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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水安全影响的评价 

气候变化是不争的科学事实 。根据观测资料 ，主要有 

十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温室气体如 CO 、CH ， 

自工业革命以来有明 的增长趋势 ，温室气体浓度 的增加 

改变了热量的平衡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全球变暖的重要 

原冈 。 

第二 ，全球气温变化。全球气候在过去百年经历了以 

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 。IPCC报告指出 1906— 

2005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74cc。美国最新监测表明． 

最近 10年是有温度记录以来最温暖的 10年。 

第三，中国气温变化。我 国的温度变化跟全球基本上 

趋势一致 ，但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过去百年约上升 

0．8℃，最近 50年的升率约为 0．22oC／10a，高于世界平均值 

四季均呈升温趋势，其中，冬季节升温 著，春夏季节存在 

局地降温情势。 

第四，中国降水变化。通过对 1980年前后降水量作 比 

较可以看 出，我国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较为明 

显，长江 中下游地区和西部内陆河有增加的趋势。 

第五 ，中国海平面变化 。过去百年海平 面全球平均每 

年上升 1～2 him。最新发布的((2009年中国海洋平面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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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 ，2009年 中国沿海海平 面处于 30年高 位 ，距常 年 

(1975--1993年 )均 值偏高 68 mill，比 2008年 』二升 8 mill。 

近 30年来 ．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J-升趋势 ，平均 上 

升速率为 2．6 mm]a。 

第六 ，台风变化。统计结果表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呈 

增加的趋势。 

第七 ．河川径流变化。通过对全国 19个重要水文站资 

料的分析可知，1980年以来，我国汀河径流总体上呈减少 

的趋势 ，北方河流径流以减少为主 ，其 中海河 、黄河 中下 

游 、辽河等减少比较明 。l甘他河流，呈现弱减少或弱增加 

趋势 。 

第八 ，干旱情况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十旱灾害 

面积逐步从北方 向华巾 、华南等地 扩展，干旱严重程度也 

不断增加 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进入 21世纪以来的平 

均受旱率 、平均成灾率和粮食减产率分别是原来的 2_3倍 、 

4．3倍和 2．6倍。 

第九，冰川雪盖变化 。冰川大范围缩小 ，雪盖面积下 

降，永久性冻土退化 。《中国冰川资源及其变化调查》项 目 

(2007年 )显示 ：与第一次冰川普 查(20世 纪 8O年代 )相 

比，冰川面积缩小 比例为 7．4％。20世纪 90年代与 60年代 

相比，青海高原多年冻土下界分布高度上升约 71111，季节 

性冻土厚度平均减小 19 Clqfl 

第十，湖泊萎缩 ，湿地退化。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全国 

有 142个 大于 10 km 的湖泊萎缩 ，总计面积减少 9 574 

km ，占萎缩前湖泊总面积的 12％，蓄水量减少 5l6亿 fll ， 

占湖泊总蓄水量的 6．5％。区域暖干化导致湿地资源减少 ， 

抗干扰能力减弱 ，生物多样性减少，濒危物种增加 ，自然退 

化加重。 

需要指H{的是 ，观测到的上述水文及环境变化现象是 

南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水利 ___r==程等引起的下垫面变化 )及 

社会经济发展等环境变化综合影响的结果。目前 ．这些影 

响要素的定量分析是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 

针对气候变化对水安全影响的几点认识 ： 

①大量的观测数据表明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全球变 

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气候系统的本身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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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变化外，人类活动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 

重要原因。 

②气候变化 已经对水利 、农业 、林业 、生态等 自然领域 

和社会经济发展多方面产生 了严重影响．未来可能进一步 

加剧。水是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未 

来的规划和管理均需适应当地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③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 、低污染 、低排放为基 础的 

经 济模式 ，是人类社 会继农业文 明 、工业文 明之后 的又 
一

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 、清洁能 

源开 发 、追求绿 色 GDP，核心是 能源技术和减 排技术创 

新 、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 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 

性转变。提出低碳经济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严 峻挑 战。发展低碳经济既是 目标 ，也是 

手段 ，对我国当前的节能减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水利 应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 ，在发展低碳 经济 中发挥作用 。一是水能资源 

