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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源区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适用性与未来参考作物蒸散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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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岷江源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逐日气象数据，采用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和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参考作物

蒸散量，并以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为标准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适用性进行评价，通过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进行修正，建立基于月尺度的参考作物蒸散发公式，结合 ＲｅｇＣＭ４０区域模型生成的温度数据，对未来（２０１１—

２０９９年）研究区参考作物蒸散发量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通径分析发现，在岷江源区气温是影响参考

作物蒸散量最重要的气象因子，采用基于温度法的参考作物蒸散发公式具有理论依据；采用未修正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

式明显高估了该区域参考作物蒸散量，特别是在雨季 ４—１０月；修正后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绝对偏差与相对偏差显著

减小，与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月值之间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为 ３７６ｍｍ、效率指数 ＥＦ为 ０３９、可决系数 ＣＤ为

０８４，吻合系数 ｄ为 ０８，能够满足研究区参考作物蒸散发估算精度；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岷江源区参考作物蒸

散量总体呈增加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５６ｍｍ／（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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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蒸 散 发 作 为 ＳＰＡＣ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水分运移的关键环节［１］

，在水文循环中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已被广泛

应用于水资源管理、农业灌溉设计和生态环境保护

等研究中，为评价和管理气候变化下水资源和生态

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
［２］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江源高寒地区水文气象要素和水文环境受到重大影

响
［３］
，关于江河源区温度和降水变化以及未来气候

预测已有大量研究，但对未来水量平衡和水文循环

研究因缺乏对陆面蒸发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因此，

有必要寻找一种适合未来气候变化下陆面蒸发的估

算方法，才能定量刻画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为江

河源区水资源估算与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关于蒸散

发，一 般 通过参考 作 物 蒸 散 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ｒｏｐ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０）乘以经验作物系数（Ｋｃ）进行

估算
［４］
，而目前参考作物蒸散发的估算，已有多种

方法，其中以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推荐的 ＦＡＯ５６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ＰＭ）应用最为广泛，且已作
为估算参考作物蒸散量的唯一标准方法

［５－６］
，但该

公式需要输入大量气象数据，如最高气温、最低气

温、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风速、辐射等，在缺乏气象

资料地区很难获取完整的数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该公式的应用。因此，在缺资料条件下出现了众多

参考作物蒸散发简化公式，如辐射类方法的 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Ｈａｉｓｅ、Ｍａｋｋｉｎｋ、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 Ｔａｙｌｏｒ、Ｉｒｍａｋ公式，温
度类方法的 ＭｃＣｌｏｕ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Ｓａｍａｎｉ、Ｈａｍｏｎ、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ＢｌａｎｅｙａｎｄＣｒｉｄｄｌｅ公式，辐射类方法需
要参数较多，且辐射类数据较难获取，应用不及温度

类方法广泛。温度类方法一般仅需输入气温数

据
［７］
，且气温数据获取相对容易

［８］
，即便没有观测

数据也可通过遥感与气象卫星获取地表、作物表面

温度信息
［９］
，应用较为普遍，这其中因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

式精度较高应用最为广泛
［１０－１３］

，ＪＥＮＳＥＮ等［１４］
在

１１个地区将２０种参考作物蒸散发公式估算结果与
蒸渗仪实测值进行对比发现，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误差

最小，ＦＡＯ５６已将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作为气象数据缺
测条件下计算参考作物蒸散发推荐方法

［１５］
，但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未充分考虑空气动力学或辐射项，
在不同气候区计算结果与 ＰＭ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偏
差

［１６－１８］
，在风速较大（ｕ２＞３ｍ／ｓ）的区域往往低估

参考作物蒸散量，而在高湿区域存在高估现象
［１９］
，

此外海拔、地形等也是影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估算精
度的重要因素

［２０］
，因此在使用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前必

须进行修正。研究表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随海拔、地形、地势等存在地域性差异，取值有所

不同
［２１］
，直 接 影 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计 算 结 果 精 度。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等［２２］
、左 德 鹏 等

［２３］
、李 岳 坦 等

［２４］
在

ＭｅｘｉｃｏＹｕｃａｔａｎ地区、渭河流域、青海湖流域等区域
对 Ｃ０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值

