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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ＳＰＩ和ＳＰＥＩ的云南省干旱特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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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干旱是一个缓慢发展持续时间长的极端气候事件，而气候变化对干旱的影响尤为显著，评估气候变化对云南

省干旱特征的影响尤为重要。使用多时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ＳＰＩ）和标准降水蒸散指数（ＳＰＥＩ）分析了云南省

的干旱状况，运用非超越概率和游程理论分别分析了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季节性变化和研究区域内的干旱特征。结果表

明：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冬季 ＳＰＥ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为５２％，但在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增加到１８４％；ＳＰＥＩ（６）小于

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从 ４４％增加到 ２１４％，ＳＰＥＩ（２４）从 ７０％增加到 ２５７％。表明由于气候变化，未来有可

能发生严重干旱，且中长期干旱比短期干旱更严重。气候变化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的冬季和夏季造

成严重干旱，且中长期干旱严重程度在整个冬季和夏季尤为明显。将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时间序列应用于游程理论，发

现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ＳＰＥＩ（１）的干旱烈度为２８３，到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达到６０９，表明气候变化使未来干旱加剧。本研究

结果对云南省干旱预测、评估及其风险管理和应用决策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同时可为未来旱作农业生态管理提

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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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干旱是一个缓慢发展且持续时间长的极端气候

事件，目前预测的可能性较低。在不断变化的气候

中，干旱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云南省是中国和世界

少有的“气候王国”，形成云南省干旱灾害的主要原

因是季风气候的影响
［１］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

大背景下，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形使得云南省气

候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存在特殊性，表现出气温升高、

降雨日数减少、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气候响应
［２］
，

而干旱尤为突出。特别是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云南
省出现史无前例的连年干旱，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

和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研究干旱的发生

规律和变化特征，对于云南省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

灾减灾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彭贵芬等

［４］
分析

了云南地区干旱气候特征，认为云南地区春末夏初

最易发生干旱，且干旱持续时间和强度均呈加重趋

势。由于干旱成因复杂，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目前普

遍使用干旱指数来描述干旱现象
［５］
。其中，常用于

干旱预测、预报的干旱指数有 ＰＡＬＭＥＲ［６］提出的帕
尔默干旱强度指数，ＭＣＫＥＥ等［７］

提出的标准化降

水指数（ＳＰＩ），曹永强等［８］
、李树岩等

［９］
和张调风

等
［１０］
提 出 的 综 合 气 象 干 旱 指 数 （ＣＩ），以 及

ＶＩＣＥＮＴＥＳＥＲＲＡＮＯ等［１１］
提出的标准化降水蒸发

指数（ＳＰＥＩ）等。目前干旱指数研究基本集中在利
用历史气象资料进行预报、预测，如赵平伟等

［１２］
基

于 ＳＰＥＩ和 ＳＰＩ指数对滇西南地区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的
气象数据进行季节连旱分析，黄中艳等

［１３］
基于若干

干旱指标对云南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进行农业干旱监
测评估适用性分析，张雷等

［３］
基于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气

象资料对云南省的干旱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其中，

也有利用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５阶段（ＣＭＩＰ５）
全球气候模式输出的气象数据对干旱变化的模拟分

析，如 ＷＡＮＧ等［１４］
基于 ＣＭＩＰ５模式对西南地区进

行干旱评估，张冰等
［１５］
利用 ＣＭＩＰ５输出的未来气

象数据对中国地区干旱变化模拟能力评估。少有研

究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上公布的
ＣＭＩＰ５模式输出的未来气象预测数据［１６］

结合 ＳＰＩ
和 ＳＰＥＩ指数进行系统研究。

考虑代表性浓度路径（ＲＣＰｓ）情景，使用一般循
环模型（ＧＣＭ）模拟未来气候数据，在最近研究中得
到大量应用。ＲＣＰｓ可分为 ＲＣＰ８５（高排放）、ＲＣＰ
６０（中高排放）、ＲＣＰ４５（中低排放）和 ＲＣＰ２６
（低排放），这些数字（单位：Ｗ／ｍ２）表示到 ２１００年
辐射强迫的水平。其中 ＲＣＰ４５是由美国太平洋
西北国家实验室开发，发现 ２１００年后，辐射强迫开

始稳定，与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相一致，比较符合未

来较低的能源强度、减少农田和草地使用、严格的气

候政策、稳定的甲烷排放，以及符合在 ２０４０年预期
排放量下降之前 ＣＯ２排放量略有增加

［１７］
。ＩＰＣＣ公

布的一般循环模型（ＧＣＭ）下包括多个气候模型，其
中张武龙等

［１８］
研究了在 ＲＣＰ４５情景下各模型

（ＣＭＩＰ５模式）对我国西南地区干湿季降水的模拟
和预估，发现无论是在干季或湿季，其中 ＨａｄＧＥＭ２
ＥＳ模型下对西南地区降水的模拟效果较优。

本研究将运用 ＧＣＭ中 ＨａｄＧＥＭ２ ＥＳ模型在
中等代表性浓度路径（ＲＣＰ４５）情景下输出的
２０１１—２１００年气象数据（即 ＣＭＩＰ５模式输出的未来
气象数据），结合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指数评估未来气候变
化对云南省短期和中长期干旱的影响。计算多个时

间尺度（１、３、６、１２、２４个月）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分析季
节性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统计值，利用条件概率分析 ＳＰＩ
和 ＳＰＥＩ之间的关系，运用非超越概率分析季节性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以及应用游程理论分析研究区域内的
干旱烈度、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以评估未来气候变

