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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极端最高气温的考察研究

叶春华１　吕建周１　林之光２

（１．新疆吐鲁番地区气象局，吐鲁番，８３８０００；２．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提　要：根据在吐鲁番盆地组织的对比观测，得出了我国两个极端最高气温新极值，

和吐鲁番盆地底部３个与最高气温有关的结论。两个新极值是，２００８年８月３日艾

丁湖底出现了我国最新的极端最高气温纪录：４９．７℃；艾丁湖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

５１℃左右的更高记录。三点结论是，（１）艾丁湖底夏季气温日较差可高达２４℃左右，

比我国东部地区大得多；（２）吐鲁番盆地底部最高气温的垂直温差梯度１．７～１．９℃／

１００ｍ，比东部地区夏季月平均最高气温梯度０．７～０．８℃／１００ｍ要大得多；（３）吐鲁

番盆地底部日最高气温出现时间（地方时１６—１７时）比东部地区（地方时１４—１５时）

要晚１～２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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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７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组

织“勇闯天涯、探索极限”科学考察活动。本

文作者林之光作为该活动专家组成员，提出

到吐鲁番盆地艾丁湖底组织对比观测，研究

探索我国新“热极”（极端最高气温）。

因为，目前我国气象部门的极端最高气

温纪录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例如吐鲁番

气象站４７．７℃，托克逊气象站４８．０℃，东坎

气象站４８．３℃。但是根据气温随海拔的降

低而升高的规律，我国极端最高气温应该出

现在吐鲁番盆地底部即艾丁湖的湖底，海拔

－１５４．３１ｍ（国家测绘局今年９月２８日公

布）的地方。因此，如果能组织盆地３站和艾

丁湖（今夏基本干涸）底进行气温对比观测，

便可以确定我国极端最高气温真正出现地点

及其大体数值。为了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得

出结论的可靠性，考察队把对比观测任务委

托给吐鲁番地区气象局，按照气象观测规范

要求进行气象要素的观测，并由吐鲁番地区

气象局业务技术人员及本文作者叶春华和吕

建周负责数据采集、订正和校对。

本研究报告主要指出艾丁湖底两个气温

的新极值和盆地中与最高气温有关的３点可

能规律。

１　我国极端最高气温新纪录：４９．７℃

本次对比观测（均统一使用百叶箱水银

温度表）共进行了４天，即７月２３日和８月

１、２、３日。每日进行北京时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时５次（其中７月２３日为３次，即１５、１６、１７

时）气温和日最高气温观测。其中８月３日

吐鲁番盆地出现了近些年来少见的高温天

气，艾丁湖底出现了４９．７℃高温。该记录由

叶春华亲自值守，并照下了当时水银温度表

的刻度。这个纪录，打破了吐鲁番盆地所有

气象站历史上的最高纪录，甚至也打破了吐

鲁番民航机场（已撤消）气象台４９．６℃（１９７５

年７月１３日）的纪录。当然，关于４９．６℃这

个记录我们一致认为不可靠。因为它的第一

批观测员虽然是由吐鲁番气象局负责培训

的，但因为它不属气象部门管理，因此它后来

的观测质量、仪器校准和维修等情况，气象部

门一概不了解，以致它的极端最高气温记录

比海拔高度相近的其他３站偏高达约２℃之

多（表１）。

需要提到的是，４９．６℃这个记录曾在作

者之一林之光的多部著作（例见参考文献）和

许多篇文章中引用，并通过专著的中国台湾

的繁体字版以及美国的英文版流传国外，影

响较广。因此本人愿意借此机会正式声明予

以否定和撤消。

表１　吐鲁番等４站两个高温日中的最高气温（℃）

站名 海拔高度／ｍ 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５日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３日

