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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鄱阳湖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湿地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是全球重要生态区。近年来，受全球气
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极端气候明显增多，鄱阳湖流域旱灾和洪灾频发，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发生的变
化备受世界关注。特别是每年冬天有数十万只候鸟迁至鄱阳湖越冬，其中包括白鹤、东方白鹳、白头
鹤等大量珍稀濒危候鸟，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越冬候鸟的安全越冬。

要深入了解和掌握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需要开展长期的全面的监测，不断积累监测
数据和资料。为此，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加强越冬水鸟和湿地保护的同时，与国际鹤类基
金会（ＩＣＦ）、中国科学院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流域生态研究所、江西
省鄱阳湖水文局、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等单位加强了科研监测方面的合作，同时在国务院三峡办的支
持下，对鄱阳湖的气候、水文、水质、植物、浮游动物、鱼类、鸟类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监测，获取了大
量数据资料。

本书是在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的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监测报告，希望本书的
出版为开展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鄱阳湖越冬水鸟和湿地保护提供依据。由
于编者能力和水平有限，本书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同行予以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祝贺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３０周年。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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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因子的实测与变化趋势

黄耀林　王汶鹏　贾万梅　詹慧英　艾　斌　高　翔　曾静湘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摘　要　对２０１２年鄱阳湖区都昌气象站监测的气温、降雨量等７个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
平均气温为１７．１℃；年最高气温为３６．４℃；最低气温为－３．６℃。全年降雨量为１　８７４．９ｍｍ；４月降
雨量最大，达到３５４．７ｍｍ；１０月降雨量最小，为４０ｍｍ。年蒸发总量为１　３６４．３ｍｍ；７月份蒸发量全
年最大，为２６２．５ｍｍ；１月蒸发量全年最小，为３８．３ｍｍ。全年湿度平均值为７１％，６月湿度平均值最
大，为７９％；１０月最小，为６３％。２０１２年日照总量为１　８３９．６ｈ，７月日照总量最大，为２９７．３ｈ；１月最
小，为５４．６ｈ。年平均风速为２．５ｍ／ｓ；８月平均风速最大，为３．２ｍ／ｓ；６月平均风速最小，为１．８ｍ／ｓ；
风向以北风和偏北风为主。结合历史数据，分析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各气候因子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气候因子，监测，鄱阳湖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雨量充
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每年都会有大批珍稀候鸟前来越冬栖息。由于近年来全球气候的变化较为
显著，对大量水鸟迁徙和越冬栖息将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保护区近年来开展了区内气象监测。通过整
理和分析２０１２年气候因子的实测数据，并与历年（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为保护区开
展其他相应研究提供气象依据。

一、研究方法

鄱阳湖保护区的气象监测，主要服务于鄱阳湖保护区植被、鸟类和水文的监测工作。本文气象数
据来源于都昌气象站，该气象站位于鄱阳湖区，同时距保护区最近，离吴城镇直线距离约２０ｋｍ。分
析的因子包括气温、降雨量、蒸发量、湿度、日照、风向、风速。

气象数据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共计３６６天。

二、研究结果

（一）２０１２年气象因子动态与分析

１．气温
气温数据使用的是每日８时的实测数据，所以不能代表全天的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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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１２年月气温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１），１月平均气温最低，７月平均气温最高。２０１２年年平
均气温为１７．１℃，１月平均气温为４．２℃，７月平均气温为３０．６℃。

年内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６．４℃，出现在７月１１日；年内极端最低气温为－３．６℃，出现在１２月

３１日。

图１　２０１２年气温月变化（数据使用每日８时实测数据）

２．降雨量
全年降雨量为１　８７４．９ｍｍ。分析２０１２年月降雨量变化情况（图２），降雨主要集中在３—５月及９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５９％。其中，４月降雨量最大，达到３５４．７ｍｍ；１０月降雨量最小，为４０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２年降雨总量月变化

２０１２年鄱阳湖区域降雨量≥０．１ｍｍ的降雨天数为１９３天（表１）。其中降雨量≥５０ｍｍ的暴雨
天数为６天，分别为４月２４日降雨量１２０．５ｍｍ、４月２９日降雨量１２２．２ｍｍ、５月１９日降雨量

７４．１ｍｍ、７月１７日降雨量５８ｍｍ、８月１０日降雨量５３．５ｍｍ、９月３日降雨量１３６．８ｍｍ。

表１　２０１２年月降雨天数（降雨量≥０．１ｍｍ）

月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总天数

天数（天） １８　 １９　 １９　 ２２　 ２２　 ２１　 ７　 ９　 １２　 ７　 １８　 １９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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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蒸发量
全年蒸发总量为１　３６４．３ｍｍ，日平均蒸发量为３．８ｍｍ。７月蒸发量全年最大，为２６２．５ｍｍ；１

月蒸发量全年最小，为３８．３ｍｍ（图３）。７月蒸发量全年最大，主要原因是该月平均气温最高而降雨
量较少；１月降雨量与７月相当，而该月蒸发量全年最小，主要原因是平均气温最低。

