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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面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研究
’

高国栋 陆渝蓉 李怀瑾

(南京大学气象系 )

提 要

本文是
《
我国辐射平衡

、

热量平衡及水分平衡的研究
》
工作中的一部分

。

在以前工作的基

础上〔卜 a, 11 一18 二
,

采用了只需要一般气象台站的基本气象要素观测资料就能确 定全年及各月蒸

发量 (蒸发耗热量) 的大气候计算方法
,

并选择了多种方法进行比较[’, 卜10J
,

又 应 用水文资

料来验证困
,

最后得出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而精度较好
、

又计算方便的方法
—

巴哥罗夫
,

H
.

A
.

法
。

计算了全国 2 09 个台站的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
,

并绘制了全国全年及各月分布图
,

分析了时空分布的特征
。

一
、

前 言

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研究
,

不仅在水分平衡和热量平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而且

对气候形成和工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研究蒸发主要有两种途径
:

一是用仪器观测
,

但众所周知
,

目前气象站的蒸发皿观

测不能代表任何表面的实际蒸发
,

因此
,

器测还不能有效地确定大范围的蒸发量
; 另一

种是进行计算
,

在计算蒸发量的方法中
,

能给出比较精确结果的是梯 度 法 和 热量平衡
、

祛
,

而 这两种方法都需要专门的综合梯度观测资料及水
、

热平衡各分量的观测资料
,

当

前我国还没有大量的这类资料
。

所以
,

对我国蒸发量的计算
,

过去只限于我国部份地区

或在全年范围内的研究
。

为了探讨我国全年和各月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特征和规律
,

我们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计算比较
,

并应用水文资料验证
,

最后选择了精度较好
、

计算方

便
、

而且只需一般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就能确定蒸发量的巴哥罗夫
,

H
.

A
.

公式
,

推

求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系数
,

计算了全国 2 09 个台站全年和各月的蒸发量和蒸发耗热

量
,

绘制了分布图
,

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及变化
。

二
、

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计算方法

1
.

年蒸发 t 的计算

计算年蒸发量最简单的方法是从水分平衡方程出发
,

即

B = r 一f

其中
r
为年降水量

;
f 为年还流量

。

该式对于大范围区域来说能给出准确的结果
,

对于小范围地区会因难于精确地确定通流而造成误差
,

对于无水文观测的地区
,

则不能

本文于 1 9 7 9 年 l 月 27 日收到
,

于 8 月 25 日收到第二次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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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所以
,

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其他一些计算方法以
〕 ,

如奥利捷科浦
,

3
.

M
.

公式

_ R
,

L r

万 =
- 二,

.

t n
月

se 二, -

乙 践

斯莱伯
,

D
.

公式

B 一 : (1一 。一

丹)

式中
, L ,

丑
, 二

各代表蒸发潜热
、

辐射平衡及降水量
。

布德科
,

M
.

H
.

将上两式取几何平均
,

得出

。

八
, ~

奥
、

丑
_ 1 _

石
二

/ 丑
, 1 二L /

‘

~
,

岌
. I

R \
刀二 r r 火上一 e 山r 少

.
- 二 L li ~ 二, .

一 F 一二: - In 一二- 1 1 一 C n 一t , 十 sn we 气二
.

矛
, 去 八 , 去 找 、 r 乙 r 去 /

式中 th
,

ch
,

sh 分别代表双曲线的正切
、

余弦及正弦
。

根据布德科的计算
,

辐射平衡

~ ~ ~
, , 。

~
, , 、 _ , , 、

, 、
,

一一 ~
, , 、 , 。 . ~ R

. 、 . _ . , , 二 、 ,

一 _ 、 一 ~
. , .

重与然友潜热Z 比匹1以寺宁霖及刀
,

即 万。二
~

井
。

以此代八上圆二两
,

关得山
J J

丑 = 刀
n

.

t h

冬万 o

B .

B =
r

(1一
e 一

下 )

及

_
/ 二

、

,r 乙
. 、

B 。
’ ,

B
n

又
办 = V r 万 n t n 州 ; : ~ 甩1 一 c n

一
十 sn

一
I

r 一

刀。、 r r /

(2 )

同的

巴哥罗夫
,

H
.