化对云南省干旱特征的影响，旨在为云南省未来干

旱演变预测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云南省（２０°８′３２″～２９°１５′８″Ｎ，９７°３１′３９″～

１０６°１１′４７″Ｅ）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一个高原山区
省份，北回归线横贯南部，属低纬度的内陆地区。全

省总面积３９４×１０５ｋｍ２，占全国陆地面积的４１％。
云南省气候基本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立体气候

特点显著，类型众多、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干湿季节

分明。各地年平均降水量５６０～２３００ｍｍ，年平均气
温６９～２７１℃，湿季在 ５—１０月，降水量约占全年
８５％，干季在 １１月—次年 ４月，降水量约占全年
１５％。其中，云南省气象站点分布及干旱预测选取
气象站点（根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云南卷）

［１］
中

的轻旱灾区、中等旱灾区和重旱灾区３个干旱灾区，
其中轻旱灾区主要有潞西、临沧、思茅和景洪，中等

旱灾区主要有昆明、玉溪、曲靖、文山和保山，重旱灾

区主要有蒙自、楚雄、丽江、昭通和中甸）。由于部

分站点历史气象数据有所缺失，因此本研究对每个

干旱灾区选取两个气象站点进行数据处理，以代表

云南省分析其干旱特征，选取气象站点空间分布见

图１，选取气象站点信息见表１。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有气象站数据与 ＧＣＭ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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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云南省内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 １　气象站点信息

Ｔａｂ．１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气象站点 编号 经度／（°） 纬度／（°） 高程／ｍ

楚雄站 ５６７６８ １０１５５ ２５０３ １８２４１

昆明站 ５６７７８ １０２６８ ２５０２ １８９２４

临沧站 ５６９５１ １０００８ ２３８８ １５０２４

蒙自站 ５６９８５ １０３３８ ２３３８ １３００７

思茅站 ５６９６４ １００９７ ２２７８ １３０２１

玉溪站 ５６８７５ １０２５５ ２４３３ １７１６９

　　实测气象站数据。选取了研究区内６个气象站
点（楚雄、昆明、临沧、蒙自、思茅和玉溪站）１９６１—
２０１０年的逐日气象观测数据，数据由中国气象资料
共享服务网提供。

ＧＣＭ数据。来源于 ＰＣＭＤＩ提供的 ＩＰＣＣＡＲ５
（ＣＭＩＰ５）中 ＨａｄＧＥＭ２ ＥＳ模型 ＲＣＰ４５情景下输
出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１００年逐月平均降水
数据和气温数据，将数据统一双线性插值至对应站

点输出气象数据，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修正，得到各

站点修正后的气象数据，修正公式
［１９］
为

Ｘ^′０＝μ０＋
σ０
σｍ
（Ｘ′ｍ－μｍ） （１）

式中　Ｘ^′０———模拟数据修正值
μ０———观测数据均值
μｍ———模拟数据均值
σ０———观测数据标准差
σｍ———模拟数据标准差
Ｘ′ｍ———模拟数据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ＳＰＩ指数计算方法

ＳＰＩ指数是 ＭＣＫＥＥ等［７］
在评估美国科罗拉多

州干旱状况时提出的，是表征某时段降水量出现概

率的指标之一。假定降水量变化服从 Ｇａｍｍａ分布，

在计算出某一时段的 Γ分布概率后，进行正态标准
化处理，最终以标准化降水累积频率分布来划分干

旱等级
［２０］
，可对不同时段内降水量缺乏程度进行定

量化表征。ＳＰＩ指数的构建过程如下：
假定某一时段降水量为 ｘ，其 Γ分布的概率密

度函数为

ｆ（ｘ）＝ １
βγΓ（ｘ）

ｘγ－１ｅ－ｘ／β　（ｘ＞０） （２）

式中　β———尺度参数　　γ———形状参数
其中 β和 γ可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求得，即

γ^＝
１＋ １＋４Ｃ
槡 ３
４Ｃ

（３）

β^＝ｘ
γ^

（４）

其中 Ｃ＝ｌｇｘ－１
ｎ∑

ｎ

ｉ＝１
ｌｇｘｉ （５）

式中　ｘｉ———降水资料样本
ｘ———降水量气候平均值
ｎ———计算序列长度

确定相关参数后，对于某一年降水量 ｘ０，可以
求出随机变量 ｘ小于 ｘ０事件的概率

Ｆ（ｘ＜ｘ０）＝∫
∞

０
ｆ（ｘ）ｄｘ （６）

Ｆ（ｘ＝０）＝ｍ／ｎ′ （７）
式中　ｍ———降水量为０的样本

ｎ′———总样本数
对 Γ分布概率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式（６）和

式（７）求得概率值代入标准化正态分布函数中，可得

Ｆ（ｘ＜ｘ０）＝
１
２槡π
∫
∞

０
ｅ－ｚ２／２ｄｘ （８）

将式（８）近似求解得

ＳＰＩ＝Ｓ
ｔ－（ｃ２ｔ＋ｃ１）ｔ＋ｃ０

［（ｄ３ｔ＋ｄ２）ｔ＋ｄ１］ｔ＋１
（９）

其中 ｔ＝ ｌｎ１
Ｆ槡 ２ （１０）

式中　Ｆ———与 Γ函数相关的降水分布概率
Ｓ———概率密度正负系数
ｃ０、ｃ１、ｃ２、ｄ１、ｄ２、ｄ３———分布函数转换为累积

频率简化近似求解公

式的计算参数

ＳＰＩ———ＳＰＩ指数
当 Ｆ＞０５时，Ｓ＝１；Ｆ≤０５时，Ｓ＝－１。ｃ０＝

２５１５５１７、ｃ１ ＝０８０２８５３、ｃ２ ＝００１０３２８、ｄ１ ＝
１４３２７８８、ｄ２＝０１８９２６９、ｄ３＝０００１３０８。
１３２　ＳＰＥＩ指数计算方法

