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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新疆阿图什市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日照、总云量、降水量等气象观测资料，采用气候趋

势分析、小波分析等方法，分析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阿图什市年日照时

数总体上呈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每１０年减少１４．９ｈ，其中冬季减少趋势最为显著，春、

夏、秋季变化趋势不显著。目前，年际尺度上处于日照偏少期。阿图什市年平均总云量呈增加

趋势。日照时数的减少与降水量的增加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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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图什市位于新疆西南部，天山南麓，塔里

木盆地西缘。处于西南天山与塔里木盆地的连接

部位，北部山区为西南天山的西坡，地势由北向

南倾斜，南部平原为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边缘，地

势平坦，海拔高度为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ｍ，属于暖温

带大陆性气候，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气候干

燥，光能资源丰富，日照长，水分蒸发量大。

近年来，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太阳辐射是地球上一切能量的主要来源，

也是地表辐射平衡和热量平衡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的变化对大气热力状况、生物生长以及人类活

动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太阳辐射变化的最直接

反映是日照时数的变化。由于日照受诸多要素的

影响，不同地区日照的变化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郭军等［１］对天津地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日照时数分

析发现，近４０年天津地区日照时数呈明显的下

降趋势。杜军等［２３］分析西藏拉萨近５０年日照时

数的变化趋势，认为拉萨年、季日照时数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王钊［４］分析了近６０年西

安日照时数的变化。王华［５］、王晓梅［６］、任

泉［７］、阿布都克日木等［８］分别分析了阿克苏、达

坂城、乌鲁木齐及喀什等地日照时数的变化，发

现阿克苏和达坂城日照呈增多趋势，乌鲁木齐和

喀什地区日照时数呈减少趋势 。而针对阿图什

地区的日照时数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文运用

气候诊断分析方法，对阿图什市近半个世纪日照

时数的年际和年代变化等进行分析，揭示其气候

变化的事实，给出日照时数变化特征，从而为太

阳能资源评估利用提供支撑。

１　资料和方法

选取阿图什市气象站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逐月日

照时数、降水量及总云量等气象观测资料，按

１２月至翌年２月为冬季，３—５月为春季，６—８

月为夏季，９—１１月为秋季生成气象要素的逐季

和年序列。使用的方法有气候趋势分析和小波变

换方法，气候趋势分析采用线性倾向分析和滑动

平均趋势分析［９１２］。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日照时数的变化特征

阿图什市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７３６ｈ。图１

３３　２０１４ （４）　　　　　　　　　　　　　　　　　　陕　西　气　象



是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日照时数变化趋势，从图可看

出，阿图什市年日照时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即气

候倾向率为平均每１０ａ减少１４．９ｈ （通过０．０５

的显著性检验），最高值出现在１９６３年，３０４５

ｈ，最低值出现在１９６２年，为２５０２ｈ。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年际变化
　

从表１可以看出，７月日照时数平均值最

　　

长，为 ３１０ｈ，２ 月平均日照时数 最 少，为

１５７ｈ。

表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各月平均日照时数 ｈ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月平均 １５９１５７１８９２１２２６３３０２３１０２８７２５７２４５１９８１５８