A
.

〔6〕
认为年蒸发量决定于两个因素

:

(1) 气候因素(即热量和水分 ) ;

地理因素 (通流条件和地理景观 )
。

他提出的公式为

广B 1
. _

r = 协
.

- 一代尸, : 一于下比万
J n 曰

l 万 、
’ -

- 一
i 一 1 一共- 矛

\ 刀 0 /

式中参数 n 表示逞流景观情况
。 ‘

各地 自然景观和流失条件不同
, n

值也不同
。

取不

n 值对上式积分
,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计算蒸发量的公式

当
n 二 1 时

, B = B 。(1 一
e 一

可)

此式类似斯莱伯
,

D
、

公式
。

当 n 一 2 时
, B 一 B 。

·

‘h

会
此式即奥利捷科浦

,
3

.

M
.

公式
。

介于
n = 1 和

n 二 2 之间的公式形式是很复杂的
。 当 。 一

冬时
,

‘

一二
,

二 _ 生ln
B 0 3

l一 丫B / B 。
’

1 十 丫万牙百百十 B/ B 。

2
一
气拜井 a r ‘ tg

丫 3

丫 3 刀/ 刀。

2 + 丫刀 / 刀。

当 。一粤时
,

令
一粤〔

a
1’c th 刹万庵丁一 ar ct g 侧瓦落万〕

0 0 0 ‘

此式在数值上接近布德科
,

M
.

H
.

公式
。

由此可知
,

巴哥罗夫
,

H
.

A
.

公式 概 括 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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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
,

其计算的精度决定于‘确地取用 儿值
。

为了应用简便
,

我们以
会
为纵 坐杭

玄
为横坐标

,

绘制了不同 几 值的列线图
。

这样只要知道了某一地区辐射平衡 和 水分平衡

各分量的观测值或计算值
,

就可根据该地
会
值和会值从图上查出相应的 兀 值

;
知道了

一个地区的平均 n 值
,

也就可以求出附近地区的年蒸发量了
。

写多洪多少一

介少厂仑
。 ,

哗
。

·

“

B一氏0090胁

1.仄认

0
.

70

0
.

6 0

~
_

_ ~ ~
,

犷
,

B _
. _

_
团 1 小 l可 怜但的二万与下石一 9l] 线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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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江苏
、

浙江两省水文资料计算出两省平原地区 n 值为荟
;

O
沿海地区 二值为

1
.

1 ; 盆地为 0
.

9 ; 山区为 0
.

7
。

同时根据我们所作的我国辐射平衡和热量平衡各分量的

计算结果
〔’一”, ’‘一’”〕 ,

用上述几种方法
,

对江苏和浙江地区进行计算比较
,

其结果如表 1

表 1 江苏
、

浙江地 区年蒸发量各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单位
:

毫米)

卜卜蕊
邃
获获

江 苏苏 浙 江江

南南南 京京 东 台台 徐 州州 杭 州州 金 华华 温 州州

丑丑= 刀
。 .

th书共共 年蒸发量量 7 1 4
.

1000 8 1 2
。

1000 6 2 5
。

9 888 7 3 6
.

7 000 8 2 9
.

3 333 7 6 2
.

5 333

刀刀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误误误 差差 7
.

2%%% 1 0
.

0 %%% 1 0
.

3%%% 4
.

7 %%% 1 7
.

4 %%% 7
.

0 %%%

nnn R
.

,

L rrr

年蒸发量量 7 6 3
.

6 777 8 2 5
。

9 777 6 9 7
.

0 333 8 7 4
.

4 888 9 0 4
。

4 555 92 6
.

8 444

乃乃二
. 二州 。

I n es 二 , ---------------------------------------------------------------------------

石石 Ittt 误 差差 1 4
.

6%%% 1 1
.

8 %%% 2 2
.

8 %%% 2 4
.

3 %%% 28
.

0 %%% 30
.

1 %%%

BBB ooo

年蒸发量量 一57
.