ＳＰＥＩ指数是 ＶＩＣＥＮＴＥＳＥＲＲＡＮＯ等［１１，２１］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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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方法，在 ＳＰＩ的基础上，以简单水循环为支
撑，考虑蒸散发对水分通量的影响。ＳＰＥＩ计算原理
是用水分亏缺量（月降水量与月潜在蒸散发量之

差）取代 ＳＰＩ计算中的月降水量［２２］
，且 ＳＰＥＩ基于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布的频率值。ＳＰＥＩ指数计算方法为
Ｄｉ＝Ｐｉ－ＰＥＴｉ （１１）

其中 ＰＥＴｉ＝１６ (Ｋ １０Ｔ)Ｉ
λ

（１２）

Ｉ＝∑
１２

ｉ＝
(

１

Ｔｉ)５
１５１４

（１３）

Ｋ＝Ｎ
１２
ＮＤＭ
３０

（１４）

λ＝６７５×１０－７Ｉ３－７７１×１０－５Ｉ２＋
１７９×１０－２Ｉ＋０４９２ （１５）

式中　Ｐｉ———月降水量，ｍｍ
Ｄｉ———月水分亏缺量，ｍｍ
ｉ———月数　　Ｋ———修正系数
ＰＥＴｉ———月潜在蒸散发量，ｍｍ
Ｔ———月平均气温，℃
Ｉ———年热量指数　　λ———常数
Ｎ———最大日照时数，ｈ
ＮＤＭ———一个月的天数，ｄ

根据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概率分布函数计算水分亏缺量
的概率分布

　 ｆ（ｘ）＝β(α ｘ－γ)α

β [－１ (１＋ ｘ－γ)α ]β －２

（１６）

其中 β＝
２ω１－ω０

６ω１－ω０－６ω２
（１７）

α＝
（ω０－２ω１）β

(Γ １＋１ )β (Γ １－１ )β
（１８）

γ＝ω０－ (αΓ １＋１ )β (Γ １－１ )β （１９）

ωｓ＝
１
ｎ∑

ｎ

ｉ＝
(

１
１－ｌ－０３５)ｎ

ｓ

Ｘｌ　（ｓ＝０，１，２）

（２０）
式中　α———位置参数

ω０、ω１、ω２———概率权重
Ｘｌ———累计水分亏缺量，ｌ取１，２，…，ｎ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概率分布函数为

Ｆ（ｘ） [ (＝ １＋ α
ｘ－ )γ ]β －１

（２１）

对 Ｆ（ｘ）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令 ｆ＝１－
Ｆ（ｘ），则

　ＳＰＥＩ＝

Ｗ－
ｃ０＋ｃ１Ｗ＋ｃ２Ｗ

２

１＋ｄ１Ｗ＋ｄ２Ｗ
２＋ｄ３Ｗ

３ （ｆ≤０５）

ｃ０＋ｃ１Ｗ＋ｃ２Ｗ
２

１＋ｄ１Ｗ＋ｄ２Ｗ
２＋ｄ３Ｗ

３－Ｗ （ｆ＞０５











 ）

（２２）

其中 Ｗ＝
－２ｌｎ槡 ｆ （ｆ≤０５）

－２ｌｎ（１－ｆ槡 ） （ｆ＞０５{ ）

式中　ＳＰＥＩ———ＳＰＥＩ指数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具有多时间尺度的特征，计算 １、３、

６、１２、２４个月５个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值和 ＳＰＥＩ值，分
别用 ＳＰＩ（１）、ＳＰＩ（３）、ＳＰＩ（６）、ＳＰＩ（１２）、ＳＰＩ（２４）、
ＳＰＥＩ（１）、ＳＰＥＩ（３）、ＳＰＥＩ（６）、ＳＰＥＩ（１２）和 ＳＰＥＩ（２４）
表示。

根据中国气象局制定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干旱等级
划分标准

［２３］
，将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划分为 ５个等级，分别

为无旱、轻微干旱、中等干旱、严重干旱和极端干旱，

见表２。

表 ２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干旱等级划分

Ｔａｂ．２　Ｄｒｏｕｇｈｔｇｒａ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

等级 类型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

０ 无旱 ＞－０５

１ 轻微干旱 －１０～－０５

２ 中等干旱 －１５～－１０

３ 严重干旱 －２０～－１５

４ 极端干旱 ≤ －２０

１３３　游程理论
干旱特征包括各种干旱条件，如持续时间，烈度

和强度。ＹＥＶＪＥＶＩＣＨ［２４］提出运用游程理论来表征
干旱特征，游程理论是指持续出现的同类事件，在其

前和其后为另外的事件
［２５］
，本研究基于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

指数运用游程理论分析干旱特征。

对于给定阈值运用游程理论来表征干旱特征

（＋Ｒ和 －Ｒ代表干旱指标值），见图 ２。游程被定

图 ２　给定阈值游程理论的干旱特征

Ｆｉｇ．２　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ｕｓｉｎｇｒｕ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

ａｇｉｖｅ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ｌｅｖｅｌ

义为干旱变量时间序列中的一部分，其中所有的值

均低于或高于所选择的阈值，也称为负或正游

程
［２６］
。不同阈值的干旱历时、干旱烈度和干旱强度

的各种统计指标能较好地描述干旱特征。干旱历时

是指干旱过程从开始至结束所持续的时间，可用年、

月、周或者其他时间段进行表示，且在此期间干旱指

标值均低于临界水平
［１７］
；干旱烈度是指干旱过程中

干旱指标值与干旱阈值之差的累积和；干旱强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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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干旱指标值低于阈值水平的均值，其值等于干旱

