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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集 GCM输出模拟黄土塬区土壤水分平衡的潜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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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水分平衡对气候变化存在着响应, 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 研究土壤水分的可能变化是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中非常重

要的一项内容。目标是利用经验统计方法解集 GCM网格逐月的降水和温度数据,并使用建立的气候变化情景作为 WEPP的输

入文件评估黄土高原王东沟流域 2010~ 2039年土壤水分平衡 (土壤水分、蒸发、渗漏和蒸腾 )的可能变化。结果表明, 3种情景

预测 2010~ 2039年王东沟流域年均降水可能增长 1. 8% ~ 17. 5% , 年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分别可能增长 0. 5~ 0�9� 和 2. 0~

2. 3� 。作物蒸腾变化主要在 4~ 6月份,土壤蒸发变化主要发生在 7~ 9月份; 作物蒸腾年均变化 - 5% ~ 19% , 土壤水分年均

变化 - 4% ~ 4% , 土壤蒸发年均变化 - 7% ~ 7% ,均为 A2a减少, B2a和 GGal增大; A2a的土壤水分渗漏增长最大, GGa l次之,

B2a基本不变。这些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作物生长变化对土壤水分平衡存在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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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caling GCM output to simulate potential change of soil water ba la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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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of so il water balance response to clmi 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mi portant aspects of assessing

clmi ate change mi 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 lobal change. A new em pirical approach was

used to downscale GCM grid output, and three em iss ions scenarios ( A2a, B2a and GGal) ofW angdonggou watershed

during 2010�2039 w ere developed to smi ulate the potent ial change of soil w ater balance ( so il mo isture, evaporation,

perco lation and crop transpiration) w ith the WEPP mode.l H adCM 3 predicted a 1. 8% �7. 5% increase in annual

precipitation, 0. 5�0. 9 � rises in maxmi um temperature, and 2. 0�2. 3 � rise in m inmi um temperature for the station.

Com pared w ith the present clmi ate, plant transpiration would m ainly change from April to June and soil evapora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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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to September. Percent increases under clmi ate changes, as averaged for each em issions scenario and s lope, ranged

- 5% �19% for crop transp iration, - 4% �4% for so ilm oisture, - 7% �7% for soil evaporation, 6. 5% �44. 1% for wheat

gra in yield, 26. 3% �41. 7% form aize y ield. Predicted so ilw ater percolation changew as the greatest under A2a, the least

under GGa,l and interm ediate under B2a.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hange of clmi ate and crop grow th w ill in fluence so il

w ater balance s ignificant ly.

K eyW ords: downscaling; clmi ate change mi pact assessm ent; soilwater balance; general circulation m ode;l WEPP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分,其功能和过程对温室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存在响应。土壤水

分是植物能吸收利用的主要水源,土壤水分状况的变化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黄土高原是地

球上的一个特殊地貌单元,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土壤水分变化将对该区域的生态建设和农业

生产带来重要影响,需要进行详细的评估。

气候变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未来气候情景与相关模拟模型相结合来进行
[ 1 ~ 9 ]
。

这些研究中使用的气候变化情景大致有两类, 即假定的和全球环流模式 GCM ( G enera lC ircu lationM ode l)预测

的气候变化,前者基于某些气候变化规律得到相关数据,具有一定意义;后者是目前进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