9 777 6 59
.

3 111 5 12
.

5 222 6 02
.

7 000 6 6 9
.

8 111 63 4
.

3 111

BBB 一 r (1 一 r r
)))))))))))))))))))))))))))))))))))))))))))))))))))))))))))))))))))))))))))

误误误 差差
一 1 3

.

3 %%%
一

1 0
.

7 %%% 一9
.

7 %%%
一

1 4
.

4 %%% 一5
.

2 %%%
一

1 1
.

0夕百百

BBBBB 年蒸发量量 6 3 4
.

6 555 7 39
.

8 666 58 8
.

2 111 69 2
.

1 999 7 2 8
.

5 444 7 5 4
.

6 999

丑丑一 ; (i 一
。

一
z节 )))))))))))))))))))))))))))))))))))))))))))))))))))))))))))))))))))))))))))

误误误 差差
一 4

.

8 %%% 1
.

7 %%% 3
.

6 %%% 一1
.

6 %%%

,

z一宁二一一一下孤1 年蒸发量 1
6 4 5

.

5 :

i
: 3 ,

.

了3
.

B 二 犷 五nt h we 共se
·

r( 1 一 e 一
犷 ) l

一
l

—
l

_
l

五n
’

一 l
、

。 ~ l _ ,

!
_ _ _ ,

l

} 误 左 !
一石

·

魂儿 }
一”

·

”儿 }

5 6 6
.

4 2 66 6
。

3 4 7 4 5
。

3 1

⋯
一

二旦三二里三
一-

}
一“

·

凌%

; 一

夸吟
二 (卜

e 一

裁
误误 差差

6 98
.

7 1 1 7 8 1
。

7 3 6 40
。

3 1 77 8
.

0 1 8 1 1
。

7 4 8 3 8
.

3 4

巴哥罗夫
,

H
.

A
.

法

“

水文图集
”

插取值

6 6 6
·

3

}
7 3 8

·

6

}
5 6 7

·

5

}
7 0 3

·

7

}
7 0 6

·

6
7 1 2

.

5

年蒸发量 1 6 6 0 1 8 0 0 1 6 0 0 ! 7 1 0 1 7 1 0 } 7 1 0

表 1 中
,

巴哥罗夫
,

H
.

A
.

方法是根据本省水文资料计算的
。

因此
,

计算结果就等

于实际值
。

由表可见
,

布德科公式与巴哥罗夫方法计算结果最接近
,

平均误差最小
;
斯

莱伯公式的计算结果偏小
;
奥利捷科浦公式的计算结果偏大

,

平均误差也最大
。

此外
,

我们从
“

水文图集
”〔5〕
中插取年蒸发量进行比较

,

浙江地区插取的值与实际值差异不大
,

江苏除沿海地区与奥 利捷科浦公式计 算值接近外
,

其他方法的 计算结果一般低于插取

值
。

相差的其它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之一是
“

水文图集
”

年代与我们计算 的年代不一

致
;
插取资料精度不保证以及

“

水文图集
”

绘制时可能存在一定误差等
。

2
.

月蒸发t 的计算

由于 自然界蒸发表面的变化极其复杂
,

月蒸发量的计算比年蒸发量要困难得多
。

我

们对月蒸发量的计算采用下面三种方法进行比较
:

(l) 康士坦丁诺夫
,

A
.

p
.

方法朗
由二扣丫

:堂 主
, 、 I

丫甄孟东小
,南 *

: 工替 八 平
D _

_
二 口q ‘ , ,

,

价 。 山全染且‘
;玉

撰凡 」J J生兰
.

4 眯1 7 又 叱人 ‘
’

当兰 p U 会台 刃吸 」乙乙」乡乙 卜吕歹子 艺 g 工、 。 一 一 尸I 、 c ~
万

~

二
,

2 幼之各 仙山 , 丁氏
;

牙 日〕子舒轰左‘ 旦翌口 , 卜I
口二

算公式为



2 期 高国栋等
:
我国陆面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研究

0
。

4 1

In

擎
In

缨
a甲 u 。(

。。
.

2 一
。 2

.