从日照时数的季节变化来看 （图２），冬季

平均日照时数为４７４ｈ，呈减少趋势，线性趋势

为每１０年减少１３．１ｈ （通过０．０１的显著性检

验），春、夏、秋季平均日照时数分别为６６３ｈ、

８９７ｈ、７０２ｈ，春季呈增多趋势，夏季和秋季呈

减少趋势，但是春季、夏季、秋季变化趋势均不

显著，都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５ａ滑动平均趋

势来看，目前春季和夏季日照时数处于振荡偏多

期，秋季和冬季处于偏少期。

加点线为日照时数，实直线为平均值，虚直线为线性趋势，实曲线为５ａ滑动平均

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季节变化
　

　　按年代际变化来看，除了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

代为正距平以外，其余均为负距平，其中７０年

代日照最为充足。冬季８０年代及２００１年 （含

２０１１年数据）后为负距平，其余为正距平；春

季除８０年代及２００１年后为正距平外，其余为负

距平；夏季除了８０、９０年代为正距平以外，其

余均为负距平；秋季除了７０、８０年代为正距平

以外，其余均为负距平。夏季日照时数最多，冬

季最少 （表２）。

２．２　日照时数变化的周期分析

图３是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

的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变换系数图。正值对应日照偏多

期，负值对应日照偏少期，小波系数为零对应着

突变点；小波系数绝对值越大，该时间尺度变化

越显著。可以看出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变化年际

尺度上为准６ａ的周期，年代际尺度上１９８５年

起准１０ａ的周期逐渐伸展到１２ａ，年际尺度上

日照正处于偏少期，年代际尺度上处于偏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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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年代

际距平及多年平均值 ｈ

年代 年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９．０ １３．９ －８．７ －１．０ －１３．２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５１．３ ２３．５ －６．７ －０．４ ３５．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２４．２ －６．８ １５．９ １０．９ ４．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８．９ １３．１ －１５．８ ２．２ －８．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５２．０－４３．４ １６．７ －３．１ －２２．３

５１ａ平均值 ２７３６ ４７４ ６６３ ８９７ ７０２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小波分析
　

２．３　日照时数的影响因子

日照时数的变化与许多因子有关。云量是决

定日照时数变化的重要因子之一。通过对阿图什

市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平均总云量的气候倾向率分析

（图４），近５１年以来阿图什市平均总云量表现

为增加的趋势，倾向率为每１０ａ增加０．１成

（通过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水平）。通常云量增加，

日照时数减少。近５０年来，阿图什市日照时数

与总云量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５６，通

过０．０１显著性检验，实际上，云量呈增加趋势，

日照时数呈减少趋势。因此，说明日照时数的减

少跟总云量有一定的关系。

降水量也是影响日照时数的重要因子之一。

通过阿图什市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降水量的变化趋势

来看 （图５），近５１年来，阿图什市年降水量呈

明显的增多趋势，倾向率为每１０ａ增加１０ｍｍ。

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为－０．２８８，通过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因此，

日照时数的减少与年降水量的增加有一定关系。

图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平均总云量的年际变化
　

图５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３　结论

通过对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的

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的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

（１）阿图什市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７３６ｈ，

季平均日照时数春、夏、秋、冬季分别为６６３

ｈ、８９７ｈ、７０２ｈ及４７４ｈ。７月平均日照时数最

多，为３１０ｈ，２月平均日照时数最少。

（２）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阿图什市日照时数呈

明显减少的趋势，倾向率为平均每１０ａ减少

１４．９ｈ，其中冬季、夏季、秋季呈减少趋势，但

夏、秋季减少趋势变化不显著，春季呈日照时数

增多趋势。从年代际变化来看，除了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为正距平以外，其余均为负距平，

其中７０年代日照最为充足。目前年际尺度上日

照正处于偏少期，年代际尺度上处于日照偏

多期。

（３）近５１年阿图什市总云量和年降水量为

增多趋势，日照时数与总云量和年降水量均呈显

著负相关，降水量的增多对日照时数减少影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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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现行气象行政执法体制

合法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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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行政法的合法、合理性原则，以及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对陕西省现行气象行政执

法体制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以期为改进气象行政执法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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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陕西省现行气象行政执法体制概况

１．１　气象行政执法依据

在气象行政执法依据方面，除了全国人大、

国务院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外，陕西省政府、省人

大常委会出台多项与 《气象法》配套的地方性法

规，如 《陕西省气象条例》、《陕西省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陕

西省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办法》。

１．２　气象行政执法主体

陕西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主要负责草拟本行

政区域的地方性气象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组织协

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行政执法工作，承担气象

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组织学习、宣传、普及气

象法律法规等。陕西省气象局下属１０个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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