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气 候 与 环 境 研 究

&./012/3145647/8940:421.;:<:183=

>9.?*+

!

@9?,

AB.C !"*"

王凯!陈正洪!刘可群!等
C!"*"C

华中区域
*'("

!

!""+

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及气温日较差的变化特征 "

A

#

C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 ,!,C_14

G

e1/

!

&=:4I=:4

G

=94

G

!

[/Be:

U

B4

!

:21.C!"*"C>18/12/943=18132:8/<2/3<9M2=:0:1401N/0B0

!

0/4/0B02:0

R

:812B8:

!

145

5/B841.814

G

:9M2:0

R

:812B8:/4&:4281.&=/415B8/4

G

*'(" !""+

"

A

#

C&./012/3145647/8940:421.;:<:183=

$

/4&=/4:<:

%!

*+

$

,

%&

,*) ,!,C

收稿日期
!

!"*"O"-O*)

收到!

!"*"O"(O*!

收到修定稿

资助项目
!

华中区域气象中心科技发展基金重点项目
bHOIO!"")"#

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

)

!""#$%&"-%"*

作者简介
!

王凯!男!

*')"

年出生!博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大气成分)气候变化研究*

6O01/.

&

JZ*!.

"

*(-?390

华中区域
>GUE

!

?EEF

年平均最高!最低

气温及气温日较差的变化特征

王凯
!

陈正洪
!

刘可群
!

孙杰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武汉
!

,-""#,

摘
!

要
!!

利用华中区域 $河南)湖北)湖南
-

省%

,!

站
*'("

!

!""+

年逐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资料!计算

并详细分析了该区域年 $季)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的线性变化趋势)突变性及周期性特征*

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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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区域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均呈现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日较差呈减小趋势!其中年平均

最低气温变化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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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最高气温在春)秋)冬均呈上升趋势+平均最低气温四季均呈上升趋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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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最高气温呈下降趋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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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线性趋势分析 $杨宏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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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特征进行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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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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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均呈上升趋势!但只有

!

月和
,

月显著上升!

,

月最为显著!达
"?,)

d

1$

*"1

%

P*

*平均最低气温在
*

)

!

)

,

)

(

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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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各异!平均最低气温逐月变化一致!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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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变化趋势各异*

气温日较差的显著减小主要是最低气温的显

著增加但最高气温变化趋势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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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者

最高气温显著下降而最低气温变化趋势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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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高)最低气

温均呈上升趋势!所以气温日较差变化趋势并不

明显 $杨宏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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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其中春季最大 "

"?*''d

1$

*"1

%

P*

#!湖北

增加趋势最为明显*年平均最低气温四季均呈上

升趋势!春)冬季是显著的!其中冬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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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湖北的增加趋势最

为明显!湖南以冬季的增加趋势最为明显*年平

均日较差在春)夏)冬季均呈下降趋势!夏)冬

季是显著的!其中冬季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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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有弱的上升趋势+湖北春季呈弱的上升趋势*

夏季气温日较差的明显减小主要是由于最高

气温的显著下降引起的!而冬季及年气温日较差

的明显减小主要是由于最低气温的显著上升引

起的*

由此可见!华中区域全年各季的气温变化趋

势主要表现为冬变暖 $冬季最低气温的显著上

升%)夏变凉 $夏季最高气温的显著下降%!年气

温日较差缩小即年极端气温变幅趋于缓和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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