主要方式,主要是因为 GCM可以很好地模拟大尺度地区已经观测的气候特性
[ 10]
。但是,目前使用 GCM进行

气候影响评估时存在一个重要障碍。由于 GCM输出的低分辨率, 在结合气候情景与模拟模型时常常存在时

空尺度不匹配的问题,如 GCM的输出是基于网格的月数据, 而大部分农业和水文模拟模型要求逐日天气数

据,并且应该使用当地站点的气候情景数据。

基于这种需求,大量的时空尺度转换方法即解集方法 ( Downsca le)被建立起来。所谓解集就是将总量 (如

月降水量 )随机分解成各分量 (如日降水量 ) , 由于解集方法能保持总量与分量、分量与分量在时间尺度或空

间尺度上的方差、协方差结构和其他统计特性,且分量之和等于总量, 因此,被广泛用来获得分辨率更高的数

据,目前主要分为两类:动力学方法和经验统计方法。动力学方法就是在 GCM的输出域中嵌套区域气候模式

RCM ( Reg iona lC irculationM odel),该方法可以获得高的空间分辨率,但是由于计算量大、费用昂贵只能用于一

些有限的区域。经验统计法利用多年的观测资料建立大尺度气候数据 ( GCM网格变量 )与区域气候要素之

间的统计关系,再把这种关系应用于 GCM输出的大尺度气候信息,来预估区域未来的气候变化,该方法由于

容易实现并可以按照当地条件校准而被广泛应用
[ 11]
。统计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 3类:转换函数法

[ 12~ 15 ]
,天

气发生器
[ 16~ 18]

和环流分型技术
[ 19, 20]

。

目前, 国内对土壤的气候变化影响研究, 理论探讨较多, 量化研究较少, 在进行量化研究时多直接使用

GCM输出的网格数据
[ 6, 7, 9, 21~ 23 ]

。由于 GCM不能考虑区域条件的差异,将 GCM网格数据直接用于地区性特

别是小区域的影响研究,往往是不可靠的
[ 24 ]
。本研究的目标是使用一种新的转换函数法对 GCM输出的网格

数据进行空间解集,并利用天气发生器 CL IGEN对其月数据进行时间解集, 从而建立黄土高原王东沟流域

2010~ 2039年的 3种气候情景 A2a, B2a和 GG al的逐日天气数据, 进而将其作为WEPP的输入文件来探讨

该区土壤水分平衡 (土壤水分、蒸发、深层渗漏和蒸腾 )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响应, 以期能为该区农业生产和生

态建设提供参考。

2� 材料和方法

2.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为王东沟流域位于黄土高原陕西省长武县洪家乡王东沟村 ( E107 40!30∀~ 107 42!30∀, N 35 12!

16∀~ 35 16!00∀),海拔 946~ 1226 m,面积 6. 3 km
2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9. 2 � , 无霜期

171d,全年# 0 � 活动积温 3688 � ,年日照时数 2226. 5 h, 年太阳总辐射量 484 kJ/ cm
2
;年平均降水量 582. 3

mm, 其中 52�8%分布在 7~ 9月份, 属典型的雨养农业, 典型耕作系统是 3a轮作的冬小麦 �冬小麦 �春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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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是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典型代表, 塬区黄土层厚度超过 100m, 塬面和沟壑各占 35%和 65%。土壤属黑垆

土,母质是中壤质马兰黄土,全剖面土质均匀疏松, 通透性好,有利于植物生长。

2. 2� 数据来源

使用统计方法进行尺度转换,需要在 GCM网格数据与实测数据之间建立统计关系, 因此,所使用数据分

为两部分: GCM产生的王东沟流域所在网格的气候情景数据、王东沟流域实测的气候数据。进行尺度转换的

气候变量包括 3个:月降水量、月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气候情景数据来自于英国气候模式 HadCM 3, 采用 3

种情景 A2a、B2a和 GGa,l B2a强调环境意识, 通过分区安排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 与 B2a相比

较, A2a也通过分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是较少注重环境; GGal将 1860~ 1990年间温室气体的增长情况

应用到 2099年以前。 3种情景都包括追算的 1957~ 2001年和预测的 2010~ 2039年的月气候数据。实测数

据来自于长武县气象局,是 1957~ 2001年间的逐日天气数据,包括降水、温度、风速和风向、太阳辐射等。

2. 3� 空间解集

使用一种新的统计方法进行空间尺度转换,常用的统计方法都是强调实测数据与 GCM输出之间的强相

关性, 而本方法强调实测数据与 GCM输出的月变量之间的概率分布的相似性。该方法简单易行,经证实可以

用于具体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价
[ 25]

