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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江西的母亲湖，每年冬季有包括白鹤、东方白鹳、小天鹅等数十万
只水鸟在此越冬栖息，是东亚最为重要的水鸟越冬地。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鄱阳湖的西北
部，赣江和修河的交汇处，地跨九江市的永修县和星子县、南昌市的新建县。保护区以永修县吴城镇
为中心，辖大湖池、沙湖、蚌湖、大汊湖等９个湖泊及其草洲，总面积为２２４ｋｍ２。根据《自然保护区类
型与级别划分原则》（ＧＢ／Ｔ　１４５２９—９３），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中“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主要保护对象为鄱阳湖内陆湿地生态系统和以白鹤等珍稀鸟类为代表的越
冬候鸟。保护区管理局现设有办公室、科研管理科、资源管护科、财务科、项目管理科、人事科、宣传教
育科和社区事务科共８个职能科室，以及大湖池、沙湖、大汊湖、吴城４个保护管理站和进贤、余干、鄱
阳、都昌、湖口、九江、星子７个保护监测站。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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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加强了
科研合作，在国务院三峡办的支持下，对鄱阳湖自然条件、植物、水生生物、鸟类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
的监测，获取了大量数据资料。本书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的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监测报告，
旨在为开展鄱阳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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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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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因子的实测与变化趋势

黄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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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鄱阳湖与赣江、修河入湖口的交汇处，处在鄱阳湖西北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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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区的湿地生态环境、鸟类迁徙路线和栖息地
有一定影响，所以保护区加强了对区内的气象监测。本文选择了对湿地环境与候鸟栖息造成重要
影响的气候因子，将２０１１年的实测数据和历年数据进行了分析，为保护区开展其他相应研究提供
气象依据。

一、研究方法

因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内无气象站，所以本文采用离保护区最近的九江市都昌县气象站（离吴城镇
直线距离约２０ｋｍ）的监测数据来加以分析。起止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共

３６５天。采用的气象因子包括气温、降雨量、蒸发量、湿度、日照、风向、风速。

二、研究结果

（一）２０１１年气象因子动态与分析

１．气温
因为都昌气象站收集气温数据是每天早上８时的数据，因此，气温数据的分析只是运用收集到的

每日早上８时的数据，并不能反映全天的气温变化。分析２０１１年气温月变化趋势（图１），与往年气温
月变化趋势大体一致，１月平均气温最低，７月平均气温最高。２０１１年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８℃，７月平
均气温为２９．２℃。２０１１年全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４℃，年内最高气温为３３．５℃，出现在７月２５日；年内
最低气温为－０．７℃，出现在１月１９日。

２．降雨量

２０１１年降雨主要集中在５—８月，占全年降雨总量的７１％。２０１１年全年降雨总量为１　０１９．４ｍｍ，其
中６月份降雨３７３．５ｍｍ（图２）。

２０１１年鄱阳湖区域降雨量≥０．１ｍｍ的降雨天数为１４６天（表１）。其中降雨量≥５０ｍｍ的暴雨
天数为３天，分别为５月２２日降雨量９３．６ｍｍ、６月６日降雨量５３．８ｍｍ、６月１５日降雨量８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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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年气温月变化

图２　２０１１年降雨总量月变化

表１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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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１０　 １３　 １６　 １２　 ２３　 １１　 １５　 ７　 １１　 ７　 ７　 １４６

３．蒸发量
由于气温升高，降雨减少，２０１１年７月的蒸发量最大，蒸发总量为２１１ｍｍ，蒸发量最小的为１月，

蒸发总量为５５．９ｍｍ（图３）。２０１１年蒸发总量为１　４８５．１ｍｍ。

４．湿度

２０１１年湿度平均值最大的为６月，湿度为８２％；最小的为１２月，湿度为６０％（图４）。２０１１年湿
度年平均值为７０％，２０１１年湿度在８０％～９０％范围的天数为６４天，在９０％～１００％范围的天数为