图３　２０１２年蒸发量总量月变化

４．湿度
全年湿度平均值为７１％。６月湿度平均值最大，为７９％；１０月的温度平均值最小，为６３％（图４）。

２０１２年湿度在８０％～８９％范围的天数为１０７天，湿度在９０％～１００％范围的天数为５天。

图４　２０１２年湿度月变化

５．日照

２０１２年日照总量为１　８３９．６ｈ。７月日照总量最大，为２９７．３ｈ；１月的日照总量最小，为５４．６ｈ
（图５）。

６．风向风速

２０１２年年平均风速为２．５ｍ／ｓ。８月风速平均值最大，为３．２ｍ／ｓ；６月风速平均值最小，为

１．８ｍ／ｓ（图６）。风向以北风和偏北风为主（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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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２年日照总量月变化

图６　２０１２年风速平均值月变化

表２　２０１２年风向百分比

风向 ＮＮＥ　 Ｎ　 ＮＥ　 Ｓ　 ＳＥ　 ＳＳＥ　 Ｅ　 ＥＮＥ

总天数（天） １２９　 ２１　 ８２　 １９　 １１　 ２７　 ２　 ３

百分比（％） ３５　 ６　 ２３　 ５　 ３　 ７　 １　 ２

风向 ＥＳＥ　 ＮＮＷ　 ＮＷ　 ＳＳＷ　 ＳＷ　 Ｗ　 ＷＮＷ　 ＷＳＷ

总天数（天） ２５　 １　 １　 １０　 ２０　 ４　 ４　 ３

百分比（％） ７　 ０　 ０　 ３　 ５　 １　 １　 １

　　注：Ｅ为正东，Ｓ为正南，Ｗ 为正西，Ｎ为正北。

（二）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气象因子变化趋势分析

１．气温

２０１２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１℃，在近１４年中处于最低值，比前期年平均气温最低的２０１１年还要

低０．３℃（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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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气温年度平均值变化

从２０１２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份平均气温变化对比（图８）分析得出，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相同月份平均气温变化趋势走向基本一致，但２月气温平均值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同期气温平均值低

３．６℃。

图８　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平均气温变化对比

２．降雨量

２０１２年降雨总量１　８７４．９ｍｍ，在近１４来年降雨总量中处于偏高值，仅比２０１０年、１９９９年年降雨
总量低（图９）。

从２０１２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月降雨总量对比（图１０）可见，２０１２年月降雨总量在６月、７月、８月和

１０月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同期降雨总量多年平均值相比要低，其他月份则均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同期降雨
量多年平均值要高。

２０１２年年降雨天数在近１４年来位居第一（图１１），共降雨１９３天，降雨总量居第三。与降雨总量
第一的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２年虽比２０１０年降雨天数多４７天，但降雨总量比２０１０年降雨总量低

１　７９７．４ｍｍ；与降雨总量最后一名的２００７年相比，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０年降雨天数多６６天，降雨总量高出

９０７．９ｍｍ。２０１２年降雨量高于多年平均值（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属偏多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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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降雨总量变化

图１０　２０１２年月降雨总量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月降雨量多年平均值对比

图１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降雨天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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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降雨量≥５０ｍｍ的暴雨天数为６天，比多年平均（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多１天。２０１０年暴雨天
数最多，为１２天；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年最少，均为２天（图１２）。

图１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暴雨天数

３．蒸发量

２０１２年蒸发总量为１　３６４ｍｍ，比多年平均值１　３８６ｍｍ（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低２２ｍｍ，属中等偏下
水平。

图１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蒸发总量变化

对比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蒸发总量的平均值，发现２０１２年７月、８月、１０月要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蒸发总量平均值高，２０１２年其他月份蒸发总量平均值均低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
（图１４）。７月蒸发量最大，与往年一致，７月、８月月蒸发总量偏高的主要原因是气温升高和降雨量
偏少。

４．湿度

２０１２年湿度平均值为７１％，在近１４年处于第二低值，仅比前期最低的２０１１年高出１％（图１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湿度平均值６月最大，为８１％；１０—１２月较小，为７４％。２０１２年湿度月平
均值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湿度平均值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变化幅度稍大（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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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２０１２年月蒸发总量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平均蒸发总量对比

图１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湿度年际变化

　　　　　　　　
月份
（ａ）　　　　　　　　　　　　　　　　　　　　　

月份
（ｂ）

图１６　２０１２年（ｂ）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ａ）相同月湿度变化对比

２０１２年湿度在８０％～８９％范围的天数为１０７天，在９０％～１００％范围的天数为５天，而近１４年
来湿度范围在８０％～８９％的最多天数为１９９９年的１４８天，最少的天数为２０１１年的６４天。湿度范围
在９０％～１００％的最多天数为２００２年的８４天，２０１２年天数最少，仅５天（图１７）。

