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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江上游气候立体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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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崛江上游的气候要素的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

得出
:

崛江上游的气候干
、

雨季分明 ; 气温与海拔

高度的相关关系为 2 5 00 m 以下呈现负相关
,

而 2 soo m 以上呈现正相关 ;降水随高度增加呈增加趋势 ; 而农田蒸

散量和干燥度均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关系
。

高海拔地区凉爽而湿润
,

其限制因子主要是热量 ; 而中低海拔地区温

暖而干旱
,

主要限制因子是水分
。

通过回归分析
,

得出了氓江上游主要气象要素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

认为在崛江

上游地区
,

开展生态恢复
,

应具体分析光热水状况
,

在不同海拔地区
,

针对不同的气候条件
,

采用相应的植物来进行

生态恢复
,

以取得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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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江上游干流长 341 k m
,

流域面积 23 037

kmZ
,

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

处于我国自然地理垂直地

带中两大阶梯之间过渡的地带
,

自然条件复杂
,

垂直

分异显著
,

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

生态环

境脆弱
,

各种灾害十分频繁
,

形成了典型 的
“

生态环

境脆弱带
” ;同时又是我国川西 一滇北植物特有现象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份
,

因此
,

被称为
“

绿色生态屏

障
” 、 “

天然调节水库
” 、 “

清洁能源基地
” 、 “

珍贵生物

基因宝库
” 。

但是
,

由于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活

动相交叉影响及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

特别是近期

的资源利用不当
、

人口增长等因素的促进
,

导致山地

生态系统剧烈退化
。

如崛江上游的森林覆盖率曾经

达到 45 %
,

然而近几百年来长期掠夺性滥伐
,

森林

面积锐减
,

到 2 0 世纪 80 年代初
,

崛江上游的生态系

统退化达到最严重时期
,

森林覆盖率仅为 18
.

8 %
。

因此
,

研究崛江上游的生态环境的建设和退化

山地生态系统的治理与恢复
,

显得十分迫切
,

刻不容

缓
。

1 998 年政府明令禁止砍伐原始森林
,

对崛江上

游地区进行封山育林
。

要从根本上恢复植被
,

更好

的增加植树成活率
,

了解气象要素在该区的空间和

时间的分布特征
,

把握山地气候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

对于山地气候的研究在其它地区也有开展〔‘一101
,

在

崛江上游张一平等〔川利用短期观测资料分析了南

北坡的气候特征
,

得到一些初步结果
,

但是对崛江上

游山地气候的研究仍不充分
。

为此本文对崛江上游

气候要素的垂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
,

期望为该区

的植树造林
、

生态恢复提供参考
。

1 研究概况

1
.

1 研究地概况

眠江上游位于呈南北走向的龙门山系与邓睐山

系之间
,

主河流向南
,

流域内以高山峡谷为主
,

地势

北高南低
,

山岭海拔一般 4 000 一 5 000 m
,

谷底海拔

1 0 0 0 一 2 80 0 m
,

岭谷相对高度 1 5 0 0 一 3 00 0 m
。

在

南北走向的特殊地貌和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下
,

焚

风效应显著
,

干湿季明显
。

1 2 研究资料

利用松潘县和茂县的农业区划化所提供的不同

海拔高度的气温
、

降水
、

蒸发和干燥度资料
,

对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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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地区气候垂直分布特征进行了析
。

另外
,

山民江上游地 区设有国家气象站一一松潘
站 (2 8扮

一

7 m )和茂县站 (1 590
.

O m )
,

松潘位于上

游上段地区
,

茂县位于上游中段干旱河谷的中心
,

为

典型的于旱气候区
,

代表了眠江上游河谷地区
,

故选

择松播
,

茂
一

县 2 个站点作为分析的基本站点
,

讨论眠

江上游河谷区的气候年变化特征
。

蹄热二
,

平均气温 的升温值于 季为 织 4 7℃
一

雨 季

。 5燕℃
、

年 饮。5 5℃
,

显示了于季升温率较小
,

而季

和年平均气温升温率较大豹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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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l 眠江上游气候垂直分布特征

2
.

1 1 气温的垂直分布特征

崛江上游干湿季分明
,

5 一 10 月为雨季 准 1 ~ 4

月为于季
。

干季
、

雨季和年平均气温随海拔高度变

化如图 1 所示
。

可见
,

干季
、

雨季和年平均气温均显

示了 2 沁扮 m 高度上下平均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趋势不同、在 2 500 m 以下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降低 ;

在 2 5娜 m 以上则反之
,

呈现气温随高度升高的逆

温现象
。

通过计算
,

得出了干季
、

雨季和年平均气温

与海拔高度的回归关系(表 1 )
。

可见
,

海拔高度低

于 2 50扛m 的地方
,

随海拔高度增加气渊曝低
;其相

关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干季
、

雨季和年平均气温的递

减率相差不大
,

其气温递减率在大气温度递减率

(0
.

6℃ 准的 。)
,

其年平均气温垂直梯度 沁 4 8℃
厂

1瓣 m )略低于高黎贡山西坡 (0
.