。) 毫米 /小时

另O 名O

式中场表示与大气层结有关的粗糙系数
; a 。

为水汽湍流交换系 数与动量湍流交换

一 ,
、 _ , ,

/
。.

K 八
、 ,

~
,

~ ~
, ,

_
、 . , ,

, 、 、‘ , 、 ,

_
‘ . _ , 、 .

_ _
,

_
_ . 、

二 _ 二
_

杀数乙比气即 二一芬, ); ) 为与大气层堵有天的参数
岁 u 中 为风速仪局度又10 术 ) 的风速 ; e0

\ J 生 /

和
。 2. 。为 0

.

2 米及 2
.

0 米高度的水汽压
。

他根据一般气象站的温
、

湿资料
,
绘制了列线图和查算表

,

应用上很方便
。

(2 ) 巴哥罗夫
,

H
.

A
.

方法
〔7〕

巴哥罗夫认为蒸发量的变化是与饱和差介
一
粤、

、

自然景观参数 二 及土壤水分量度
\ L, 0 尸

。 尸

有关
,

计算公式为

功 /
一

丁
B 1

。 1一 (B / B 。)
左

d B

式中 ” 同样可从 B / B 。,

r/ B 。
及 n 的列线图中求出

,

与年蒸发量计算所 不同的是确
定水分量度 、

,

了不能直接用月降水量代人
,

而是以春季温度大于
。

。

C的月份为起始月

份
,

这个月的水分量度为该月降水量加上温度低于 0
O

c 月份降水量的总和
,

其下一个月

的水分量度为该月降水量加上前月水分量度与系数
a 的乘积

,

即

叫= r , + < o
o

c 月份降水量总和

。二= r : + a Z。 ;

。忍=
r 3 + a 3。舀

系数 处
,

叽
,

傲
,

⋯ 与蒸发力及降水量的关系式为

a 尤 二
0

.

5

丫刀
。二_ ,

/r 二 _ : 十 丫 r 二 / B 。二

若所讨论的地区没有负温度月份
,

则第一个月选在最干的那个月份
。

这样
,

就可以

根据该地各月的 B OK
,
。二 和 二 值

,

求出该月的蒸发量 B 二 值了
。

(3 ) 布德科
,

M
.

H
.

方法
〔, 。〕

布德科认为
,

陆面月蒸发量可用热量平衡和水分平衡联合分析法确定
。

我们已知
,

蒸发量 B 正比于土壤湿度 。 ,

当土壤湿度大于某一临界值 。。时
,

蒸发量就等于蒸发力

B 。,

即

当 功》 ‘一 时
, B 一 B 。 ,

一会
当 功< 功。时

, “ 一

会
切

厂|,11七

曰a一一
B

若以 。 2 , ‘。 ,
表示讨论期终了和开始时期的土壤湿 度

,

其 平 均 土 壤 湿 度 为 。一
冬
‘

伽
, + . 2 )

。

则当 。< 。。时
, 丑

代人上述关系
,

则得

B o (功 1 + 。 2 )

2 功。
根据水分平衡方程

r
一 B + f + (。 2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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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B n

、
.

二

1
印 ,

二二
一 , - ; 二- 丁二一- { 臼 注 1 一 吮犷一一 I十 r 一 r {

1 十 万。/ 艺 曰o L
一

\ 艺 功。 /
“
」

作者应用各地土壤水分平衡资料得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 。。值
。

对于迁流量f 的确定
,

布德科提出以下形式
:

当
r

< B 。。 f
p ,J ’

丁
= a, - 二生

~

功了

。

其中a, 是与降水强度有关的无因次比例系数
; 。二是土

壤最大持水量
。

在土壤完全干燥时
,

逸流最大
。

会
一。,

没有逸流量
,

即 f 一“
,
若

一
二二

功了
1 时

,

、 . ,
、 。 , L

f (o /
习 r Z 内 盯

,

了 = 不于F

_

「 / R
。
、2 介 / R

.
、2

.

功
a ‘ ,

L
l一又

1一
于)」

+
又
工一于)在

.

