身的变异以及空

间内插所用分散样点内在的不确定性 $

.

%#其计

算公式为

.

#

D

)

4

/

!

Y

/

E

*

$

9

A

%"

O0

# $

#

%

其中#

*

$

9

A

%是待估样点到已知样点
8/

距离为
9

A

时

的半方差差值#

0

是最小的可能估计误差(

O2)

F

).

F

方法对于未观测点的估值是优越的#较普通平均法

的精度高#并且能避免系统误差的出现#给出估计

误差和精度(

O2)

F

).

F

法制图提供了从二维平面描

述气象要素'土壤物理属性'土壤水分等要素的空

间分布特征的一个有效工具#因而被广泛使用(

G

!

降水

从年降水量的时间变化 $图
#+

%上可见#总

体上新疆地区的降水量表现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降水的增长率达到了
@9B**

) $

!$+

%

X!

#年降

水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A

年#约为
!M$9#**

#

最小值出现在
!%&B

年#只有
@$**

#相当于丰水

年降水的一半(图
#I

表明#降水量的累积距平值

在
!%@M

年达到最低点#从
!%@&

年开始发生由低

到高的转折性增长变化#这和以前的大部分研究

结果一致(自
#$

世纪
@$

年代末以来#除
!%@%

'

!%%!

'

!%%B

和
!%%&

年降水低于多年平均值外#其

他年份都高于多年平均值(发生转折前最大降水

量是
!"$**

#而在发生转折后有
%

年的降水量大

于转折前的最大降水量#分别为
!%@&

'

!%@@

'

!%%#

'

!%%A

'

!%%M

'

!%%@

'

#$$#

'

#$$A

和
#$$B

年(

为了进一步确定新疆地区降水发生转折性变

化的时间#分析了四季降水 $春季
A

!

B

月#夏季

M

!

@

月#秋季
%

!

!!

月#冬季
!#

月
!

次年
#

月%

的变化 $见图
A

%#结果发现四季的降水量都是增

多的(春夏秋冬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9&

'

"%9@

'

#"9!

和
!#9#**

#在近
"B

年里依次增长了
"9B"**

$

!B9AY

%'

!&9!"**

$

A"9"Y

%'

M9MA**

$

#&9BY

%

和
&9#%**

$

M$9$Y

%#增长率分别为
!9$

'

A9%

'

!9B

和
!9&**

)$

!$+

%

X!

#除春季外#其他季节的降水

量都是明显增多的#其中夏季增长的绝对值最大#而

冬季增加的比重最大(从图
#I

中可见#春夏秋冬累

积距平值的最小值分别出现在
!%@M

'

!%@&

'

!%@M

和

!%@B

年#因而从季节上看降水最早在
!%@M

年的冬季

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

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降水分布极不均

匀(从图
#-

中可见#其分布规律主要表现为&北

部多于南部#西部多于东部#从西北向东部逐渐

减小*山区多于平原#迎风坡多于背风坡*大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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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M$

!

#$$B

年降水量的变化&$

+

%年总量*$

I

%累积距平*$

-

%空间分布*$

/

%倾向系数

V)

F

9#

!

S..<+(

H

24-)

H

),+,)3.G23*!%M$,3#$$B

&$

+

%

W)*4642)46

*$

I

%

-<*<(+,)14+.3*+(

L

*$

-

%

6

H

+,)+(/)6,2)I<,)3.

*$

/

%

,4./4.-

L

-34GG)-)4.,

水中心位于中'高山带*盆'谷底为少雨中心(

新疆降水量的这种分布特征主要是由于水汽输送'

地形和气流的垂直运动造成的(从大地形上看#

新疆是三山夹两盆的结构#高山环绕#地形相对

封闭(由于南疆西部多是海拔高度
"$$$*

以上的

高山 $天山南支和帕米尔高原%#最低的山口也在

#B$$*

以上#西来的弱气流很难翻越#强气流虽

能过山#但多为下沉气流#以大风为主#降水不

多*而北疆西部的山势较低#且有诸如阿拉山口'

伊犁河谷等不超过
B$$*

向西开放的缺口#因此

由西风和西北风携带的水汽从这些缺口进入新疆#

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先后在天山西部'准噶尔西部

山地'阿尔泰山西南坡'天山南坡形成较大的降

水区域#当气流进入准噶尔盆地时多是下沉气流#

且无地形抬升作用#因而很难形成降水(另外南

疆地形相对北疆闭塞#因此进入南疆的水汽较少#

很难形成降水(这些规律在李江风 $

!%%!

%的研

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对其降水的倾向系

数的空间分布 $图
#/

%上来看#新疆地区的降水

量除吐鲁番地区是减小的趋势外#其他地区降水

量均以增加的趋势为主#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增加

量为
#

!