50℃ / 100 。)
,

但高

于 东 坡 毅江3 5℃ 鸡00 m )川 ; 与 武 夷 山 北 坡

(0
.

4 8 5℃ 八的 m )相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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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扭℃ / 脚O

m 户〕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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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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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与海拔高度呈现正

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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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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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 份
.

0() 5 抖

傲; 5 14

犷
公 7 26 2

价 于

卜付季

0 2 2

3 e 万0

O 叭 1 0
斧 荃

N 二 4宁

架

0 噢以 3

洲东好8

0 叭6 7 一

O On 名

0 5 67 8

雨季

0 0 2 8 5

7 2
.

取)

份
,

75 0 7

N
~ 二
7

年

母 之52 金

4凡4 节7

O 尽奎7 少
“

山
关
为显灌f粉

一

纽。助
,

“ 为极显著介
一

0 书约

淤
。 水够瓣直分布瘫



2 期 张一平
,

等
:
崛江上游气候立体分布特征

℃0

丫入
图 3 显示了眠江上游水湿要素垂直分布特征

(重点考虑主要区域
,

剔出了低海拔多降水的站点)
。

为了归类
,

将年降水与海拔高度的相互关系也放在

图中(图 3 a) 中
,

其分布特征见上节分析
。

农田蒸散年总量与海拔有很好相关关系 (图 3

b
,

表 3)
,

农 田蒸散年总量与海拔高度为负相关
,

随

高度增加农田蒸散量减少
,

海拔高的地方蒸散量小
,

海拔低的地方蒸散量大
。

从图 3 c
可见

,

年干燥度与

海拔高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表见 3)
。

崛江上游

的干燥度的分布是随海拔的下降而增加的
,

一般而

言
,

高海拔的地区
,

较湿润
,

海拔越低
,

越干旱
,

特别

在 1500 一2o 00 m 附近
,

干燥度可达 2
.

0 以上
,

势必

对其退耕还林造成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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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崛江上游河谷地区气候时间分布特征

2
.

2
.

1 光
、

热要素的年变化特征

由以上分析可知
,

眠江上游河谷地区
,

光照少
,

气温高
,

对开展生态恢复十分不利
。

图 5 给出了崛

江上游河谷区的日照时数和平均气温的年变化
。

可

见
,

光照时数 (图 s a) 上游上段区多于上游中段区
,

差异在 6 一 8 月较小 ;并且上游上段区日照时数的变

化程度小于上游中段区
。

平均气温的年变化 (图 5

b) 上段和中段河谷区的变化趋势相似
,

均为 1 月最

低
,

7 月最高 ;但与 日照时数相反
,

上段河谷区的各

月平均气温均低于中段
。

2
.

2
.

2 水湿要素的年变化特征

表 3 气候要素与海拔高度的相关关系 Y 二 al H +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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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图 4 给出了崛江上游积温随海拔高度的分布
,

可见不论是 > O℃
,

还是 > 10 ℃积温
,

均与海拔高度

有良好的负相关关系 (表 3 )
,

均通过极显著 (r 0
.

01 )

水平
。

随海拔高度增加
,

积温值下降
,

对于大于 0℃

积温 (图 4 a)
,

在海拔较低处 ( 1 000 m )积温可达 5

000 ℃ 以上
,

而到 3 3 00 m 高度
,

积温不足 1 900 ℃ ;

> 10 ℃积温 (图 4 b) 也有同样规律
,

在海拔较低处

( 1 00 O m )积温可达 4 3 0 0 ℃ 以上
,

而到 3 3 00 m 高

度
,

积温不足 500 ℃
。

由此可知
,

在崛江上游高海拔

区退耕还林
,

其热量不足乃是一个限制因子
。

图 5 河谷地区气候要素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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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显示了崛江上游河谷区的水湿时间分布特

征
。

可见
,

在 n 一 4 月 (干季 )降水量 ( 图 6 a) 均较

少
,

月降水量上游上段河谷区少于 60 ~
,

而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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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区不足 50 m m
。

降水主要集中在 5 一 1朴月 f雨

季 )
,

形成了干
、

雨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

并且
,

上段河

谷区的降水量一般都多于中段河谷区
,

其差异在雨

季明显
。

上段的松潘年降水为 5 95
.

7

~
,

而中段

的茂县为 407
.

2
~

,

相差 188
.

5
~

;松潘站的雨

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8 3
.

1 %
,

与茂县的 83
.

3 %相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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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河谷地区水湿要素的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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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河谷地区风速的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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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蒸发量 (图 6 b)
,

显示 了干季较小
,

而雨季

较大的特征
,

与降水不向的是
,

上段河谷区的蒸发量

少于中段河谷区
,

特别在 5 一 8 月
,

上段的松潘可 比

中段的茂县少 3 5 ~ 以上
,

最大可多达 4 8
,

6 ~
。

年蒸发量上游上段河谷地区为 707
.

5
~

,

小于 中

段河谷区 (9 20
.

丘~ )
。

这是由于茂县的温度
,

风速

均大于松潘
,

而降水又小于松潘之早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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