石丁一 ‘时
,

逸流决定

于 ‘一
, 。, ;

在
器

< ‘时‘短期暴雨 ,
,

‘流不仅决定于‘一B0)
,

还决定于
“ ‘。

因此
,

得出下面四种计算公式

l) 当 B 。> r ,

且 0 < 。 < 叽时

臼2 =

/ B O
.

“ , r 八
r 一 切d 二丁一- 十 气二宁

一一 1 ,
一

\乙 功。 乙 tO了 /

B o

2 功。
十 -二一- 一

.

Z 功了

a , r

2) 当 B 。> r ,

且 。> 叽时

口 2 二

二一 ; 。

一(
a , r

2 田了

一 ,

)
2 功丑

+ 1

3) 当 B 。< r ,

且 。< 。< 吻时

口2 二

r 一 。 ;

[
B o

2 功。

二
/

, 。

「
_

/
_

Bn 、2 1
.

/
_

B
n

戈
“ _

,

十 二, ~ - ~ V g “ 1 1一 1 1一一
1 1十 1 1一

—
l 一 1 1

艺切了 I L \ r / 」 \ r / 」

B o

2 功。

十 , 乙一
,

/
。 , Z

r: 一(
1 一
鱼丫飞

+
(

, 一
五丫

+ :

Z 田无 r L \ r / J \ r /

4 ) 当 B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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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四式中
,

无因次参数
a ‘

可根据年降水和年逸流资料确定
,

布德 科 求 出在南

北半球 4 5
。

纬度之间
。 /
一 。

.

4一。
.

8
。

我们发现
。 /

与。流系数

旱
有 关

,

。
.

7 1 ,

回归方程 为一
。

·

2 8 十 。
·

7 1

(旱)
,

算出江苏和浙江地 区
、

之间变化
。
。二 为水分不能再透入土壤中的土壤湿度

,

对于所有的土壤
,

有了场
,
。二

,
。 , ,

叽
, a ,
及 B 。

值
,

就可以上述公式求出各月蒸发量了
。

相 关 系 数 为

值在 0
.

4 ~ 0
.

6

。二 = 2 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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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上述三种方法将计算的各月蒸发量进行比较
,

并将 12 个月的计算 值 相加与
“

水文图集
”

中实际年蒸发量作精确的分析
,

如表 2 及表 3 所示
:

表 2 用布德科 M
.

H
.

方法(B刃和 巴哥罗夫 H
.

A
.

方法(B s) 计算的各月蒸发量

(厘米) 的比较(本表是根据本省水文资料计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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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康士坦丁诺夫
,

A
.

P
.

方法 (入) 和巴哥罗夫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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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

表 3 可以看到
,

布德科方法和巴哥罗夫方法计算的 结 果 比 较一致
,

其 12

个月蒸发量总和与实际年蒸发量误差很小
,

一般都在 5% 以下
,

仅个别台站 达 9 %
。

所

以这两种方法都有较好的精度
,

但布德科的方法计算较复杂
,

工作量大
,

而巴哥罗夫法

此较简便
。

康士坦丁诺夫方法虽然所需资料和计算也很简便
,

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大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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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区的计算值高于实际值
,

某些台站甚至比降水量还大
,

这是因为 该 法 使 用多次相

关
,

夸大了相关量所造成的
。

根据以上验算
,

我们便确定用巴哥罗夫方法计算我国的蒸

发量
。

最后
,

我们将我们计算的年蒸发量分布图与
“

水文图集
”〔幻中根据实测绘制的陆面

年蒸发量进行比较
,

不仅分布规律一致
,

数量上也很接近
,

证明我 们 计 算 结果基本可

靠
。

三
、

我国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时空分布

用蒸发量乘以蒸发潜热就是蒸发耗热量
。

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大小和变化趋势是

一致的
。

在以下的分析中
,

为了简明对比
,

我们把蒸发耗热量写在蒸发量后面的括号内
。

1
.