; 但由于是一种统计方法,该方法仍然需假定目前气候条件下建立的转

换函数适合于未来的气候。具体操作方法如下,以降水量为例:

第 1步,求取转换函数。使用 GCM输出的和长武实测的 1957~ 2001年的月降水量数据。对于每一个

月,将实测的 (y值 )和 GCM输出的 ( x值 )月降水量分别进行排序,对每个月的两组数据求取单变量线性和非

线性函数各 1个,来获得每个月的转换函数。

第 2步,对未来气候进行空间解集。使用第一步得到的转换函数, 将 GCM输出的 2010~ 2039年的月降

水量作为 x值求取 y值,即得到王东沟流域在 2010~ 2039年间的月降水量数据。注意 2个转换函数的使用:

GCM输出的 2010~ 2039年的数据如果介于其 1957~ 2001年的数值范围,使用非线性函数来求取 y值; 如果

GCM输出的 2010~ 2039年的数据超出了其 1957~ 2001年的数值范围, 则使用线性函数来转化。使用线性

函数是为了使数据更加接近,不至于出现飞点。

第 3步,计算均值差和方差比率。使用转换函数求取的 y值就代表王东沟 2010~ 2039年的月降水量,计

算获得的 2010~ 2039年与实测 1957~ 2001年的月降水量方差比率和均值差,这些参数可以应用到时间转换

中来产生该区 2010~ 2039年的日天气序列数据。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以得到具体站点或者区域的未来气候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 便可以得到未来的

气候参数,这些气候参数非常重要,不仅可以提供未来气候变化趋势,而且可以用来指导生产和实践。用类似

的方法,可以将 GCM预测的月最高、最低温度进行空间尺度转换并计算均值差和方差比率用于时间解集。

2. 4� 时间解集

首先,使用长武 1957~ 2001年实测的逐日天气数据产生 CLIGEN的基本输入文件,该文件中包括气象变

量 (降水、温度、风速、辐射等 )逐月的均值和方差等统计参数 (基线参数 )。然后,使用空间解集中得到的均值

差和方差比率来调整上述的基线参数。其中, 与降水相关的参数包括降水转移概率 Pw /w (降水 -降水概率 )

和 Pw /d (降水 -不降水概率 )、均值和方差, 这些参数将会做如下调整:使用长武实测降水的转移概率和均值

建立线性关系,然后用该线性关系和空间解集中获得的月降水量的均值来计算未来降水的转移概率; 方差调

整,使用空间解集得到的方差比率与基线参数的方差相乘;日降水量均值的调整,将空间解集最后得到的均值

差加到基线参数的降水均值上。

温度均值的调整与降水均值的调整相似, 可以将空间解集得到的均值差加到基线参数的相应变量上;使

用计算出的方差比率,未来的温度方差可以通过放大基线相应变量的方法获得。通过空间和时间尺度的转

换,就可以得到未来气候情景的输入文件,使用这些输入文件运行天气发生器 CLIGEN, 就可以输出 2010~

2039年的 3种气候情景 A2a, B2a和 G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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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模型选取与校准

WEPP是一个基于物理机制的连续模拟模型, 其中的水分利用模块使用其他模块的数据, 如气候模块 (降

水、温度和太阳辐射 )、植物生长模块 (叶面积指数、根深和残余物覆盖 )、渗入模块 (入渗水量 )等,可以模拟土

壤中各指定土层的日土壤水状况,并算出最下层的渗透量;该模块还可以估算出每日的潜在蒸散量、土壤蒸发

量和植物蒸腾量
[ 26]
。目前,在土壤水分平衡的研究中WEPP模型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选用WEPP( V2004. 7) , 经修改后可以预测 CO2对作物生长和蒸散的效应; 使用的 CO 2浓度目前为

350�mo l/mo,l 2025年 A2a为 592. 2�mo l/mo,l B2a为 416. 2�mol/mo,l GGa l为 444. 5�mo l/mol。 1988 ~ 1992

