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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湿地保护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着
一湖清水的鄱阳湖，以其特殊的地位备受关注：它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重要的国际湿地，每年
都有大量的越冬候鸟来此栖息越冬，湿地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人们对鄱阳湖进行研究
和了解的热情日益高涨，迫切需要对鄱阳湖的水文、植被、鸟类等信息有全面了解，但相关的报道和深
入的研究较少见诸报端、杂志。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多年来一直立足湖区基层，默默工
作，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科研监测和湿地候鸟保护工作，为研究鄱阳湖积累了大量珍贵数据资料。

为了将这些宝贵成果与国内外公众及科学家们共享，同时也是为了更好总结，提高今后监测水
平，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联合国际鹤类基金会（ＩＣＦ）、复旦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合作，并将
成果整理编印成《江西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自然资源２０１０年监测年报》。本书分自然条件、植物、水
生生物、鸟类、社会调查五个部分。全书引用了大量监测数据，覆盖面广，内容简洁，并力求科学准确，
其中既有保护区一线科研人员十余年的辛苦汗水结晶，也有大量科研院校师生们科学严谨的研究与
分析。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保护区定期监测、ＩＣＦ合作项目和专项调查的结果。

在此，要特别感谢为本书的整理、修改、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陈家宽教授和给予本书大力支持的
国际鹤类基金会、南方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同时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帮助和配合的相
关人员。

最后，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大家科学准确地理解鄱阳湖有所帮助，能够对鄱阳湖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有所裨益。同时，呼吁大家都来为保护母亲湖———鄱阳湖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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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因子的实测与变化趋势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

黄元政　詹慧英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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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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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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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然保护区加强了对区内气象监测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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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２０１０年的实测数据与历年进行了对比分析，为自然保护区开展其他相应
研究提供气象依据。

一、研究方法

因自然保护区内无气象站，所以本文采用离自然保护区最近的九江市都昌气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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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共４５５天，
并与前１１年的数据进行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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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间气象因子动态与分析

１．气温

２０１０年月气温变化趋势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月气温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可能已经出现上升趋势：
冬季１月平均气温最低，２０１０年１月平均气温为５．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１月平均气温为５．０℃（图１）；

７、８月平均气温最高，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７月平均气温最高为２９．７℃，２０１０年平均气温最高值为８月，为

３０．０℃（图２），２０１１年１月平均气温最低，为１．８℃。

２．降雨量

２０１０年降雨主要集中在３—７月，全年降雨量为３　６７２．３ｍｍ，其中６月份降雨２　０１８ｍｍ，为近

１２年来月降雨总量的最大值（图３）。



２　　　　 ◇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自然资源２０１０年监测年报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气温的月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气温月变化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降雨总量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降雨主要集中在３—８月，其中６月平均降雨平均总量最大，为

３７０．６７ｍｍ（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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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相同月平均降雨总量

３．蒸发量
由于气温升高、降雨减少的影响，７、８月份的蒸发量增多。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蒸发量最大

的为２０１０年８月，蒸发总量为２２４．２ｍｍ，蒸发量最小的为２０１０年１月，蒸发总量为４１．１ｍｍ（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蒸发量月总量变化

４．湿度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湿度月变化平均值最大的为２０１０年９月，湿度为８３％；最小为２０１１
年１月和３月，湿度为６４％（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湿度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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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照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日照总量最大为２０１０年８月，共日照２８３．７ｈ；最小为２０１０年１月，共
日照７４．２ｈ（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日照月总量变化

６．风向风速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风速平均值最大为２０１０年８月，为５．１ｍ／ｓ；最小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为

２．０３ｍ／ｓ（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风速月平均值变化

（二）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气象因子变化趋势分析
１．气温

２０１０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７℃，比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年平均气温１７．９℃低０．２℃，在近１２年中处于中
等偏低值，为除去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的最低值。

２０１０年最高气温为３３．６℃，出现在８月４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内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４．９℃，出现在

２００３年的８月２日，近几年的极端最高气温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图９）。

２０１０年最低气温为－０．５℃，出现在１月６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内极端低气温为－２．４℃，出现在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图１０）。

２．降雨量

２０１０年降雨总量为３　６７２．３ｍｍ，为近１２年来年降雨总量的最大值。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年平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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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相同月气温变化（左）与２０１０年月气温变化（右）对比

图１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气温年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雨总量１　４２１．１ｍｍ的２倍多，比１９９９年最大值１　９９３ｍｍ还高出１　６７９．３ｍｍ（图１１）。

图１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降雨总量

鄱阳湖区域虽然雨量充沛，但时间分配不均匀，降水主要集中在４—６月份（图１２）。而２０１０年６
月降雨量特别大，共降雨２　０１８ｍｍ，与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６月降雨总量２　４３０ｍｍ仅相差４１２ｍｍ。

２０１０年鄱阳湖区域降雨量充沛，１２年来共降雨１　５９３天，其中降雨量≥０．１ｍｍ的降雨天数为

１４９天，降雨主要集中在２—６月，平均每月降雨１４～１６天（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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