烈度除以干旱历时。本研究使用 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和游程理论估算干旱历时、干旱烈度
和干旱强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计算

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的观测气象数据和基于 ＲＣＰ
４５情景下２０１１—２１００年的模拟气象数据，计算得
到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多时间尺度的序列值变化（图３）。不
同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随时间变化的敏感性
明显不同，时间尺度越小，干湿变化越显著。反之，

时间尺度越大则干湿交替越平缓。相比于 ２０１１年
以后，２０１１年以前多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值不断减小；
然而，ＳＰＥＩ的最小值却在很远的未来。在同样气候
条件下，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结果却产生了差异。因此，需
要分析这种差异来源，以便处理未来干旱状况。本

研究运用条件概率来分析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条件概率是
指给定事件 Ａ在另一个事件 Ｂ已经发生条件下的
发生概率，表示为 Ｐ（Ａ｜Ｂ）。

由于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气象数据采用历史数据，
２０１０年以后采用模拟数据，为更好研究历史数据与
模拟数据对干旱特征影响的状况，本研究将 １９６１—
２１００年共１４０ａ分为 ４个时段（每个时段为 ３５ａ），
并对各时段的 １、３、６、１２、２４个月 ５个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进行条件概率计算，见表 ３。将 －１０
作为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干旱条件的阈值。因此，假定干旱
事件（Ａ和 Ｂ）的概率为 ＳＰＩ（小于等于 －１０）和
ＳＰＥＩ（小于等于 －１０），同时计算了在 ＳＰＥＩ（小于等
于 －１０）（或 ＳＰＩ）已经发生条件下 ＳＰＩ（小于等于
　　

－１０）（或ＳＰＥＩ）的条件概率，分析气候变化对 ＳＰＩ
和 ＳＰＥＩ的影响。

图 ３　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不同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１００
　

表 ３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条件概率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

条件概率 Ｐ（Ａ｜Ｂ） Ｐ（Ｂ｜Ａ）

延迟时间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０８９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９６ ０９８ ０８７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８３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７５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７９ ０８６ ０７９ ０９０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５３ ０８１ ０８３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０３０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４５ ０５２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注：Ａ代表 ＳＰ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干旱事件，Ｂ代表 ＳＰＥ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干旱事件。

　　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ＳＰＥ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条
件下，ＳＰ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的概率为 Ｐ（Ａ｜Ｂ）＝
０８９；在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ＳＰ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条
件下，ＳＰＥ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的概率为 Ｐ（Ｂ｜Ａ）＝
０８７。表明在 ＳＰＥＩ确定干旱的条件下，ＳＰＩ的结果
与 ＳＰＥＩ确定的结果相差较小。同理，在 ＳＰＩ确定干

旱的条件下，ＳＰＥＩ的结果与 ＳＰＩ确定的结果也相差
较小。表明在相同历史时期，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能相互确
定对方的干旱情况。但在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
２０６５年、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１个月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条件概率却发生了变化，Ｐ（Ａ｜Ｂ）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变小，而 Ｐ（Ｂ｜Ａ）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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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大，即从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时间段后，ＳＰＥＩ可以检
测出在同一时期内 ＳＰＩ确定的干旱状况。１个月时
间尺度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在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的 Ｐ（Ａ｜Ｂ）为
０４４，在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降到了 ０３０。而 Ｐ（Ｂ｜Ａ）在
未来却正好相反，对于 １个月时间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Ｐ（Ｂ｜Ａ）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增加到了 ０９７，表
明未来的气候变化使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关系颠倒。
２２　季节性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短、中期干旱分析

上述将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整个时期分为 ４个时段，
对应的时间段为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对每个时段内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按月份进行处理，各个月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
值为时段内该月多年平均值（图 ４和图 ５）。对于
ＳＰＩ（１）在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除了１、３、５、７月，其他月份
的 ＳＰＩ均大于０，但在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从６月到１０月
有较明显的减小。表明在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由于气候
的变化，月降水量在减少，每年从 ６月到 １０月期间
的干 旱 情 况变得更严 峻。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和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时段相比，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的 ＳＰＩ（１）
从６月到１０月减小更加显著，但在１月到５月期间
及１１月和 １２月，ＳＰＩ（１）均大于 ０。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
年，从５月开始减小，持续到 １０月停止，其中 ７月、
８月和９月干旱情况非常明显，而其他月份 ＳＰＩ（１）
均大于 ０，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年均 ＳＰＩ（１）为 ００３，相比
于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的 ００９，小了 ００６，表明 ２０６６—
２１００年出现干旱次数比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多。根据
ＳＰＩ（１）、ＳＰＩ（３）和 ＳＰＩ（６）的结果表明，在 ２０３１—
２０６５年和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干湿季分明，干季集中在
１—５月及１１月和 １２月，干季集中在 ６—１０月。在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年均 ＳＰＩ（３）为 ０１１，ＳＰＩ（３）最小值
出现在８月（－０７６）；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年均ＳＰＩ（３）
为 －００１，ＳＰＩ（３）最小值出现在 １０月（－０７８）。此
外，在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年均 ＳＰＩ（６）减小到 ００９，在
１月和９—１２月各月值均小于 ０，最小值出现在 １１
月（－０７５）；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年均ＳＰＩ（６）为－０１１，ＳＰＩ（６）
为负值主要出现在 １月和 ７—１２月，相比 ２０３１—
２０６５年的 ９—１２月提前了两个月。表明与短期干
旱相比，气候变化对中期干旱影响更显著。