与 ＰＭ公式计算值拟合方程决定系数Ｒ２分别达到了
０９０、０９４、０９９，能够满足在缺乏大量实测气象参
数条件下计算参考作物蒸散发的需求。

岷江源区处于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向川西北高原

过渡地带，属于青藏高原东缘边缘地带，是长江上游

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该区域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敏

感
［２５］
，除气温、降水等要素的变化对水文循环产生

重要影响外，蒸散发是引起该区域植被退化和水资

源减少的重要气候因子之一
［２６］
，同时也是水文模型

重要的输入参数
［２７］
。国内外已有关于未来气候情

景下参考作物蒸散发预测，主要利用历史的 ＥＴ０通

过降尺度方法直接预测未来 ＥＴ０
［２８］
，但该方法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也有一些研究者尝试利用降尺度

方法生产的气象因子，通过参考作物蒸散模型进行

估算，由于对未来蒸散发的准确预测需要较为可靠

的气象数据，但现有降尺度模型模拟的大多气象参

数往往具有较低的模拟精度，仅气温的模拟可靠性

较高
［２９］
，因此利用未来气温数据预测参考作物蒸散

发准确度相对较高，如左德鹏等
［２３］
利用统计降尺度

模型得到的 Ａ１、Ｂ２两种情景下最高最低气温，使用
修正的参考作物蒸散发模型预测渭河未来 ＥＴ０。唐

晓培等
［３０］
利用率定的参考作物蒸散发模型，结合气

温数据预测了黄淮海地区参考作物蒸散量时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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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但上述研究使用的参考作物蒸 散 发 模 型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转换系数 Ｃ０未体现其年内季节性变化，

而事实上 Ｃ０并非定值
［３１］
。因此，本文利用岷江源

区历史气象数据建立基于温度法的月尺度参考作物

蒸散量估算公式，对未来参考作物蒸散量变化趋势

做出准确预测，将有助于认识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

岷江源区水文循环，对该区域水资源保护与生态环

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１　数据来源

岷江源区位于东经 １０３°３３′３０″～１０３°４３′１１″，北
纬３２°５１′１９″～３３°０２′３９″（图 １），地处青藏高原向四
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据中国气候区划新方案

［３２］
和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干湿分区［３３］
，该区属亚寒带湿润

区，干湿季分明，夏季多雨，冬季寒冷，年均温

５８℃，年均降水量７２０ｍｍ，年均实际蒸发量４５０ｍｍ。
本文利用岷江源区仅有的一个连续气象观测的气象

站松潘国家气象站（１０３°３４′Ｅ，３２°３９′Ｎ，海拔
２８５０７ｍ）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逐日气象资料，包括平均
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

速、日照时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

图 １　岷江源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参考作物蒸散量计算方法
（１）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以能量平衡和

水汽扩散理论为基础建立
［１９］
，其表达式为

ＥＴ０＝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
Ｔ＋２７３

ｕ２（ｅｓ－ｅａ）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１）

式中　Ｒｎ———净辐射，ＭＪ／（ｍ
２
·ｄ）

Ｇ———土壤热通量，ＭＪ／（ｍ２·ｄ）

γ———干湿计常数，ｋＰａ／Ｋ
Ｔ———２ｍ高度处的平均气温，℃

Δ———饱和水汽压 温度曲线斜率，ｋＰａ／Ｋ
ｕ２———２ｍ高度处风速，ｍ／ｓ

ｅｓ———饱和水汽压，ｋＰａ

ｅａ———实际水汽压，ｋＰａ
上述各变量的计算方法详见文献［１９］。
（２）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是在美国西北部较干旱的气候

条件下建立的
［３４］
，其表达式为

ＥＴ０＝Ｃ０（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０５
（Ｔｍｅａｎ＋１７８）Ｒａ （２）

式中　Ｔｍａｘ———最高气温，℃

Ｔｍｉｎ———最低气温，℃

Ｔｍｅａｎ———平均气温，℃

Ｒａ———大气顶太阳辐射，ｍｍ／ｄ

Ｃ０———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初始值取
０００２３

２２　未来气温预测
ＲｅｇＣＭ４０是国际理论物理中心（Ｔｈｅ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于
２０１０年推出的新版本［３５］