#9B**

#主要位于阿拉套山的南坡和伊

犁河上游巩乃斯林场附近#而南疆的大部分地区

的降水增加量只有
$

!

$9B**

(

K

!

气温

图
"+

和
"I

表明#

!%M$

!

#$$B

年新疆地区的年

平均气温总体上明显升高#

"B

年的平均气温增加了

约
!9Bi

#增温速率达到了
$9AAi

) $

!$+

%

X!

#

远高于全国平均的气温增长率
$9##i

) $

!$+

%

X!

#

其最大值出现在
#$$"

年#达
%9"i

#而最小值出

现在
!%@"

年#只有
&9"i

(增温主要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此之前气温的变化幅度不

大(从空间分布 $图
"-

%看#年平均气温南北疆

差异较大#南疆明显高于北疆#气温的最低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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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M$

!

#$$B

年四季降水 $左列%和累积距平 $右列%的变化

V)

F

9A

!

C4+63.+(-7+.

F

463G

H

24-)

H

),+,)3.

$

(4G,

H

+.4(

%

+./-<*<(+,)14+.3*+()46

$

2)

F

7,

H

+.4(

%

G23*!%M$,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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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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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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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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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山山区#最高值位于吐鲁番地区(从等温

线分布来看#其空间分布与地形有很大关系#具

有沿盆地呈环状分布的特点(图
"/

表明#全疆的

气温都是增加的趋势#但北疆的气温增加率高于

南疆#西疆的气温增加率低于东疆(

新疆春夏秋冬的平均气温依次为
!$9&

'

##9A

'

@9#

和
X@9$i

#并且各个季节的气温都是明显升

高的(除春季为
%BY

的信度检验水平外#其他季

节都达到了
%%Y

的信度检验水平(在近
"M

年#春

夏秋冬气温分别增加了
$9&"i

$

M9%Y

%'

$9%"

i

$

"9#Y

%'

!9%& i

$

!M9MY

%和
#9$& i

$

#B9@Y

%#气温冬季的增温率最大#春季最小(

各个季节气温的累积距平 $图
B

%表明#春季和夏

季气温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间分别是
!%%@

年和

!%%M

年#秋季和冬季则分别在
!%@%

年和
!%@M

年#

冬季增暖率最大#并且最早开始发生变化#其原

因可能与冬季取暖使用化石燃料从而释放热能

有关(

L

!

其他变量

LF$

!

比湿

考虑到相对湿度与气温和气压 $海拔%有关#

本文采用比湿对新疆地区的大气水分状况进行分

析(比湿采用气象行业最通用的方法来计算(具

体公式如下

K

I

D

MW!!

E

!$

&WB"

#A&WAO"

#

K

6

D

*

7

E

K

I

/

!$$

#

G

D

$WM##

E

K

6

8

F

$WA&@

E

K

6

#

其中#

G

代表比湿 $单位&

\

F

)

\

F

X!

%#

K

I

和
K

6

分别代表饱和水汽压 $单位&

7?+

%和实际水汽压

$单位&

7?+

%#

"

代表气温 $单位&

i

%#

8

代表大

气压强 $单位&

7?+

%#

*

7

代表相对湿度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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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同图
A

#但为气温

V)

F

9B

!

C+*4+6V)

F

9A

#

I<,G32*4+.,4*

H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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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和
MI

表明#总体上新疆地区的比湿明

显升高#达到了
%%Y

的信度检验水平#其增长量

占多年平均值的
!#9BY

$

!$$+

%#比湿的最大值

出现在
#$$#

年#最小值在
!%@"

年#极差 $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差%相当于多年平均值的
#!Y

#并

且在
!%@&

年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性变化#之后#

仅有
!%%M

和
!%%&

年的比湿低于多年平均值#这

与降水的变化极其相似 $相关系数
$9MB%$

%(图

M-

表明比湿的空间分布为北疆低于南疆#西疆高

于东疆#山区高于盆地的特点(新疆最为干燥的

是哈密北部的淖毛湖地区#其最小比湿低于
$9$$A

\

F

)

\

F

X!

#而比湿最大的地区位于南疆的喀什地

区#量值上超过
$9$$B\

F

)

\

F

X!

(从其倾向系数

的空间分布图 $图
M/

%可见#比湿在新疆的绝大

部分地区都表现为增加的倾向(

图
M

!

!%M$

!

#$$B

年比湿的 $

+

%时间序列'$

I

%累积距平'$

-

%空间分布和 $

/

%倾向系数

V)

F

9M

!

$

+

%

W)*4642)46

#$

I

%

-<*<(+,)14+.3*+()46

#$

-

%

6

H

+,)+(/)6,2)I<,)3.+./

$

/

%

,4./4.-

L

-34GG)-)4.,3G+..<+(6

H

4-)G)-7<*)/),

L

G23*

!%M$,3#$$B

LFE

!