ＳＰＥＩ与 ＳＰＩ在各个时段内所反映的值有所不
同。从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时段到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时段年
均 ＳＰＥＩ（１）明显减小，如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平均
ＳＰＥＩ（１）为 ０２２，到了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１１月平均
ＳＰＥＩ（１）减小到 －０３１。减小趋势最大出现在晚秋
和冬季。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对秋冬季作物会有一

定的影响。此外，ＳＰＥＩ（１）减小最大出现在 ２０６６—
２１００年７—１２月，表明在未来几乎整个夏、秋和初

图 ４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Ｉ各时段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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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ＥＩ各时段均值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ｎＳＰＥ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ｅｒｉｏｄ
　
冬季干旱均较为严重。对于 ＳＰＥＩ（３）和 ＳＰＥＩ（６）的
中期干旱，表明平均 ＳＰＥＩ减小趋势较 ＳＰＥＩ（１）更明
显，如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ＳＰＥＩ（１）的年均值为 －０１６，
而 ＳＰＥＩ（３）和 ＳＰＥＩ（６）在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年均值分别
为－０１９和－０２１。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平均 ＳＰＥＩ（６）减小
到 －０６５，是 ＳＰＥＩ（１）、ＳＰＥＩ（３）和 ＳＰＥＩ（６）中最小
的，且 最 小 的 ＳＰＩ值 和 ＳＰＥＩ值 均 出 现 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秋季。两个干旱指数表明，在未来中
期干旱情况比短期干旱情况更加严重。

２３　季节性 ＳＰＩ与 ＳＰＥＩ的非超越概率分析
计算各季节的 ＳＰＩ、ＳＰＥＩ和 １、３、６、１２、２４个月

的 ＳＰＩ与 ＳＰＥＩ累积值，由此计算各季节干旱指数小
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见表 ４。当 ＳＰＩ小于等

１４２第 １２期　　　　　　　　　　刘小刚 等：基于 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云南省干旱特征评估



于 －１０时，在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冬季 ＳＰＩ（１）的非超越
概率为 ７１％，ＳＰＩ（６）非超越概率减小到 ３４％，而
ＳＰＩ（１２）和 ＳＰＩ（２４）分别增加到 ８３％和 ７５％；除
了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夏季外，ＳＰＩ（６）小于等于 －１０的
非超越概率均小于 ＳＰ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
越概率。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夏季的 ＳＰＩ（３）小于等于
－１０非超越概率为 ９５％，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增加至
１３８％，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１１４％）稍 有 减 少。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秋季 ＳＰＩ（６）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
超越 概 率 为 ５７％，至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 增 大 到
１５７％，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较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则下降了

０５个百分点。对于长期干旱指数 ＳＰＩ（１２）和
ＳＰＩ（２４），１９６１年至 ２０３０年间各季节干旱情况在
增加，１９９６年到 ２０６５年间各季节的非超越概率均
减小，至 ２１００年各季节 ＳＰＩ（１２）小于等于 －１０
与 ＳＰＩ（２４）小于等于 －１０均在增加。结果表明，
气候变化在夏、秋和冬季 ３个季节对中长期干旱
的影响大于对短期干旱的影响；而在春季，除了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其 他 年 份 的 ＳＰＩ（６）小 于 等 于
－１０的非超 越概率 均小 于 ＳＰＩ（１）小 于 等 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意味着气候变化使春季短期
干旱的影响较中长期干旱更显著。

表 ４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

Ｔａｂ．４　Ｎｏｎｅｘｃｅｅｄａｎｃ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ｂｅｌｏｗ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ｔｏ－１０ ％

时期 季节
ＳＰＩ小于等于－１０ ＳＰＥＩ小于等于－１０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春季（３—５月） ８６ ８６ ６９ ７４ ７６ ９０ ７６ ５４ ７４ ６６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夏季（６—８月） ８６ ９５ １０５ ８３ ６６ ８１ ８６ ８６ ６９ ５６

秋季（９—１１月） ７６ ７１ ５７ ９３ ８１ ８６ ６７ ５７ ７４ ６１

冬季（１２—次年２月） ７１ ７３ ３４ ８３ ７５ ５２ ６３ ４４ ６３ ７０

春季（３—５月） ２９ ３８ ３３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４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０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夏季（６—８月） ９０ １０５ ８６ １３８ １１９ ８１ １１４ １４３ １２９ １２９

秋季（９—１１月） ６２ ９０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２９ ７６ ６７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８

冬季（１２—次年２月） ４８ ３９ ６８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０７ ６３ １４１ １２６

春季（３—５月） １０ ０ ０ １０５ ５７ ６２ ８１ １０５ １１９ ８１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
夏季（６—８月） １６７ １３８ ７１ １１０ ５２ １６７ １６２ １１９ １５２ ７１

秋季（９—１１月） ３８ １００ １５７ １１４ ７１ ７６ １０５ １５７ １４３ ７１

冬季（１２—次年２月） ０ ０ ７８ １０５ ７３ １４３ １０７ １３１ １１９ ７３

春季（３—５月） ３３ ０５ ０ １１４ １４３ １４８ １７１ ２１０ ２３３ ２５２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夏季（６—８月） １２９ １１４ ７６ １１９ １４８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９５ ２４３ ２４８

秋季（９—１１月） ２４ １１９ １５２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２４ １９０ １９０ ２４８ ２４３