，在中国气候变化研究中

有着广泛应用
［３６］
。本研究选择区域气候模式

ＲｅｇＣＭ４０，单向嵌套 ＢＣＣ＿ＣＳＭ１１全球气候系统
模式，在中等排放情景 ＲＣＰ４５下，以５０ｋｍ×５０ｋｍ
的尺度，模拟生成２０１１—２０９９年逐月平均、最高、最
低气温，并采用薄盘样条插值方法，在考虑地形影响

下，对 ＲｅｇＣＭ４０模型预估的气候数据进行插值。
２３　评价方法

以 ＰＭ计算的 ＥＴ０为标准，使用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３７］、Ｎａｓｈ效率指数 （ＥＦ）［３８］、吻合系数

（ｄ）［３９］、可决系数（ＣＤ）［４０］评价修正前后 Ｈａｇｒｅａｖｅｓ
与 ＰＭ公式相比的适用性及精度。

ＲＭＳＥ




＝
∑
Ｎ

ｉ＝１
（Ｅｉ－Ｍｉ）

２



Ｎ

０５

（３）

ＥＦ＝１－
∑
Ｎ

ｉ＝１
（Ｅｉ－Ｍｉ）

２

∑
Ｎ

ｉ＝１
（Ｍｉ－Ｍ）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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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
∑
Ｎ

ｉ＝１
（Ｅｉ－Ｍｉ）

２

∑
Ｎ

ｉ＝１
（｜Ｅｉ－Ｍ｜＋｜Ｍｉ－Ｍ｜）

２

（５）

ＣＤ＝
∑
Ｎ

ｉ＝１
（Ｅｉ－Ｍ）

２

∑
Ｎ

ｉ＝１
（Ｍｉ－Ｍ）

２

（６）

式中　Ｎ———样本数
ｉ———序列中的第 ｉ个值
Ｍ———观测值（ＰＭ公式计算出的参考作物蒸

散量）

Ｅ———模拟值（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的参考作
物蒸散量）

当 ＲＭＳＥ、ＣＤ值趋于 ０，ＥＦ、ｄ值接近于 １，说明
模拟值与观测值一致性较好，模拟值计算精度高，公

式适用性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影响参考作物蒸散量的气象因素解析
ＰＭ公式综合考虑了辐射和空气动力学参数对

作物蒸散发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估算精度，

公式中主要气象因子包括气温、空气湿度、风速、日

照时数等，但各个气象因子对参考作物蒸散发贡献

在各个区域存在差异。由于各个气象因子之间存在

很强的相关性，单个气象因子对参考作物蒸散发影

响程度难以通过简单相关分析获得，而通径分析作

为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一种重要的

统计方法，能够找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与

间接作用，并能准确刻画其影响程度
［４１－４２］

，因此本

文利用通径分析法分析影响参考作物蒸散发决定因

子。

由表 １可以看出，温湿度、风速、日照时数对参
考作物蒸散发均有影响，但温度（最高、最低气温）

对参考作物蒸散发影响强于其他因子。最高气温对

参考作物蒸散发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系数为 ０３６２
和０４７２，最低气温对参考作物蒸散发直接作用与
间接作用系数为 ０５００和 ０２０４，其他气象因子对
参考作物蒸散发总作用系数均小于温度因子，且其

他气象因子主要通过温度对参考作物蒸散发产生影

响，日照时数、风速通过最低气温对参考作物蒸散发

产生负影响，作用系数为 －０１２９和 －００３９；相对
湿度通过最低气温对参考作物蒸散发起正向作用。

可以看出，在研究区温度是影响参考作物蒸散发最

主要的气象因子，且能够综合其他气象因子信息对

参考作物蒸散量产生作用，也为温度法在岷江源区

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４３］
。

表 １　主要气象因子与参考作物蒸散量通径分析

Ｔａｂ．１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Ｔ０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ＰＭ

气象因子
与 ＥＴ０的简

单相关系数

通径系数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系数

Ｔｍａｘ Ｔｍｉｎ ｎ ｕ ＲＨ
间接作用

系数之和

总作用系数

Ｔｍａｘ ０８４３ ０３６２ ０３８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４７２ ０８３４

Ｔｍｉｎ ０６３５ ０５００ ０２７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５４ ０２０４ ０７０４

ｎ ０４３０ ０４０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４５ ０４２６

ｕ ０３５６ ０２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２８２

ＲＨ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３ －０２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２