年王东沟流域径流小区实测的 1. 8m深土壤属性、气候、作物管理信息被用来校准WEPP模型。使用当地的

传统耕作模式冬小麦 �冬小麦 �春玉米, 在收获 1周后除去秸秆,在种植前一周犁耕;在变化后的气候条件下,

为了使作物适应增高的温度,本研究将作物的耕作期进行了调整, 小麦晚播种 3d早收获 3d, 玉米早播种 3d

早收获 3d。气候输入文件使用 CLIGEN产生的目前气候文件,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估 CLIGEN适用性时, 发现

实测的降水历时 (Dur)、最大降水强度与平均降水强度比率 ( Ip )比 CLIGEN产生的数据平均大 2. 88倍;因此,

把气候文件输入WEPP时,这两项数据都被放大了 2. 88倍。模拟的坡地为两个, 长宽相同,均为长 20m、宽

5m、坡度分别为 5 和 10 ,作物产量被校准到实测的水平。

3� 结果与讨论

3. 1� 空间解集的必要性

GCM模型基于网格进行预测,由于其不能考虑区域条件的差异,大尺度的 GCM气候情景往往不适合具

体区域,因此,不能被直接用于进行小区域的影响研究
[ 24]
。图 1表示了 H adCM 3追算的王东沟流域所在网格

的 B2a情景与王东沟流域实测的 1957~ 2001年月均降水量 ( P )、最高 (Tmax )和最低温度 (Tm in ) ,可以看出实

测与追算数据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王东沟流域实测的 1957 ~ 2001年的年均降水量为 576. 3mm, 而

HadCM 3的 B2a情景追算的数据为 451. 4mm, 相对误差达到了 - 21. 7%。从降水量分布来看, H adCM 3追算

的 2~ 5月份、12月份降水高于实测数据,其他月份数据则低于实测数据。需要注意的是, 7~ 10月份降水的

绝对误差最大分别为 - 33. 2mm, - 27. 6mm, - 50. 3mm和 - 32. 4mm, 王东沟流域实测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7~

10月份,而径流和土壤侵蚀也主要发生在这些月份, 如果直接使用 H adCM 3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 必然会对

研究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Pan使用区域气候模式 ( RCM )对土壤湿度进行模拟和预测时,结果表明对土壤湿

度的模拟精度依赖于降水数据的精度
[ 5]
,因此, 必须根据当地降水特点对 GCM数据进行校准。

HadCM 3的 B2a情景对最低温度的追算效果相对较好, 平均绝对误差为 2. 5� , 且具有相同的分布趋

势 ∃ ∃ ∃ H adCM 3追算的数据均高于实测数据; H adCM 3追算的最高温度均低于实测数据, 平均绝对误差为

- 8�1� 。温度变化对土壤蒸发、作物蒸腾和生长均具有重要影响 [ 27, 28]
, 从 HadCM 3追算的 B2a数据来看,其

效果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如果直接应用于该区的模拟研究,也必然会造成较大误差。

整体而言,对于王东沟流域, H adCM 3预测降水的效果较差, 数值和分布与实测数据均有较大差距;

HadCM 3对温度的模拟效果相对较好, 与实测数据具有相似的分布,各个月份的绝对误差基本一致。上面仅

列出了 HadCM 3追算的 B2a情景数据与实测数据的差异,实际上,其他情景预测的数据与实测数据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差异,因此, 在进行模拟研究时, 按照当地条件进行校准是非常必要的。

3. 2� 预测的气候变化

经过时空解集之后就可以得到王东沟流域 2010~ 2039年的平均气候变化情况 (表 1)。降水因 CO2释放

情景的不同而变化,与 1957~ 2001年相比, A2a、B2a和 GGa l 3种气候情景预测的 2010~ 2039的年均降水量

分别增加 10. 8 mm、80. 6mm和 101. 4mm,相对变化为 1. 8%, 13. 9%和 17. 5%。图 2表示出了王东沟流域

2010~ 2039年 3种情景的月降水分布,可以显示 3种情景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季节倾向。总体而言, 3种情景