冬季（１２—次年２月） ０ ０ ８７ １０２ １１７ １８４ １９９ ２１４ ２６２ ２５７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冬季，ＳＰＥＩ（６）
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从 ４４％增加到
２１４％，而 ＳＰＩ仅增加到 ８７％。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春季，ＳＰＥＩ（１）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为
９０％，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以后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小再
增加的过程，至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时段达到 １４８％。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夏季，ＳＰＥＩ（１）小于
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分别为 ８１％和 １５２％。
夏季的 ＳＰＥＩ（１）和ＳＰＥＩ（６）的非超越概率与ＳＰＩ（１）
和 ＳＰＩ（６）的具有一定差异，ＳＰＥＩ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有更小的非超越概率，ＳＰＩ则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达到
最小值。当 ＳＰＥＩ（１２）和 ＳＰＥＩ（２４）小于等于 －１０，
１９７８—２０８３年的非超越概率变化趋势为先增大后
减小再增大的过程。ＳＰＥ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最大非

超越概率为 ２６２％（ＳＰＥＩ（１２），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冬
季），比 ＳＰＥＩ（１）和 ＳＰＥＩ（６）都大。表明气候变化在
１９７８—２０８３年冬季和夏季造成严重干旱，且中长期
干旱严重程度在整个冬季和夏季尤为明显。

２４　游程理论干旱特征分析
在气候变化情况下，运用游程理论分析多时间

尺度的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干 旱烈 度、历时 和强度
（表５）。干旱特征阈值选用 ＳＰＩ等于 －１０和 ＳＰＥＩ
等于 －１０（据表 ２确定）。随着气候变化 ＳＰＩ（１）、
ＳＰＩ（３）和 ＳＰＩ（６）的干旱烈度在 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逐渐
减小，而 ＳＰＥＩ（１）、ＳＰＥＩ（３）和 ＳＰＥＩ（６）的干旱烈度
却在增加；对于 ＳＰＩ（１２）和 ＳＰＩ（２４）的干旱烈度随时
间变化趋势为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ＳＰＥＩ（１２）干旱
烈度随时间变化趋势为逐渐增大，而 ＳＰＥＩ（２４）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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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烈 度 随 时 间 变 化 为 先 增 大 后 减 小 再 增 大。

ＳＰＩ（６）的干旱烈度均大于 ＳＰＩ（１）的干旱烈度，
ＳＰＩ（１２）的干旱烈度除了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外均大于
ＳＰＩ（６）的；ＳＰＥＩ（６）干旱烈度在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大于 ＳＰＩ（１）的干旱烈度，其余均小于
ＳＰＩ（１）的，ＳＰＥＩ（１２）的干旱烈度除了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
年外均大于 ＳＰＥＩ（６）的干旱烈度。ＳＰＩ表明 １个月
干旱烈度的表现基本优于其他月份的干旱烈度，

ＳＰＥＩ则是３个月干旱烈度的表现基本优于其他月
份的干旱烈度。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ＳＰＥＩ（１）的干旱
烈度约为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干旱烈度的 ２１５倍，而
ＳＰＥＩ（２４）的干旱烈度约为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干旱烈度
的４９１倍。因此在未来气候变化会造成更严重和
更频繁的干旱状况。ＳＰＩ干旱强度基本在减小，而

ＳＰＥＩ干旱强度基本在增大。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ＳＰＩ（１）
小于等于 －１０的干旱历时为 ６７月，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
年减小至 ３９月，而 ＳＰＩ（６）小于等于 －１０和
ＳＰＩ（２４）小于等于 －１０的结果却恰好相反，ＳＰＩ（６）
干旱历时从５５月增加到６６月，ＳＰＩ（２４）干旱历时从
５９月增加到了 １０９月，而各个时间尺度 ＳＰＥＩ小于
等于 －１０干 旱 历 时 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时 段 至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时段逐渐增加。结果表明，中长期干旱
特征比短期干旱特征更显著，但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得到的结
果在某些方面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影响干旱特征本

身的气象因素较多，ＳＰＩ仅考虑了降水来确定干旱状
况，而ＳＰＥＩ考虑了降水和气温因素来确定干旱状况，
其结果精确性较 ＳＰＩ更高，且气候变化是多气象因素
的变化，因此导致ＳＰＩ与ＳＰＥＩ输出的结果出现差异。

表 ５　多时间尺度 ＳＰＩ与 ＳＰＥＩ的干旱烈度、历时和强度

Ｔａｂ．５　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

干旱

指数
时期

干旱烈度 干旱历时／月 干旱强度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３２９ ４０８ ３５０ ２５３ ２６４ ６７ ６８ ５５ ６８ ５９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３７ ０４５

ＳＰＩ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２００ ２１４ ３１８ ４４３ ５３５ ４８ ５７ ６３ １００ ９７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５１ ０４４ ０５５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 １０７ １３１ １９４ ３２７ １４９ ４５ ５０ ６４ ９１ ５３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２８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７８ １１５ ２１１ ３３６ ３８９ ３９ ５０ ６６ ９３ １０９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３６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２８３ ３０７ ２５４ １７１ １５４ ６５ ６１ ５０ ５７ ５０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３０ ０３１

ＳＰＥＩ
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 ３０２ ３２９ ３４８ ３６４ ４０６ ７７ ８４ ９０ １０５ １０７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５ ０３８

２０３１—２０６５年 ３３１ ２７５ ３０２ ３８１ １７３ ９４ ９５ １０７ １１３ ６４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２７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 ６０９ ２４４ ６１２ ６６５ ７５６ １２７ １４９ １６９ ２０６ ２０９ ０４８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３６