低云量

图
&+

表明新疆地区低云量在总云量下降的前

提下明显上升#

"M

年里增加了
$9B

成#而且其变

化趋势与降水和比湿的变化趋势相似#同时它与

降水和比湿也具有相同的变化转折点#即在
!%@&

年三者都发生了从少到多的转折性变化(从空间

分布来看#低云量的最低值主要出现在南疆的塔

里木盆地#低于每年
$9B

成#而最大值出现在北

疆的玛纳斯河流域#高于每年
#

成(其倾向系数

的空间分布 $图
&/

%表明新疆大部分地区的低云

量都是增大的#低云量减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新

疆东部与甘肃临界的区域(

LFG

!

蒸发皿蒸发

图
@+

给出了新疆地区年总蒸发皿蒸发的变化#

其多年平均值为
#A&!**

#

!%%@

年以前年蒸发皿蒸

发下降明显#而之后蒸发皿蒸发则略有上升#总体

上#蒸发皿蒸发的下降速率为
#M9B**

) $

!$+

%

X!

#

从图
@I

看出蒸发皿蒸发在
!%@&

年也发生了明显

的转折(对于季节变化#春季蒸发皿蒸发也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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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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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14+.3*+()46

#$

-

%

6

H

+,)+(/)6,2)I<,)3.+./

$

/

%

,4./4.-

L

-34GG)-)4.,3G+..<+((3K-(3</-3142G23*

!%M$,3#$$B

显下降的#达到了
!!**

) $

!$+

%

X!

#其平均值

为
&#%**

#占全年总量的
A$9&BY

#

!%@"

年蒸发

开始发生了转折*夏季蒸发皿蒸发的下降也很显

著#为
!!**

) $

!$+

%

X!

#其平均值达到了
!$@M

**

#占全年总量的
"B9@Y

#蒸发转折发生在

!%@@

年*秋季蒸发皿蒸发的平均值为
"B!9%**

#

但其下降趋势并不明显#为
"**

) $

!$+

%

X!

#

蒸发的转折点发生在
!%@!

年*冬季蒸发皿蒸发的

下降率达到了
$9B**

) $

!$+

%

X!

#下降趋势并

不明显#其多年平均值为
!$"**

#冬季蒸发皿蒸

发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转折变化#而是表现为波动

性变化(

蒸发皿蒸发总体上表现为南疆高于北疆'东

疆大于西疆'平原多于山区的总体特征(其最大

值出现在东疆的七角井和淖毛湖#达到了
"$$$

!

"B$$**

#而最小值出现在湿润'风速较小的伊

犁河谷附近(蒸发皿蒸发倾向系数的空间分布

$图
@/

%表明#新疆绝大部分地区蒸发皿蒸发都是

下降的趋势#但也存在部分区域的蒸发皿蒸发有

增加趋势#其增加的最大值出现在以七角井和淖

毛湖为中心的区域#塔里木盆地西部偏南的大片

地区蒸发皿蒸发也是明显增加的(

总云量'日照时数'气温日较差'风速等气

候变量的变化特征将另文探讨(

X

!

气候要素变化的可能原因

新疆区域降水'比湿和低云量都是上升的区

域#在
@$

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性变化#

通过降水与比湿和低云量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

数分别为
$9&&B%

和
$9&MBB

%也表明三者具有相似

的变化规律(由于新疆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较少#

凝结层较高#总云量中多属冰晶结构'厚度薄'

透明度大的高云#并不容易形成降水(而低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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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降水增多#因此可

以初步认为新疆地区降水量增加主要是由于空气

中水汽含量和低层云量的增多所引起(

中国区域的气温升高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

尤其是
']

#

的增加造成#但新疆地区由于城市化

和工业化水平有限#

']

#

的增多可能并不是导致

气温升高的最主要原因(通过比湿'低云量'降

水和气温的滞后相关分析表明#这些能够表明空

气中水汽含量的变量与气温都有着很好的滞后相

关#尤其是低云量与气温的滞后相关系数达到了

$9M!!$

#因此空气中水汽含量的增加可能是导致

新疆区域气温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也不能

排除气温正处于其自然振荡上升阶段的可能性(

蒸发皿蒸发在过去的几十年基本是下降的趋

势 $

?4,4263.4,+(=

#

!%%B

*

'7+,,3

H

+/7

L

+

L

4,+(=

#

!%%&

*

U33.4.4,+(=

#

#$$#

*

>)<4,+(=

#

#$$"

*

53/42)-\4,+(=

#

#$$"

#

#$$B

*左洪超等#

#$$B

*

刘波等#

#$$M

%#但导致其下降的原因目前尚未确

定(利用蒸发皿蒸发和其周围气象因子的相关分

析#简单探讨了新疆地区导致蒸发皿蒸发下降的

可能原因(表
!