民航机场 －４０．０ ４８．９ ４９．６

吐鲁番 ３４．５ ４６．８ ４７．４

托克逊 １．０ ４３．６ ４８．０

东坎 －４８．７ ４６．７ ４７．１

２　艾丁湖已出现过５１℃左右高温

本次对比观测得出的主要数据（仅列出

日最高气温）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从４天对比的平均看，最高

气温确实随海拔降低而规律性地升高，艾丁

湖底测站比吐鲁番气象站平均高出３．２℃。

因此，当历史上吐鲁番气象站两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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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７℃时，艾丁湖底实际上已经出现过

５０．９℃左右（如果按表２中最大温差３．６℃

计算，则是５１．３℃）的高温纪录了。从托克

逊站也可得出同样结果，因为托克逊站极端

最高气温４８．０℃加上它和艾丁湖底温差

２．９℃，也是５０．９℃。

表２　吐鲁番等４站４天最高气温（℃）对比观测结果

站名
海拔

高度／ｍ
７月２３日 ８月１日 ８月２日 ８月３日

４天

平均

吐鲁番 ３４．５ ４０．９ ４２．９ ４４．７ ４６．７ ４３．８

托克逊 １．０ ４１．３ ４２．８ ４６．４ ４５．９ ４４．１

东坎 －４８．７ ４２．４ ４３．８ ４６．４ ４７．６ ４５．１

艾丁湖底 －１５０．０ ４４．５ ４５．５ ４８．２ ４９．７ ４７．０

艾吐温差 ３．６ ２．６ ３．５ ３．０ ３．２

　　至于吐鲁番盆地４天中吐鲁番站和湖底

温差出现２．６～３．６℃变化的原因，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这主要和两站环境条件的差异有

