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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ata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between 1960 and 2010 at two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Jiangzi and Langkazi in the Karuola glacier region, to preliminarily ana-
lyze the change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50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tem-
perature of the surface of the Karuola glacier is rising, and its temperature range is 0.28˚C/10a. 
The total precipitation in the region was basically unchanged, with a rise of 0.46 mm/10a. The 
changes in the precipitation of the two stations are different: Jiangzi showed a slight decrease 
trend of −6.4 mm/10a, and Langkazi showed an upward trend of 7.4 mm/10a. In terms of interlu-
nar changes in regional temperature, the hottest month is in June and the coldest is in January. 
The monthly precipitation change is between 0.4 and 101.7 mm; the maximum monthly rainfall is 
in August, and the minimum is in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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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卡若拉冰川区域江孜、浪卡子二个气象站1960~2010年气温与降水资料，对卡若拉冰川区域近

50a的气温、降水变化特征作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卡若拉冰川区域地表年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

势，其变温幅度为0.28˚C/10a；区域总降水量基本持平，升幅为0.46 mm/10a，但区域内江孜、浪卡子

二个站的降水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其中江孜略有减少趋势−6.4 mm/10a；浪卡子呈现出上升趋势为7.4 
mm/10a。从区域气温的月际变化来看，最热月都出现在6月，最冷出现在1月。降水量月际变化在

0.4~101.7 mm之间，最大月降水量出现在8月，最小值出现在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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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气候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区域性气候的变化引起了人们

的普遍关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西藏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气温明显升高，特别是冬季

增温最为明显；降水量变化区域性波动较大，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比较显著[1]-[11]。《西藏气候变化影

响评估报告》(2008 年)研究表明：西藏已经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明显影响，具体表现在：雪线上升，冰

川退缩；积雪融水加快，导致湖泊水面上涨；随着气温的升高，原来相同深度的冻土层，现在逐渐北移；

草场退化，荒漠化东进；病虫害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12] [13]。 
本文选取卡若拉冰川区域二个气象站 1960~2010 年近 50a 的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月降水量、

年降水量资料，对卡若拉冰川区域近 50a 的气候变化作了初步的分析[14]，以深入了解卡若拉冰川区域以

及所属二个气象站的气候变化规律，一方面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卡若拉冰川区域目前的气温、降水的变

化状况，另一方面能够对卡若拉冰川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准确、及时的气候咨询服务[15] [16]。 

2. 研究区域概况 

卡若拉冰川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江孜县交界处东经 90˚17'，北纬 28˚90'，距江孜县城约 71 km，

距浪卡子县城 20 多 km 的卡若拉山口侧，山口海拔高为 5036 m。是西藏三大大陆型冰川之一，是拉轨岗

日山脉冰川带中最大者，位于宁金岗桑峰南坡(海拔 7191 m)，为年楚河源头之一。卡若拉冰川风光为一

坡度较缓的冰帽，下部为两个呈悬冰川形式的冰舌。东冰舌长 3 km，宽 750 m，冰舌末端高 5233 m；西

冰舌长 4.5 km，宽 1.5 km，冰舌末端高 5145 m。整个冰川面积为 9.4 km2。 

3. 资料来源 

1) 选取江孜、浪卡子二个气象站 1960~2010 年近 50a 的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月降水量、年降

水量资料。 
2) 浪卡子站因建站时间为 1962 年，故 1960、1961 年两年的资料用近 30 年气候平均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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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年平均值采用 1981~2010 年近 30 年的气候平均值。 

4. 结果分析 

4.1. 气温 

4.1.1. 年平均气温 
从图 1 中可看出，卡若拉冰川区域历年地表年平均气温在 2.7˚C ~5.3˚C 之间，其中江孜历年地表年

平均气温在 3.9˚C~6.3˚C 之间；浪卡子历年地表年平均气温在 2.7˚C~5.3˚C 之间。分析近 50a 的变化趋势

表明(表略)，卡若拉冰川区域地表年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变温幅度为 0.28˚C/10a；区域内江孜升温

率为 0.27˚C/10a，浪卡子为 0.28˚C/10a。上述升温幅度表明近 50 年里卡若拉冰川区域的地表年平均气温

成整体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 0.28˚C/10a。 

4.1.2. 平均气温的月际变化特征 
从气温的月际变化来看(图 2)，冰川区域、江孜和浪卡子站的最热月都出现在 6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11.5˚C、12.9˚C和 10.0˚C；最冷月都出现在 1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4.1˚C、−3.9˚C和−4.3˚C。 
 

 
Figure 1. KaRe glacier area of nearly 1960~2010 the temperatur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图 1. 卡若拉冰川区域近 1960~2010 年气温变化特征 

 

 
Figure 2. KaRe pull glacier area internatio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uring 1960~2010 month 
图 2. 卡若拉冰川区域 1960~2010 年气温月际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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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降水 

4.2.1. 年降水量 
卡若拉冰川区域历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126.0~466.5 mm其中江孜在 131.0~498 mm；浪卡子 116.0~569.0 

mm，从表征历年降水变化趋势的气候倾向率来看(表略)，卡若拉冰川区域历年总降水量基本持平，升幅

为 0.46 mm/10a，区域内江孜、浪卡子二个站的降水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其中江孜略有减少趋势，其气候

倾向率为−6.4 mm/10a，浪卡子呈现出上升趋势，其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7.4 mm/10a (图 3)。 

4.2.2. 降水量的月际变化特征 
卡若拉冰川区域降水量的月季变化在 0.4~101.7 mm，最大月降水量出现在 8 月(或 7 月)，最小值出

现在 1 月(或 12 月)。江孜月降水量的最高峰值出现在 7 月(88.7 mm)，次峰值出现在 8 月(88.6 mm)，最小

值出现在 1 月(或 12 月)；浪卡子最高峰值出现在 8 月(114.8 mm)，次峰值出现在 7 月，最小值出现在 1
月(图 4)。 

5. 小结 

1) 卡若拉冰川区域地表年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变温幅度为 0.28˚C/10a；其中，江孜升温率

为 0.27˚C/10a，浪卡子 0.28˚C/10a。 
2) 卡若拉冰川区域历年总降水量基本持平，升幅为 0.46 mm/10a，区域内江孜、浪卡子二个站的降  
 

 
Figure 3. KaRe pull glacier area internatio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uring 1960~2010 month 
图 3. 卡若拉冰川区域 1960~2010 年气温月际变化特征 

 

 
Figure 4. KaRe glacier area during 1960~1960 precipitation on interstate variation charac-
teristics 
图 4. 卡若拉冰川区域 1960~2010 年降水量月际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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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其中江孜略有减少趋势，其气候倾向率为−6.4 mm/10a；浪卡子呈现出上升趋势，

其气候倾向率为 7.4 mm/10a。 
3) 从卡若拉冰川区域气温的月际变化来看，最热月都出现在 6 月，最冷出现在 1 月。 
4) 卡若拉冰川区域降水量月际变化在 0.4~101.7 mm 之间；最大月降水量出现在 8 月，最小值出现在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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