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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看待西北地区气候暖湿化现象 来源：中国气象报 日期：2020年01月15日16:58

  甘肃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二级研究员 张强

  西北地区变暖变湿，是不争的事实，但仍很难改变西北地区“温凉干旱”的气候形态。我们应辩证看待气候暖湿化趋势利
弊，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抓住西北暖湿化带来的机遇，一方面应对防灾减灾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一向很受关注。西北地区变暖变湿，也成为热议话题。长期极端缺水的西北地
区，水是“命根子”，对该区域气候出现变湿现象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目前许多评论中存在一些不是很科学和客
观的观点，也应该高度重视。

  西北地区气候“真的”正在变暖变湿
  “暖”和“湿”是最重要的两种气候属性，变暖意味着气温升高，变湿则意味着降水增加。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西北地区
与全球一样，自工业革命以来的100年多年气温一直在波动上升，而且还明显比全球和全国上升的幅度更大，尤其从上世纪80年
代开始升温显著加速，所以西北地区正在变暖的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但就降水而言，自小冰期末期之后约100年间西北地区气候实际上在持续变干，只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西北地区大
致以黄河为界，以西区域降水开始逐渐波动增加。这一气候变化信号在2002年就被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关注到了，并提出了我
国西北地区从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科学判断，也曾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但可能是由于当时降水增加趋势的时间较
短和降水增加幅度还比较小，这一论断在学界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如今，17年过去了，西北地区西部降水增加趋势还在持续，
已经维持了大约35年，超过了计算基准气候态的30年气候期限。并且，自本世纪初，西北地区东部也出现了降水波动增加的趋
势，持续约18年。今天来看，西北地区降水增加趋势基本可以肯定，这说明施雅风当初的判断是有先见性的。许多气候数值模式
预估也认为，未来50年左右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仍会继续增加，气候仍将持续变湿，西北地区西部的暖湿化趋势可能仍然会延续相
当长的时间。
  “水”是生命延续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西北社会发展更是长期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部分高寒地区还同时受到热
量资源不足的限制，应该充分重视西北地区当前出现的变暖变湿这一重要气候信号。
  暖湿化趋势很难改变西北地区“温凉干旱”气候形态
  尽管西北地区气候变暖变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这一暖湿化趋势要客观看待。
  首先，不应该过分夸大西北地区当前的气候变湿趋势对该区域气候的改变程度，目前西北地区西部降水量平均每10年只增加
约10毫米, 三十多年累计不超过35毫米，当前降水量其实还没有超过上世纪初的水平。西北地区整体的降水量也只比低谷时增加
了10%左右，甚至只与上世纪60年代相当，仍然处在干旱或半干旱气候范围。所以，目前的变湿趋势只是量的变化，不足以改变
基本气候状态。西北地区仍将是温凉干旱的气候环境，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变为温暖湿润气候。
  其次，由于西北地区西部气候变暖十分显著，而且变暖程度还在不断加速，这会引起该地区无效蒸发明显增加，降水增加的
相当部分变湿效应会被无效蒸发增加所抵消，所以变湿程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同时，温度升高会造成高山冰川和积雪消
融加快，会使部分固态水资源转化为液态水资源，从而导致该区域内蒸散发有所增强，这会对降水增加趋势有一定贡献，但这不
仅不会使本区域水资源有实质性增加，反而可能会有所减少。
  第三，西北地区降水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很大，西北地区东部降水上世纪之前一直都是持续减少的，只有最近十几年才有波
动增加，目前也只比谷底期（上世纪90年代）多一些，基本与上世纪70至80年代相当，它与西部区域近30年降水增加趋势属于
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形成机制。从年代际或更长时间尺度来看，西部地区西部与东部降水变化基本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具有一
定的“跷跷板”效应。前者暖湿化，后者可能就会暖干化。
  另外，西北地区降水变化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即使在变暖变湿的趋势中也会有少雨干旱的年份或低温寒冷的年
份，并且目前这种变湿趋势能够持续多久和维持在什么样的范围也还很难下定论。
  辩证看待气候暖湿化趋势利弊
  西北地区西部的长期暖湿化趋势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是双刃剑，应该说利弊皆有，但总体看可能利大于弊。
  就有利的方面而言：随着西北地区降水不断增加和气温持续上升，区域气候条件会有所改善，气候舒适度会有所提升；水资
源量总量也会有所增加，水循环机制会有所改善，径流量和湖泊面积会有所增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会向好发展，一些脆弱敏
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有遏制；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会有所扩展，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气候分布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某
些小幅调整，小部分干旱气候区可能会转为半干旱气候区。
  就不利的方面而言：随着西北地区西部暖湿化趋势的持续，气候极端化会加剧，各类气象灾害会普遍增加，天气气候的无常
性和突发性会更显著；降水将更加集中，暴雨日数和无雨日数可能均会增加，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局面，也容易出现旱
涝急转；气候变暖还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适应性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所下降；随着温度升高，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
化加快，会打破冰冻圈物质平衡状态，造成固体水资源锐减，地表径流的稳定性降低；并且，温湿环境有利于病虫害繁殖和传
播，会使农作物病虫害有所加重。
  科学应对气候暖湿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西北地区暖湿化特征及其影响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而言机遇多于挑战。需要我们未雨绸缪，通过趋利避害，积
极应对，借力建设美丽西北。
  从趋利的角度来看：第一，要抓住气候机遇，加快气候适宜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在降水趋势增加期促进形成区域生态与气候
良性耦合的自然环境系统；第二，要顺应暖湿化气候变化新趋势，及时进行新的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主动调整农业产业布局，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量和品质；第三，要充分利用好有利气候条件，切实加强人工增雨能力建设，积极开发利用空中
云水资源；第四，要突出“温凉干旱”的区域气候资源特色，大力推进西北地区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走特色化发展之路；第
五，要发挥西北地区气候多样性特点，充分利用气候景观效应及山区立体气候形成的具有层次感的生态地带性分布奇观，打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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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品牌；第六，要充分发挥西北地区风、光等清洁能源的区位优势，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特殊贡献，推进区域绿色发
展。
  从避害的角度来看：要树立多灾种并防意识，针对气候极端化加剧趋势，加紧加强综合减灾防灾能力建设，抗旱和防汛两手
都要抓；要树立气候风险意识，针对气候波动和不确定性较大的特点，加强对气象灾害的风险防控。要树立针对区域特点的防灾
意识，针对西北地区东部和西部降水变化的“跷跷板”特征，科学研判灾情区域特征。要树立农业病虫害防御意识，根据农作物病
虫害对气候条件的依赖关系，加强预警预报和田间管理。要提升高山地区人工增雨雪能力，加大冰川生态修复力度。
  目前，西北地区气候暖湿化问题还有不少未解之谜。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一气候暖湿化趋势会是多长的时间尺度、会波及多大
范围、成因到底是什么、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科学问题，应该从国家层面立项专门攻关。只有彻底破解
了这些科学谜团，才能够做到处“变”不“惊”、趋利避害，科学应对这一重要气候变化“信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来源：《中国气象报》1月15日三版 责任编辑：申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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