１１天。

５．日照

２０１１年日照总量为２　０１６．８ｈ。２０１１年日照总数最大为７月，共日照２３１．５ｈ；最小为６月，共日
照９１．２ｈ（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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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１年蒸发量总量月变化

图４　２０１１年湿度月变化

图５　２０１１年日照总量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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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风向与风速

２０１１年年均风速为２．６ｍ／ｓ。２０１１年风速平均值最大为９月，为３．１ｍ／ｓ；最小为６月，为２．１ｍ／ｓ
（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１年风速平均值月变化

鄱阳湖区域风速较大，风向以北风和偏北风为主，２０１１年偏北风约占总风向比的６４．６５％（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１年风向百分比

风向 Ｅ　 ＥＮＥ　 ＥＳＥ　 Ｎ　 ＮＥ　 ＮＮＥ　 ＮＮＷ　 ＮＷ

总和 １　 ６　 ６　 ３１　 ６６　 １３９　 １　 １

百分比（％） ０．２７　 １．６４　 １．６４　 ８．４９　 １８．０８　 ３８．０８　 ０．２７　 ０．２７

风向 Ｓ　 ＳＥ　 ＳＳＥ　 ＳＳＷ　 ＳＷ　 Ｗ　 ＷＮＷ　 ＷＳＷ

总和 １６　 １６　 ４０　 １４　 ２０　 ４　 ０　 ４

百分比（％） ４．３８　 ４．３８　 １０．９６　 ３．８４　 ５．４８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注：Ｅ为正东，Ｓ为正南，Ｗ 为正西，Ｎ为正北。

（二）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气象因子变化趋势分析

１．气温

２０１１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４℃，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年平均气温１７．９℃低０．５℃，在近１３年中处于最
低值（图７）。

图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气温年度平均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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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气温的变化，发现相同月气温的平均值２０１１年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平均值普遍要低，仅在４月、５月、１１月时的平均值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高，２０１１年１月
的平均气温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１月平均气温低３．２℃，４月平均气温相差最大，２０１１年４月比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年４月平均气温要高出４．８℃（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气温变化对比

２．降雨量

２０１１年降雨总量１　０１９．４ｍｍ，在近１３年来年降雨总量中处于偏低值，仅比２００７年年降雨总量
高（图９）。

图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降雨总量变化

对比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降雨总量的变化，发现２０１１年月降雨总量在６月、８月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同期降雨总量均值基本持平，而其他月份２０１１年月降雨总量都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
月降雨总量均值要少。基本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同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多年均值相比降雨量偏少（图１０）。

２０１１年年降雨天数在近１３年来偏多，共降雨１４６天，仅比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０年降雨天数少，与２０００
年降雨天数持平（图１１）。虽然２０１１年降雨天数偏多，但降雨量偏少，因此２０１１年也基本属于枯
水年。

其中降雨量≥５０ｍｍ的暴雨天数为３天，而此前１２年的年平均暴雨天数为６天，其中２０１０年暴
雨天数最多为１２天（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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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１年月降雨量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月降雨量多年均值对比

图１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降雨天数

图１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暴雨天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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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蒸发量

２０１１年年蒸发总量为１　４８５ｍｍ，在近１３年来处于偏高值，仅比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年蒸发总量低
（图１３）。

图１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蒸发总量变化

对比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蒸发总量的平均值，发现１—５月、１１—１２月期间，２０１１年
月蒸发总量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月蒸发总量多年平均值要高，只在６—１０月要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多年平
均值低（图１４），７月蒸发量最大，与往年一致。１—５月、１１—１２月月蒸发总量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降雨
量明显偏少，６—１０月月蒸发总量偏低是由气温、风速和降雨量等因素综合所致。