年蒸发t 和蒸发耗热t 的分布

我国疆域辽阔
,

地处温
、

热带
。

东南面近海
,

地势低平
,

气候湿润
;
西部深居内陆

,

地形复杂
,

气候干燥
。

因此
,

蒸发量的分布 (图 2 )基本上是从东南向西北减小的
。

全年
-

总量最大值在东南沿海一带
,

可达 65 0 毫米(4 0 千卡 /厘米
2

·

年 )以上 ;
最小值在西北沙漠

地区
,

还不到 80 毫米( 5 千卡/厘米
2 ·

年)
。

蒸发年总量随纬度升高而逐渐减小
,

尤其是

在我国东部有明显的规律性
。

如在华南地区和长江 中下游一带
,

全年蒸发量为 6 50 毫米
.

(40 千卡/厘米从年 ) ;
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一带

, 全年蒸发量为 5 00 毫米 (30 千卡/ 厘米
2 一

年) ; 到东北地区则为 3 50 毫米(20 千卡 /厘米
,

·

年 )
。

我国中部亦如此
,

云南
、

四川蒸发年

总量为 5 0 0一 3 5 0 毫米 (3 0一 2 0 千卡/厘米
2

·

年 ) ;
陕西

、

甘肃为 3 5 0一 1 5 0 毫米 (2 0一 10
,

千卡 /厘米 2 ·

年) ;
内蒙地区则不足 15 0 毫米(10 千卡 /厘米

“ ,

年 )
。

我国西部的西藏高原地

区
,

由于地势高
、

温度低
、

蒸发量较小
,

全
「

年 约 为 1 00 一 1 5 0毫米 (5 一 10 千卡/厘米
“

·

年) ;
但最小值还在南疆沙漠地区

,

全年蒸发总量在 50 毫米 (3 千卡/ 厘米
2

·

年) 以下
。

我国全年蒸发量这种自东向西
、
自南而才嘛小的分布规律

,

主要是由子水分供应条

件所造成的
,

所以年蒸发量的分布和我国年降水量的分布特征是十分一致的
。

护
队协

扩

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
公二二

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_________

///

笋笋笋笋笋笋笋二二二二 左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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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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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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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地表全年蒸发量 (毫米 ) 和蒸发耗热量 (千卡 /厘米勺 的分布凰

(括号内数字为蒸发量 )



2 期 高国栋等
:

我国陆面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的研究

2
.

各月蒸发t 和蒸发耗热 t 的分布

1 月份是全年蒸发量最小的月份
。

淮河和秦岭以北地区的蒸发量极小
,

只有秦岭以

南才在 10 毫米 (0
.

5 千卡/ 厘米
“

·

月) 以上
,

最大值在海南岛附近
,

数值也只有 35 毫米

( 2 千卡/厘米
2

·

月 )
。

12 月和 2 月与 1 月份情况大体相同
,

只是数值比 1 月份稍有增加
。

1 2 月和 2 月分布趋势很接近
,

全月蒸发量最大值是 35 毫米 ( 2 千卡 /厘米
“

·

月)
,

分布

在长江以南和华南一带
, 3 5

“

N 以北和西藏高原地 区冬季月蒸发量极微小
,

这是因为我

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冬季雨水稀少
,

气温很低的缘故 (图 3 )
。

胜胜 如‘ L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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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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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 1 月份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分布图

3 月份
,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蒸发量仍很小
,

长城以北及新疆和西藏地区都还不到 10

毫米 (。
.

5 千卡/ 厘米 2
·

月)
,

最大值在华东
、

华南和云南南部
,

蒸发量为 35 毫米 (2 千

卡 /厘米
2

·

月) 左右
,

其他地区在 15 一 35 毫米 (1 一 2千卡/厘米
2

·

月) 之间
。

4 月份
,

除

西藏高原地势较高的地方由于气温低蒸发量仍很小外
,

数值普遍增加
。

东北
、

华北在 15

毫米 ( 1 千卡 /厘米“
·

月) 以上
,

东南沿海和四川盆地都在 50 毫米 ( 3 千卡/ 厘米
2

·

月)

左右
,

江南平原地区蒸发量最大
,

可至 “ 毫米 ( 4 千卡/厘米
“

·

月)
,

只有西北 的干燥

地区不到 10 毫米 (0
.