预测的降水量变化,夏季和秋季比春季和冬季要大; 5月份和 7~ 9月份变化最大, B2a和 GGa l降水普遍增长;

A2a在 7、8月份降水大量减少, 9、10月份又变大,增幅达到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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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7~ 2001年 GCM网格的与实测的月降水量、最高和最低温度的差异

F ig. 1� Th e difference ofm onth ly m ean p recip itation, m ax imum andm in im um tem peratu re betw eenm easured andGCM grid from 1957 to 2001

表 1� 2010~ 2039年相对于 1957~ 2001年的年均气候变化

Table 1� A veraged annua l clim ate perturba tions between 1957�2001 and 2010�2039

释放情景

Em issions S cenario

年均降水量的变化

P change (% )

最高温度的年均变化

Tm ax sh ift ( � )

最低温度的年均变化

Tm in shift ( � )

A2 a 1. 8 0. 9 2. 3

B2 a 13. 9 0. 5 2. 1

GGa1 17. 5 0. 8 2. 0

� 图 2� 3种情景预测的 2010~ 2039年相较于 1957~ 2001年的降

水变化

F ig. 2� Pred icted change in precip itation betw een 1957~ 2001 and

2010~ 2039 under three scen arios

与 1957~ 2001年相比较, A 2a、B2a和 GGa l预测的

2010~ 2039年年均最高温度 (Tmax )分别增加 0. 9、0. 5 �

和 0. 8 � , 年均最低温度 (Tmin )分别增加 2. 3、2�1 � 和

2. 0 � 。整体而言,各情景预测的温度普遍升高, 但最低

温度的升高更为明显, 这与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的

预测相一致
[ 29 ]
。图 3表示了 3种气候变化情景预测的

最高和最低温度的季节变化, 2010~ 2039年温度的增长

存在两个高峰期:春季和冬季,表明在 2010~ 2039年间

暖冬现象会比较严重。

3. 3� 气候变化对土壤水分平衡的影响

3. 3. 1� 月变化

由于 2个坡地的模拟结果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图

4和图 5仅表示了王东沟流域 5 坡地不同情景下逐月的

作物蒸腾、土壤蒸发和土壤水分变化。可以看出,各个情景作物蒸腾和土壤蒸发发生变化的月份基本相同, 4

~ 6月份作物蒸腾变化较大, 而土壤蒸发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7~ 9月份,这是降水变化和作物生长综合作用的

结果。 4~ 6月份是冬小麦的起身 ~抽穗期, 作物蒸腾耗水迅速增大, 从而达到蒸腾的高峰期, 这 3个月的蒸

腾量占全生育期的 80%以上; 其蒸腾耗水主要来自降水,而 3种情景的降水变化是不同的:相对于目前气候,

4月份 3个情景的降水变化较小,作物蒸腾量变化幅度也不大; 5月份降水 A2a减少, B2a和 GGal有所增长,

作物蒸腾变化也具有相似的趋势; 6月份 3个情景的降水普遍增长, 作物蒸腾量也变大。7~ 9月份是农田的

休闲期,土壤蒸发普遍加强,由于 7~ 9月份是王东沟流域的汛期, 降水集中, 因此, 降水仍然是土壤蒸发的主

要水源, 2010~ 2039年土壤蒸发的差异也主要受降水变化的影响: 7月份 A2a降水减少, B2a和 GGal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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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种情景预测的 2010~ 2039年相较于 1957~ 2001年的最高、最低温度的变化

F ig. 3� Predicted change in m ax imum andm in im um tem peratu re betw een 1957�2001 and 2010�2039 under three scenarios