给出了各个气象因子与蒸发皿蒸

发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除气温和气压与蒸发

皿蒸发的相关系数没有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信度

检验水平外#其他气象因子都与蒸发皿蒸发具有很

表
$

!

蒸发皿蒸发和其他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I,7+1$

!

:.661+,-(./,/,+

?

5(571->11/

J

,/1M,

J

.6,-(./,/8

.-=16@+(),-(@0,@-.65

变量 蒸发皿蒸发 变量 蒸发皿蒸发

降水
X$9M%#"

# 相对湿度
X$9&!#A

#

风速
$9"M!M

# 总云量
X$9#@%$

##

气温
$9$AA!

低云量
X$9B%M$

#

日照时数
$9BA#@

# 气温日较差
$9MB%A

#

气压
$9#B@M

注&

#

和
##

分别代表通过
%%Y

和
%BY

的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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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比湿'降

水'气温日较差'低云量'日照时数'风速和总

云量#其中比湿'降水'低云量和总云量为负相

关关系#而气温日较差'日照时数和风速则是正

相关关系(这表明空气中水分对蒸发皿蒸发产生

很大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空气

中水分含量高时#蒸发皿蒸发减小#反之则增多*

蒸发皿蒸发随气温日较差'日照时数和风速的增

大而增大(通过
&

个站点蒸发皿蒸发和太阳总辐

射的单点分析#表明其中有
"

个站点的相关系数

通过 了
%%Y

的 信 度 检 验#分 别 为 阿 勒 泰

$

$9M"%!

%'乌鲁木齐 $

$9BA#@

%'喀什 $

$9"M@"

%

和哈密 $

$9B$M$

%#其他站 $如伊宁'若羌'和

田%相关性不好#和田站在太阳总辐射下降的情

况下蒸发皿蒸发反而上升(由于太阳总辐射的站

点较少#还无法确认太阳总辐射减少对蒸发皿蒸

发下降的影响(总之在干旱的新疆地区#水分变

量对蒸发皿蒸发的影响要大于与热量有关的变量

的影响(

\

!

结果和讨论

首次使用新疆地区最完善的
%"

个气象站观测

资料对新疆地区近
"M

年来的降水'气温'比湿'

低云量蒸发皿蒸发变化等进行分析#详细的结论

如下&

$

!

%近
"M

年来新疆地区的降水明显增多#并

且在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转折后有
%

年的降水量大于转折前的最大降水量(

降水的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如下规律&北部多于

南部#西部多于东部#从西北向东部逐渐减小*

山区多于平原#迎风坡多于背风坡*大的降水中

心位于中'高山带*盆'谷底为少雨中心(对新

疆地区的降水量倾向系数的分析结果表明#除吐

鲁番地区外其他地区降水量都是增加(季节分析

表明
!%@M

年冬季降水最早出现转折性变化(

$

#

%新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总体上明显升高#

增温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气温增长率#增温主要

是从
@$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四季的平均气温也都

是明显升高的#冬季的增温幅度大于其他季节(

南疆的年平均气温要明显高于北疆#最低值出现

在天山山区#最高值位于吐鲁番地区(全疆的气

温都是增加的趋势#北疆的增加率高于南疆#西

疆的增加率低于东疆(气温与比湿的滞后相关表

明#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增加可能是导致气温发生

变化的重要原因(

$

A

%总体上来讲新疆地区的比湿明显升高#

并且在时间上与降水的变化形态有着高度的一致

性#在空间上相对湿度与降水的空间变化形态更

为相似(

$

"

%低云量与降水变化有很好的相关性#并

且都在
!%@&

年发生了上升的转折性变化#可能是

导致降水发生增加变化的重要原因(低云量仅在

东疆的部分地区和南疆的阿克苏一带减小#低云

量的增加在绝大部分区域都是增加的(

$

B

%蒸发皿蒸发明显下降#且主要发生在春

夏季#占年总蒸发皿蒸发减少量的
@AY

#空间上

表现为从东南到西北减小的总体趋势(除塔里木

盆地西南部和东疆小部分地区蒸发皿蒸发上升外#

其他地区都是下降趋势(与其他气象因子的相关

分析表明比湿'降水等与水分有关的变量可能是

影响蒸发皿蒸发的主要因素(气温日较差和日照

时数等变量对蒸发皿蒸发变化的影响也较大(太

阳辐射与蒸发皿蒸发的单点分析表明#两者在大

部分站点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两者区域

平均的变化关系由于缺少足够多的数据还很难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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