５．日照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日照总数年平均值为１　８９５ｈ。２００９年日照总数最多，达２　０８０ｈ；２００２年最少，为
１　６０８ｈ。２０１２年日照总数为１　８４０ｈ，低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平均值５５ｈ（图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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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湿度８０％～８９％和９０％～１００％天数

图１８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日照总数年际变化

将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日照平均总数进行比较（图１９），２０１２年４—９月（除６月外）期
间，各月日照总数都比多年（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日照总数平均值高，其他月份都偏低。２０１２年７
月日照总数比多年同期要高出最多，达４９．７ｈ；２月则比多年同期偏低最多，为３７．４ｈ。

图１９　２０１２年日照总数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日照总数平均值对比



１０　　　 ◇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监测报告

６．风速

２０１２年平均风速为２．５ｍ／ｓ，低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年均风速２．７ｍ／ｓ；２０００年平均风速为

３．１ｍ／ｓ，是近１４年来最大年均风速；而２０１２年的２．５ｍ／ｓ，是近１４年来最低的年均风速（图２０）。

图２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年平均风速变化

２０１２年月风速平均值变化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风速平均值变化有明显不同（图２１）。２０１２年
月风速平均值普遍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风速平均值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月平均风速为２．８ｍ／ｓ，而

２０１２年每月平均风速为２．５ｍ／ｓ。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相同月风速平均值９月最大，为３．１ｍ／ｓ，６月最小，
为２．４ｍ／ｓ；２０１２年月风速平均值８月最大，达到３．２ｍ／ｓ，６月最小，仅为１．８ｍ／ｓ。

图２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月平均风速与２０１２年相同月平均风速对比

三、结论与分析

本文利用收集到的２０１２年鄱阳湖都昌气象站的数据，分析了气温、降雨量、蒸发量、湿度、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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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等气象因子，并与近１４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２０１２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１℃（８时），是１９９９年以来最低年平均气温，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气温

整体偏低。
（２）２０１２年降雨天数为近１４年来最多，但是降雨总量排在第三，少于２０１０年和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２

年降雨总量为１　８７４．９ｍｍ，主要集中在３月、４月、５月、９月，占全年降雨量的５９％。
（３）２０１２年年蒸发总量１　３６４．３ｍｍ，在近１４年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２０１２年的７月、８月、１０

月要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同期平均值高。７月蒸发量最大，８月次之，与往年一致，主要与气温升高、降雨
量偏少有关。

（４）２０１２年湿度平均值７１％，是近１４年来的第二低值，仅比前期最低的２０１１年高１％。湿度偏
低是受降雨量和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从历年数据分析来看，２０１２年年平均气温为最低、降雨量为第三
高值。

（５）２０１２年年日照总数１　８３９．６ｈ，低于近１４年来的平均值。
（６）２０１２年年均风速为２．５ｍ／ｓ，是近１４年来最低的年均风速，风向以北风和偏北风为主。



鄱阳湖水质与底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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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２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摘　要　２０１２年在鄱阳湖区１３个采样点进行了水质和底质监测，分析得出了鄱阳湖区水温、ｐＨ
值、电导率、溶解氧、透明度、叶绿素ａ（Ｃｈｌａ），以及营养盐总氮（ＴＮ）、总磷（ＴＰ）等常规理化指标的含
量，同时对底质也进行了监测，分析了底质中有机质、总磷和总氮的含量及空间分布的差异。

关键词　鄱阳湖，水质，底质，监测

２０１２年，在鄱阳湖区及主要入湖河流的重点区域布设了水质监测点，开展了全年的连续监测以及
对鄱阳湖底质的监测。通过分析水环境质量、入湖污染物通量变化和受长江干流来水、湖泊上游来水
的影响程度，以及鄱阳湖底质情况，掌握鄱阳湖水环境时空变化、底质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为深入开展
水鸟、植物、底栖动物、鱼类等方面的监测和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图１　水质、底质监测采样点

一、研究方法

水质监测、底质监测由中国科学院鄱阳湖湖泊湿地
观测研究站开展。为较全面地监测鄱阳湖的水质和底
质状况，在鄱阳湖区及主要入湖河流的重点区域布设了

１３个采样点（图１），采取自动和人工监测、实验室分析
的方式，开展了鄱阳湖水质、底质的连续监测。水质监
测包括常规理化指标，如水温、ｐＨ值、电导率、溶解氧、
透明度、叶绿素ａ等，以及营养盐总氮（ＴＮ）、总磷
（ＴＰ）；底质监测指标包括有机质、总磷、总氮。监测时
间为１月、４月、７月和１０月，频率为每月１次。

二、结果与分析

（一）鄱阳湖水质监测结果

２０１２年鄱阳湖基本水质理化指标变化状况如图２所示。鄱阳湖全年水温波动范围为６．４～
３２℃。冬季溶解氧变化范围为１０．９～１６．３ｍｇ／Ｌ；春季溶解氧变化范围为７．１～８．７ｍｇ／Ｌ；夏季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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