的开发 。2010年我 国水 电装机可能 达到 2亿 kW，2010 

年“两会”代表建 议到 2020年水电装机达到 3．5亿 kW： 

二是“积极 发展核 电”，作为 中长期发展 规划 目标 。2020 

年可能达 7 000万～8 000万 kW，这都需要大量的水资源 

提供保障 ；三是加强水土保持 ，加强湖泊湿地的保 护 ，减 

少 CO，的影响 

④关于去冬今春北半球寒冷灭气。2009年 l2月 l9号 

美国东部普降暴雪 ，2009年 12月暴雪横扫了欧洲 。我国北 

方也遭遇了低温暴雪天气 ，北京 1月 5日最低温度零下 

15．5℃，新疆也遭遇严重的雪灾 ，环渤海湾遭遇了近 30年 

最严重的海冰灾害。不论是 自然波动，还是气候异常．可以 

认为本次严寒只是一个长期增温过程中小的插曲，是变暖 

大趋势上叠加的一个波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未发生 

改变。 

对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不确定性。目前最关心 

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未来如何变化和变多少 ，二是这种变 

化对我们 自然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三是如何适应和应 

对未来的变化。 

⑨关于 2010年西南大旱。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是有 

气象资料以来西南地区遭遇的最严重干旱。其特点是持续 

时问长，干旱面积大，影响程度重。直接原因是 自2009年 9 

月起 ，200多天降水少 ，整个西南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少了 

五成 以上，尤其是云南和贵州两省 ；此外，云南温度异常偏 

高 ，200多天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2~C．水分蒸发大． 

导致干旱严重。从气候的角度 ，降水的形成要有冷暖气团 

交汇 ，西南地 区的暖湿水汽是绕西藏高原南侧从印度洋输 

送过来的 ，而在过去 的 200多天里 ，这条输送带 比常年异 

常偏弱，水汽输送非常少；另外 ，从秋季到入冬以来整体冷 

空气活动偏北偏东 ，无法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 ．这是西南 

地 区降水偏少主要原因 

⑦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人人都应从我 

做起，建立节约型社会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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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减灾当前 比较紧迫的任务是要加大力度推 动抗 

旱立法 ．尽快制定全面 、科学的抗旱规划．提出抗旱工程总 

体布局 ，加强应急抗旱能力建设 ，建立抗旱体制 、机制和法制 

体系，加强相关基础工作等。 

我国干旱综合应对思路转变 

干旱综合应对从总体思路上面临三个转变。 

一 是从危机管理 向风险管理和常态管理相结合转变。 

把干旱应对纳入 日常水资源综合管理中，制定风险管理模 

式 ．规避干旱风险。二是从临时的应急管理 向长中短时段 

相结合的管理转变。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将干旱纳 

入到区域整体发展规划及水资源综合规划中，划定干旱风 

险区，并据此优化产业和水利工程布局，制定应急预案。三 

是从有限的目标管理向全过程的综合管理相结合转变。建 

立 “天地一体化”监测评估体 系，将旱情预警预报 、抗旱实 

时决策与旱情影响评估相结合。 

干旱综合应对能力建设和技术需求 

应科学核算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 ，优化产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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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节 水型社会 ：加强水资源保 护 ，实行最严 格的 

水资源管理 ；识 别干旱成因 ，划定十旱类型 ；结合区域供 

需水及其 变化特征 ，绘制 并及时修订 十旱 风险图 ：结合 

干旱风 险等级和各业用水 需求优化产业 布局和水利工 

程布局 

抗旱监测评估及预警预报的能力 

包括 天 地 一体 化监 测 与 多 源 数据 的快 速 同 化 能 

力 。旱 情及 其影 响客 观表征 与快 速评 估能 力 ，又准 又 

快 的 旱情预 警 预 报 及长 一 中一 短 期相 结 合 的干 旱 预 

报 。应 急 调 度 管 理 能 力 (1T程 措 施 +调 度 技 术 )。要 加 

强 基础设 施 建设 ．提 高抗 旱 的硬件 支 撑能 力 ，编制 应 

急 预案 ．加 强 应急 水 源建设 ，实 行多 水 源联 合 应急 调 

度 ，建立应 急 保 障机制 。综合 应对 的关键 支 撑技 术 。 

包 括基 于 风险 管理 模 式 的抗 旱规 划 技术 、基 于水循 

环 过程 及 干旱 监测 技 术 、基 于水 资 源供 需态 势 的 干 

旱评 价 技 术 、基于 遥感 和气一 陆 耦合 模 式 的干 旱 预 

警 预报 技术 、面 向干旱 的多水 源 综合 应 急调 度 管理 

技 术 及 面 向区 域协 调 发展 的 干旱 影 响实 时与 综 合评 

估 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