增加, 土壤蒸发也存在着同样的趋势; 8月份只有 GGa l情景的降水明显变大, 土壤蒸发也是 GGa l增多; 9月份

降水普遍增长,土壤蒸发都明显加强。

图 4� 作物蒸腾与土壤蒸发的月变化

F ig. 4� Th e change ofm onth ly p lan t tran sp iration and so il evaporation

整体而言,相较于目前气候, 除了 A2a情景以外, 其他 2个情景土壤水分的月变化不是很显著 (图 5)。

A2a情景的土壤水分在 4~ 9月份普遍降低,其中 7、8月份降低幅度最大, 从降水和蒸发的分析中知道, 相对

于目前气候而言, A2a情景在 4~ 9月份降水普遍减少, 而土壤蒸发或作物蒸腾加大,这是导致其土壤水分降

低的直接原因。B2a和 GGa1土壤水分含量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这 2个情景在各个月份的降水普遍增大,虽

然温度增高导致蒸发和蒸腾加大,但是其影响小于降水增长导致的土壤水分增加。

3. 3. 2� 年变化

表 2列出了 5 和 10 坡地在 3种情景下年均作物蒸腾和产量、土壤蒸发、1. 8m土壤剖面的土壤水分含量

与水分渗漏变化。整体而言,两个坡地的作物蒸腾、土壤蒸发和土壤水分含量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 表明

5 和 10 坡度中这些要素差别不大; 而土壤水分渗漏的变化量不同, 5 坡地的渗漏量要大于等于 10 坡地。

与目前气候相比,年均作物蒸腾的变化范围从 A2a情景 5 坡地的 - 5%到 GGa l情景的 19% ; GG al情景

模拟的增长最大, B2a次之, A2a情景模拟的蒸腾减少。蒸腾变化受降水与作物生长的综合作用,如 A2a预测

的降水增长和作物产量都较小, 因而蒸腾作用减弱; GG al预测的降水增长最大且作物产量增长较高, 蒸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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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土壤水分的月变化

F ig. 5� The change ofm on th ly so ilw ater conten ts

长最大。模拟的土壤水分变化从 A 2a情景的 - 4%到

GG al情景的 4% ; A2a情景减少, GGal和 B2a都有所增

长且 GGa l增长最大, 这很可能是由于 GGal的降水增

长最大。土壤蒸发与土壤湿度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变化范围从 - 7% ~ 7% ,主要是由于该区的土壤蒸发

是由土壤水分供应决定的。与基线条件相比, 深层渗

漏造成的土壤水分损失 A2a和 GGa l明显变大,而 B2a

没有变化。

4� 结论

GCM不能考虑区域差异,因此其网格数据需要根

据研究区域的气象特点进行解集, 本研究使用一种新

的统计方法将 H adCM 3的 2010~ 2039年的网格数据解

集到王东沟流域, 建立了 3种气候情景 A2a、B2a和

GG a,l并用来驱动 WEPP模型模拟了 5 和 10 坡地的

土壤水平衡。结果表明,王东沟流域 2010~ 2039年降

水可能会增长 1. 8% ~ 17. 5%, 其中 GG al增长最大, A2a增长最小。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分别可能增长 0. 5

~ 0. 9 � 和 2. 0~ 2. 3 � ,最低温度增长要大于最高温度,温度增长主要出现于冬季和春季。相较于目前气

候, WEPP模拟的 5 和 10 坡地的作物蒸腾和土壤水分平衡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整体而言, 相较于目前气

候, 2010~ 2039年作物蒸腾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4~ 6月份, 土壤蒸发变化主要在 7~ 9月份,土壤水分变化 A2a