　　基于干旱烈度、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对云南省
干旱特征分析，再结合上述结果可知 ＳＰＥＩ更具代表
性，ＳＰＥＩ表明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云
南省干旱状况在逐渐增加，且未来气候变化将导致

更加严重的干旱。其中，短期干旱对于气候变化更

加敏感。与干旱强度相比，ＳＰＥＩ（１２）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
年的干旱强度与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的仅相差 ００２，
ＳＰＩ（１２）之间仅相差 ００１，再综合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干旱
强度数据表明，中长期干旱与短期干旱均受气候变

化影响。

３　讨论

气候变化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未来干旱的因素。

因作物易受到干旱的影响，干旱特征变化可能是灾

难性的。由于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可消除降水的时空差异，
对干旱变化反应敏感，能很好地反映不同区域和时

段的干旱状况
［２７］
。因此，本研究用标准化降水指数

（ＳＰＩ）和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ＳＰＥＩ）进行分析。目
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历史气象数据利用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等干旱指数进行干旱评估及预测，也有部分研

究是基于 ＣＭＩＰ５模式输出的降水和气温数据对未
来干旱评估及预测，其中少有研究将 ＣＭＩＰ５模式输
出的未来气象预测数据结合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指数进行
系统研究。本研究利用 ＣＭＩＰ５模式输出的未来气
象数据计算多个时间尺度的ＳＰＩ和ＳＰＥＩ。分析季节
性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统计值，运用条件概率分析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之间的关系和非超越概率分析季节性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并运用游程理论分析研究区域内的干旱烈度、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以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云南

省干旱特征的影响。

经 ＳＰＩ指数的非超越概率分析，夏季、秋季和冬
季的中长期干旱将比气候变化导致的短期干旱更严

重，春季期间的中长期干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要小

于短期干旱；经 ＳＰＥＩ非超越概率分析，气候变化可
能导致从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夏季和冬
季出现严重干旱，１９９６—２０３０年所有时期的春季和
冬季的中期严重干旱可能会恶化，这与赵平伟等

［１２］

研究的 ＳＰＥＩ及 ＳＰＩ指数在滇西南地区干旱演变中
的时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采用游程理论分析干旱

特征，由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时段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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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气候变化，ＳＰＩ表明 １个月的干旱烈度基本优
于其他月份的干旱烈度；ＳＰＥＩ则是 ３个月的干旱烈
度基本优于其他月份的干旱烈度，ＳＰＥＩ（２４）的干旱
烈度约为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干旱烈度的 ４９１倍，长期
干旱严重程度在加剧，气候变化引起更严重、更频繁

和更长持续时间的干旱。

云南省干湿变化表现为５ａ左右的振荡周期，且
未来几年云南省地区仍表现为干周期

［３］
，并有长达

４—６月的跨季节性严重持续干旱［１３］
。在全球变暖

背景下，云南省雨季有气候变干的趋势，干季多区域

呈干旱略加强趋势
［２８］
，本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引起严

重和长历时的干旱，这与左冬冬等
［２９］
运用游程理论

分析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数据干旱特征变化趋势的结

果基本一致。云南省干旱灾害出现频繁、持续时间

长，其分布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干旱出现的时段主要

出现在冬、春及初夏季，严重时则会出现冬春初夏连

旱，而近年来秋季干旱呈频发之势
［３０］
，这是由于当

每年１０月以后干季到来时，中纬度的西风带天气系
统逐渐南伸扩展，青藏高原南部的南支西风气流建

立并开始影响与控制云南省上空，强劲的西风气流

切断了南部水汽的来源，形成了少雨、干旱的大气环

流背景
［１，３０－３５］

，与上述季节性干旱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结果对云南省干旱预测、评估及其风险

管理和应用决策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可为未来旱

作农业生态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但由于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仅是气象干旱指标，研究区域的 ＳＰＩ和ＳＰＥＩ值
是各气象站点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值的平均，可能会降低气
象站点之间的空间差异性，同时未来气象数据也是

由模型模拟得到，致使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误差，因

此用它们评估及预测干旱可能发生时间和严重程度

上存在一定差距，故需要考虑空间的差异性和提高

未来气象数据模型模拟精度以进一步对干旱事件提

供更加精确的预测，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４　结论

（１）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指数表明，未来云南省中期干
旱状况将比短期干旱更加严重。根据 ＳＰ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夏季、秋季和冬季的中长期干
旱将比气候变化导致的短期干旱更严重。但春季期

间的中长期干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要小于短期干

旱；根据 ＳＰＥＩ小于等于 －１０的非超越概率，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时段冬季 ＳＰＥＩ（１）的非超越概率为
５２％，但在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时段增加到 １８４％；
ＳＰＥＩ（６）的非超越概率从 ４４％增加到 ２１４％，
ＳＰＥＩ（２４）的从７０％增加到２５７％。这说明由于气
候变化，未来有可能发生严重干旱，且中长期干旱比

短期干旱更严重。结合夏季 ＳＰＥＩ的非超越概率分
析可 知，气 候 变 化 可 能 导 致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 和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夏季和冬季出现严重干旱。

（２）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时段 ＳＰＥＩ（２４）的干旱烈度
约为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时段干旱烈度的 ４９１倍，长期
干旱严重程度在加剧。此外，气候变化除了引起更

严重和更频繁的干旱外，还将带来更长历时的干旱。

ＳＰＩ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的干旱比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预测
的要多，而 ＳＰＥＩ（１）在 １９６１—１９９５年的干旱烈度为
２８３，到 ２０６６—２１００年达到 ６０９，表明气候变化使
未来干旱加剧。ＳＰＥＩ综合考虑了气温和降水因素，
其预测干旱状况更精确；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结果表明，短
期干旱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而短期和中期干旱的