关，例如两地地面状况的不同（干湿程度，有

无植被，地面粗糙度等）；和当时气象条件的

不同（例如风速大小，天空状况等）。但具体

到本次对比观测而言，因为两地距离不过

３０ｋｍ，又都是干燥晴朗天气，因此我们认为

主要还是风速的影响。因为有风时不仅使空

气发生上下对流，把高空较凉的空气带下来

直接降低气温，而且同时也降低地面温度，它

们都会影响最高气温的升高。例如这次对比

观测中，当艾丁湖底出现４９．７℃高温时，正

好有１～２ｍ·ｓ
－１的小风，否则最高气温还能

升得再高一点。再如表１中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５

日吐鲁番盆地高温日中，托克逊气象站最高

气温与拔海相近的吐鲁番和东坎两站相比偏

低３℃以上，这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托克逊站

风速较大（１４时，北风，６ｍ·ｓ－１；２０时，西北

风，８ｍ·ｓ－１）的缘故。此外，表２中海拔较

低的托克逊站８月１日和３日气温反比吐鲁

番偏低，大体也是这种情况。由于两地风速

情况一般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温差出现一

定范围变化也就是必然的。

３　有关最高气温变化的三点规律

在吐鲁番盆地，与极端最高气温有关的

还有３个重要事实，其中后两个事实可能是

过去专著和论文中未提及的。

３１　艾丁湖底气温日较差巨大

这次对比观测中，我们还同时观测了两

天（８月２日和３日）日最低气温。结果发

现，湖底最低气温分别为２３．６℃和２６．４℃，

比吐鲁番分别偏低２．４℃和２．７℃，因此这两

天湖底气温日较差分别高达 ２４．６℃ 和

２３．３℃，比吐鲁番分别偏高达５．８℃和５．９℃

之多。虽然盆底气温日较差大于坡上是普遍

规律，但在正常天气中日较差能大到２４℃左

右，在我国低海拔地区还是很罕见的。考虑

到春秋季中气温日较差可比夏季再高２℃左

右，因此艾丁湖底春秋季日最高气温可升到

３０℃以上，最低气温可以降低到４℃以下。

所以，如果那里有居民的话，就可以真实体验

到“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极端气候了。

３２　盆底最高气温垂直梯度远大于东部山

区

　　我国东部山区夏季月平均最高气温平均

每上升百米降低０．７～０．８℃左右。但是，在

吐鲁番盆地中这两天却大得多，例如吐鲁番

气象站和艾丁湖底测站高差只有１８４．５ｍ，如

果按 ０．８℃／１００ｍ 计 算，温 差 最 多 只 有

１．５℃，但现在平均温差却达到３．２℃（梯度

１．７℃／１００ｍ）之多。而且从表中还可看出，

盆地最底部，东坎和艾丁湖底间的温度垂直

梯度比吐鲁番艾丁湖底间还要更大（１．９℃／

１００ｍ）。

这里垂直温差比东部山区大，且越到盆

底垂直梯度越大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和盆

地地形和干旱气候有关。因为盆地地形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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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阳光热量不易散发，因此盆底气温不仅因

海拔降低而升高，还因为地形使热量不易散

发而升高。这两种原因造成的升高都在盆底

达到最大，因此使盆底特别炎热，气温垂直梯

度最大。气候干旱则水分蒸发耗热少，热量

可以全力用来升温，使温差达到最大。

３３　艾丁湖底最高气温出现时间后延到北

京时１８时（地方时约１６时）

　　我国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一般出现在地

方时１４时（或１５时），而吐鲁番盆地中除了

海拔相对最高的吐鲁番气象站为１５时（其

１３—１７时的日最高气温平均分别为４３．０℃、

４３．７℃、４４．２℃、４３．９℃和４２．１℃）外，其他３

站均为１６时，艾丁湖底甚至１６和１７时气温

相同（其１３—１７时最高气温平均分别为

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８℃、４７．０℃和４７．０℃）。

其原因，我们认为同样和盆地地形有关，即盆

地底部白天热量不易散发，滚烫的地面、灼热

的大气，储存了大量热量。因而即使１６时阳

光热量稍减，仍能维持较高温度。这与海洋

热容量大，因而海洋最高气温比陆地晚１小

时有点类似。吐鲁番盆地中这种最高气温出

现偏晚的事实，当地气象观测人员都是清楚

的。

４　结　论

（１）吐鲁番盆地是我国夏季最热的地

方，而艾丁湖底又是吐鲁番盆地最低的地方，

因此艾丁湖底当是我国极端最高气温诞生的

地方。２００８年８月３日这里也确实已经出

现了４９．７℃这个我国最新极端最高气温纪

录。当然，我们的测点海拔只是－１５０ｍ，因

此如果湖底－１５４．３１ｍ（位于盆地东部）处地

面干燥到和其他３站相同（这样才可以对比）

的话，那么那里的温度是可以还略微更高一

些的。

（２）艾丁湖底历史上的极端最高气温应

比４９．７℃更高。我们通过对比观测得出湖

底最高气温比吐鲁番站约高３．２℃，由此可

知艾丁湖底历史上（吐鲁番站观测期间）应该

已经出现过５１℃左右高温，甚至更高。

（３）盆地是山区气温日较差最大的地

方。通过最低气温对比观测，我们得出艾丁

湖底春秋季节日较差经常可以高达２６℃左

右（吐鲁番站春秋季仅１８℃左右）。因此艾

丁湖底才是我国真正“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地

方。

（４）高温干燥的吐鲁番盆地中，越是底

部气温垂直梯度越大。吐鲁番艾丁湖底平

均为１．７℃／１００ｍ，东坎艾丁湖底１．９℃／

１００ｍ。比东部山区０．７～０．８℃／１００ｍ大得

多。

（５）通过吐鲁番盆地中４个气象站下午

５次观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大

气环流背景下，在无风或微风天气条件下，盆

地中最高气温出现的时间，比我国东部地区

（１４—１５时）偏晚，艾丁湖底甚至晚约２小时

之多（地方时１６—１７时）。

吐鲁番盆地是我国典型的深陷盆地，也

是我国海拔最低、夏季最热、最干燥的盆地，

因此本文得出的最高气温的几点规律在我国

盆地气象学中应该也是具有典型性的。当

然，本次观测时间很短，因此除了极值外，其

他规律还有待将来较长时间的观测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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