情景在 4~ 9减少,而其他 2个情景的各个月份普遍增加;作物蒸腾年均变化 - 5% ~ 19% ,土壤水分年均变化

- 4% ~ 4% ,土壤蒸发年均变化 - 7% ~ 7%, 均为 A2a减少, B2a和 GGal增大; A2a的土壤水分渗漏增长最

大, GGa l次之, B2a基本不变。这些变化是作物生长和降水变化综合作用导致的, 如 4~ 6月份是冬小麦蒸腾

高峰期且水源主要为降水, 但各个情景的降水变化不同, 导致作物蒸腾变化不同; A2a预测的降水增长和作物

产量都较小,因而蒸腾作用减弱; GGa l预测的降水增长最大且作物产量增长较高,蒸腾增长最大。

表 2� 传统耕作条件下 3种气候情景的土壤水分平衡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Tab le 2� The response of ET and so il water ba lance to three scenario s under conventiona l til lage

CO2 浓度

CO 2 concentrat ion (�m ol /m ol)

坡度 S lope( � )

基线

Basel ine ( 350)

5 10 

A2a

( 592 )

5 10 

B 2a

( 416)

5 10 

GGal

( 445 )

5 10 

蒸腾 厚度 Dep th (mm ) 353 348 339 332 396 389 419 413

Tran sp iration 变化 Change(% ) 0 0 - 4 - 5 12 12 19 19

土壤水分 厚度 Dep th (mm ) 301 297 289 285 305 300 312 308

So ilM oistu re 变化 Change(% ) 0 0 - 4 - 4 1 1 4 4

蒸发 厚度 Dep th (mm ) 183 179 171 166 187 182 196 192

Evaporation 变化 Change(% ) 0 0 - 7 - 7 2 2 7 7

渗漏 厚度 Dep th (mm ) 0. 58 0. 58 0. 87 0. 76 0. 58 0. 58 0. 83 0. 71

Percolat ion 变化 Change(% ) 0 0 50 32 0 0 43 23

小麦 产量 Y ield( t /hm 2 ) 2. 9 2. 8 2. 9 2. 8 3. 5 3. 4 4. 1 3. 9

Wheat 变化 Change(% ) 0 0 - 1 - 1 23 22 41 41

玉米 产量 Y ield( t /hm 2 ) 7 6. 8 8 7. 8 8. 6 8. 3 9. 6 9. 5

Ma ize 变化 Change(% ) 0 0 15 14 23 22 38 38

气候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往往难以衡量其预测和评估结果的可靠性。为了探讨本研究的可信性,将

结果与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根据 SRES( spec ial report on em issions scenarios)排放情景, 不同的气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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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预测全球平均地面气温在 1990~ 2100年期间将升高 1. 4~ 5. 8� ,日较差将减小; 在区域尺度上预测的降

水则有可能增加或减少,通常介于 5% ~ 20%之间,蒸发也将增加;在中纬度地区,作物模型表明, 温度增加在

(几 )度之内以及相应的 CO2浓度增加, 对作物产量总体来讲是正效应;而温度增加若超过几度,作物的产量

反应一般是负的
[ 30 ]
。中国的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也指出未来 20~ 100a, 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 1. 3~

6�0� ,日较差将进一步减小,年均降水将增加 2% ~ 17%
[ 29]
。本研究中 A2a, B2a和 GGa1情景预测的降水变

化分别为 1. 8%、13. 9%和 17. 5%, 虽然 A2a情景预测的降水变化小于 SRES的结果,但比较符合中国国家气

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结果;本研究虽然没有对年平均气温进行预测, 但是最高温度和最低温的预测结果表明气

温日较差将减小,而这与上面的两个结果都是相符的;对于作物产量以及土壤水分平衡,由于使用的WEPP模

型可以很好得模拟实测的结果,因此在气候变化预测相对合理的前提下,其模拟的相关结果应该也是可信的。

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利用 GCM进行未来气候变化评估在定量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在定性上有

一定的可靠性
[ 29]

,因此, 目前国内外都有广泛的研究, 在实际的生态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被应用到影响评估的相关领域。如

我国对局地气候变化研究多使用 RCM进行, 目前仅有少数成果被应用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中,主要是由于

RCM计算量大、费用昂贵而不能被广泛应用,因此, 探讨统计方法在气候影响评估中的应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是消除气候变化不确性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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