强度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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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Ｏ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ａｎｘｉａ，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Ｉ
ｉｎｄｅｘ［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４（２）：２６５－２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李树岩，刘荣花，师丽魁，等．基于 ＣＩ指数的河南省近 ４０ａ干旱特征分析［Ｊ］．干旱气象，２００９，２７（２）：９７－１０２．
ＬＩＳｈｕｙａｎ，ＬＩＵＲｏｎｇｈｕａ，ＳＨＩＬｉｋｕａ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Ｈｅｎａｎｉｎｒｅｓｅｎｔ４０ｙｅａ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７（２）：９７－１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张调风，张勃，王小敏，等．基于综合气象干旱指数（ＣＩ）的干旱时空动态格局分析：以甘肃省黄土高原区为例［Ｊ］．生态
环境学报，２０１２，２１（１）：１３－２０．
ＺＨＡＮＧＤ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ｒｅｃｅｎ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
２１（１）：１３－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ＶＩＣＥＮＴＥＳＥＲＲＡＮＯＳＭ，ＢＥＧＵＥＲ?ＡＳ，Ｌ?ＰＥＺＭＯＲＥＮＯＪＩ．Ａ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０，２３（７）：１６９６－１７１８．

１２　赵平伟，郭萍，李立印，等．ＳＰＥＩ及 ＳＰＩ指数在滇西南地区干旱演变中的对比分析［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
２６（１）：１４２－１４９．
ＺＨＡＯＰｉｎｇｗｅ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ＬＩＬｉｙｉ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ＥＩａｎｄＳＰＩｉｎｄｅｘ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ａｒｅａ［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７，２６（１）：１４２－１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黄中艳，钟楚，张明达，等．若干干旱指标在云南大旱年农业干旱监测评估中的适用性分析［Ｊ］．中国农业气象，２０１３，
３４（２）：２２１－２２８．
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ｕ，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２）：２２１－２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ＷＡＮＧＬｉｎ，ＣＨＥＮＷｅｎ，ＺＨＯＵＷｅ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ＭＩＰ５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３１（５）：１０３５－１０５０．

１５　张冰，巩远发，徐影，等．ＣＭＩＰ５全球气候模式对中国地区干旱变化模拟能力评估［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４，３２（５）：６９４－７００．
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ｇ，ＧＯＮＧＹｕａｎｆａ，Ｘ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ｒｏｍＣＭＩＰ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２（５）：６９４－７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ＣＨＵＲＣＨＪ，ＣＬＡＲＫＰ，ＣＡＺＥＮＡＶＥＡ，ｅｔ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
ｔｏ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８（２）：９５－１２３．

１７　ＬＥＥＳＨ，ＹＯＯＳＨ，ＣＨＯＩＪＹ，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Ｈｗａｎｇｈａｅ
ｐ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ｕ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１９８１—２１００［Ｊ］．Ｗａｔｅｒ，２０１７，５７９（９）：１－１９．

１８　张武龙，张井勇，范广洲．ＣＭＩＰ５模式对我国西南地区干湿季降水的模拟和预估［Ｊ］．大气科学，２０１５，３９（３）：５５９－５７０．
ＺＨＡＮＧＷｕ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ｏｎｇ，ＦＡ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ｓｅａｓｏ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ｉｎｇＣＭＩＰ５ｍｏｄｅ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３９（３）：５５９－５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ＨＯＣＫ，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ＤＢ，ＣＯＬＬＩＮＳＭ，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９３（１）：２１－２６．

２０　李思诺，翁白莎，严登明，等．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在阿克苏河流域的适用性分析［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０１－１０７．
ＬＩＳｉｎｕｏ，ＷＥ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ＹＡＮＤｅ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ｉｎＡｋｓｕ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０１－１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ＶＩＣＥＮＴＥＳＥＲＲＡＮＯＳＭ，ＢＥＧＵＥＲ?ＡＳ，Ｌ?ＰＥＺＭＯＲＥＮＯＪＩ，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０５°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１９０１—２００６）ｏｆａ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ｌｍ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１（４）：１０３３－１０４３．

２２　李洁，莫淑红，沈冰，等．基于 ＳＰＥＩ的渭河流域干旱特征分析［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１）：７０－７６．
ＬＩＪｉｅ，ＭＯＳｈｕ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Ｅ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２（１）：７０－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ＧＢ／Ｔ２０４８１—２０１７气象干旱等级［Ｓ］．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４　ＹＥＶＪＥＶＩＣＨＶＭ．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Ｍ］．Ｄｅｎｖ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７．

２５　袁超．渭河流域主要河流水文干旱特性研究［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０８．
２６　ＭＩＳＨＲＡＡＫ，ＳＩＮＧＨＶＰ．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９１（１）：２０２－２１６．
２７　赵兴凯，李增尧，朱清科．基于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陕北黄土区土壤水分对气候特征的响应［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８）：１５５－１６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８２０＆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８．０２０．
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ｋａｉ，ＬＩＺｅｎｇｙａｏ，ＺＨＵＱｉｎｇｋ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ＩａｎｄＳＰＥＩｉｎｌｏｅ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８）：１５５－１６３．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２９９页）

５４２第 １２期　　　　　　　　　　刘小刚 等：基于 １９６１—２１００年 ＳＰＩ和 ＳＰＥＩ的云南省干旱特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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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２第 １２期　　　　　　　　　　张大龙 等：基于 ＣＯ２传输阻力解析的土壤水分调控番茄光合生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