图１４　２０１１年月蒸发总量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蒸发总量对比

４．湿度

２０１１年湿度平均值为７０％，在近１３年里处于最低值（图１５）。湿度偏低与２０１１年的降雨量明显
偏少有关（图９），而气温也是影响湿度的因素之一，２０１１年年平均气温为近１３年里最低（图７），这两
方面主要因素导致湿度偏低。

对比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湿度平均值，发现都在６月降雨量达到最大时湿度最大，冬
季降雨量少时湿度偏低。２０１１年湿度变化趋势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比存在一定差异，２０１１年１—３
月、５—７月以及１１—１２月湿度变化幅度较大（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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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湿度年际变化

图１６　２０１１年（ｂ）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ａ）相同月湿度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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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湿度在８０％～９０％范围的天数为６４天，在９０％～１００％范围的天数为１１天，而近１２年
来湿度范围在８０％～９０％最多的天数出现在１９９９年有１４８天，最少的天数出现在２０１１年只有６４
天。湿度范围在９０％～１００％的最多天数出现在２００２年有８４天，最少的天数出现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
年，仅１１天（图１７）。

图１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湿度８０％～９０％和９０％～１００％天数

５．日照

２０１１年日照总数为２　０１６．８ｈ，日照总数仅比２００９年少，在近１３年里处于偏高值（图１８）。

图１８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日照总数变化

对日照的季节分配进行分析，在晴热的夏季，尤以７月最多，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７月日照总数平均达

２４９ｈ，１月日照最低，仅８９．８ｈ（图１９）。２０１１年月日照总数普遍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日照平均总
数高，只在６月、７月、９月、１２月偏低。

６．风速与风向

２０１１年年均风速为２．６ｍ／ｓ，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的年平均风速相同，都是近１３
年来最低的年均风速（图２０）。

对比２０１１年月风速平均值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风速平均值，发现２０１１年风速平均值普遍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风速平均值低，只在５月高出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风速的平均值。近１３年相
同月风速平均值均在９月最大，在６月最小（图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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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２０１１年日照总数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日照平均总数对比

图２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年平均风速变化

图２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风速与２０１１年月平均风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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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分析

本文利用收集到的２０１１年鄱阳湖都昌地区的气象数据，将降雨量、温度、蒸发量、湿度、日照、风
向与风速等气象因子的近１３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对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各气象因子的平均
数据与２０１１年各气象因子的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１）２０１１年鄱阳湖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４℃，是近１３年来的最低年平均气温，因此可以看出，２０１１
年鄱阳湖气温整体较低。

（２）２０１１年降雨天数偏多，降雨总量偏少。２０１１年降雨主要集中在５—８月，占全年降雨总量的

７１％，年降雨总量仅为１　０１９．４ｍｍ，在近１３年中属于偏低值。２０１０年降雨充沛，全年共降雨３　６７２．３ｍｍ，
其中仅６月的降雨量就达到２　０１８ｍｍ，是鄱阳湖近１２年来比较罕见的高降雨量。差距如此巨大的降
雨量也必定会对鄱阳湖的其他自然环境以及候鸟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３）２０１１年年蒸发总量在近１３年来处于偏高值，主要是受降雨量偏少、日照总数偏高等因素的
影响。

（４）２０１１年湿度平均值是近１３年来的最低值，湿度偏低是受降雨量和气温的影响，２０１１年降雨
量和气温偏低，湿度也会随之降低。

（５）２０１１年年日照总数也处于近１３年来的偏高值，１３年来整体日照总数呈上升趋势。
（６）２０１１年年均风速为２．６ｍ／ｓ，风速偏低，风向以偏北风为主。



鄱阳湖水质监测

陈宇炜　张　路　王晓龙　孙占东　徐力刚
（中国科学院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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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分析水环境质量、入湖污染物通量变化及受长江干流来水、湖泊上游来水的影响程度，掌握鄱阳湖
水环境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演变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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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方法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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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总氮（ＤＴＮ）、溶解性总磷（ＤＴＰ）。监
测时间为１月、４月、７月和１０月，频率为每月１次。

图１　水质监测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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