5 千卡 /厘米
“

·

月) (图 4 )
。

4 月以后
,

蒸发量逐月增加
,

直至 7
、

8 月份达全年最高值
。

在我国东部江南地区
,

一

5 月份蒸发量为 85 毫米 (5 千卡/厘米
2

·

月 ) ; 6 月份为 1 00 毫米 (6 千卡/厘米
2

·

月) ; 7 月

份为 1 15 毫米 (7 千卡 /厘米
2

·

月)
。

东南沿海地区
, 5

、

6 月份蒸发量为 “一85 毫米 (4一

5 千卡 /厘米
2

·

月 ) ; 7 月份为 10 0 毫米 (6 千卡/厘米
2

·

月)
。

西藏高原 6 月份是 10 一15 毫米

(0. 5一1 千卡/厘米
2

·

月 ) ; 7 月份是 15 一35 毫米 (l 一2 千卡/厘米
2

·

月)
。

西北沙漠地区

仍在 巧 毫米以下 (图 5)
。

8 月份的分布和数值与 7 月份大致相似
。

8 月以后又逐渐 减

弱
, 9 月份与 6 月份相当

。

到 10 月份时
,

西藏高原和新疆
、

内蒙地区的蒸发量都已低

于 15 毫米 (1 千卡 /厘米
2

·

月) ,
江南平原和东南沿海也只有 50 毫米 (3 千卡/ 厘米

2
·

月 )

左右了
。

n 月份与 2 月份类似
,

此时东北
、

内蒙
、

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蒸发量已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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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
’ 份
一一

一 ~ - 1 3‘以‘es ‘es ~

-
.

嘛易

腆 牙、爱
)

留
(

鼓

半一
〔

珊

(

吩
)

簇
6

6吕:

3.0外�夕一衫乙/朴

(

娜骊

甚,兮 韶移 一
6

声刹
找6名

)吧哩
一一

万
。

『
~

8 4 )

图 5 我国 7 月份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分布图

到可以忽略不计
,
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 35 一 50 毫米 ( 2一3 千卡/ 厘米 2

·

月) 之

间
;
仅华南地区在 50 毫米 ( 3 千卡 /厘米 2

·

月)以上 (图 6 )
。

3
.

蒸发t 和蒸发耗热t 的年变化

我国西藏高原和新疆
、

内蒙地区的蒸发量全年总量不超过 15 0 毫米 ( 10 千卡/厘米
2 ·

年 )
。

一年中
,

从 n 月份开始到次年 3 月份
,

有 5 个月左右数值微少
; 4 月开始增大

,

到 7 月份达最高值
,

蒸发量也不超过 15 一35 毫米 ( 1一2 千卡/厘米
2 ·

月)
,
7 月以后又逐

渐减小
。

这些地区的蒸发量和蒸发耗热量不仅月际变化很小
,

年变幅也只有 35 毫米 ( 2

千卡/ 厘米
2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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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到东南蒸发量是逐渐增加的
,

就分布情况来看
,

冬季月份西北蒸发最小的地

区与东南蒸发最大地区的差值也只有 15 一 35 毫米 ( 1一2 千卡 /厘米
2

·

月 )左右
;
夏季月份

达 6 5一 1 00 毫米 (4 一6 千卡 /厘米
2

·

月)
。

就月际变化情况来看
,

逐月增减很平稳
,

月际

增减值不超过 15 毫米 (1 千卡 /厘米
2 )

,

全年变化幅度
,

在 “一85 毫米 ( 4一 5 千卡/厘

米 “)以内
。

我国蒸发量年变幅最大的地区在长江与南岭之间
,

这一地区全年各月都是我国蒸发

量的高值区
,

冬季为 35 毫米 (2 千卡 /厘米 2
·

月)左右
,

夏季在 11 5 毫米 (7 千卡/ 厘米
“

·

月 )以上
,

年总量可达 “0 毫米 (40 千卡/厘米
2

·

年 ) 左右
,

全年变幅为 80 毫米 (5 千卡/

厘米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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