　　注：ｎ、ｕ、ＲＨ分别代表日照时数、风速和相对湿度。

３２　 修正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ＦＡＯ 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比较
图２可以看出，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ＰＭ计算的参考作

物蒸散发年内各月变化趋势一致，月最高值均出现

在７月，最低值出现在 １２月。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计算结果
大于 ＰＭ计算结果，全年平均高估 １８６９％，各月平
均绝对偏差为 ０９５～３１６ｍｍ，相对偏差为 ２０９％ ～
２９７％，特别是在４—１０月明显高估，可以看出在高
原湿润区降雨较多的月份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估算结果
偏大。ＩＲＭＡＫ等［４４］

在佛罗里达州湿润区应用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参考作物蒸散结果也显著高于
ＰＭ计算结果，但在干旱区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计算结果比

ＰＭ计 算 结 果 偏 低［４５］
，可 以 看 出 干 湿 条 件 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精度有较大影响。
表２是２种公式计算的月参考作物蒸散发量配

对样本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仅２月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
式与 ＰＭ公式差异不显著（自由度为 ４９，ｐ＝０１３＞
００５），其余月份两者间差异极显著（自由度为 ４９，
ｐ＜００１），说明未进行修正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直接
应用在研究区将引起较大误差，而造成两者差异显

著原因在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并非定制，

存在季节性差异。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Ｎ等［４６］
也指出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进行逐月修正能显著提
高精度。因此本文按月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 Ｃ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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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修正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ＰＭ计算的多年月均参考作物

蒸散量对比（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Ｔ０ｖａｌｕｅｓｂｙ

ｎ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ＰＭ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表 ２　修正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ＰＭ 计算的参考作物蒸散量

比较（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Ｔ０ｖａｌｕ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ＰＭ 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月份
ＰＭ均

值／ｍ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均值／ｍｍ

相对

偏差／％

绝对偏

差／ｍｍ
ｔ ｐ

１ ３４８４ ３６４８ ４７０ －１６４ －３６１ ０

２ ４５４８ ４６４３ ２０９ －０９５ －１５５ ０１３

３ ７０６８ ７４８８ ５９５ －４２０ －６５ ０

４ ８９１０ ９９３２ １１４７ －１０２２ －１３０６ ０

５ １０３３０ １２１３０ １７４２ －１８００ －２６９８ ０

６ ９９４３ １２６０２ ２６７４ －２６５９ －４９５２ ０

７ １０８６９ １４０２９ ２９０７ －３１６０ －５００１ ０

８ １０３８０ １３１５４ ２６７３ －２７７４ －４５２８ ０

９ ７５１３ ９４１０ ２５２５ －１８９７ －３０２６ ０

１０ ５６９８ ６８０８ １９４８ －１１１０ －２１８９ ０

１１ ４００１ ４５９６ １４８８ －５９５ －１２３６ ０

１２ ３２２１ ３５９９ １１７３ －３７８ －７７２ ０

　　注：表示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修正，建立适合于研究区的逐月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
３３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修正

利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３０ａ气象数据，通过系数校
正法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进行修正，并利
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共 ２０ａ气象资料对修正后的
Ｈａｇｒｅａｖｅｓ公 式 进 行 检 验。表 ３为 修 正 后 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月转换系数 Ｃ′０，其值介于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３之间，均值为 ０００１９６，不仅低于半湿润内
陆区和沿海区转换系数

［４７］
，也低于低海拔湿润区转

换系数
［４８］
，说明在江河源区海拔对参考作物蒸散量

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 ３　两种方法回归斜率及月转换系数（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

Ｔａｂ．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月份 回归方程斜率 相关系数 Ｃ０（修正前） Ｃ′０（修正后）

１ ０９２３ ０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２ ０９５３ ０５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３ ０９２５ ０６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４ ０８８９ ０７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
５ ０８５２ ０８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
６ ０７９４ ０８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８
７ ０７７９ ０８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８
８ ０７９２ ０８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８
９ ０７９９ ０８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８
１０ ０８３１ ０７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９
１１ ０８４６ ０３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９
１２ ０８６７ ０３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

３４　修正后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适用性评价

表４为修正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与 ＰＭ公式计算
的月 ＥＴ０对比。可以看出，研究区绝对偏差由修正
前的１２８～３１７０ｍｍ降低为修正后的绝对偏差绝

表 ４　修正前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ＰＭ 偏差及显著性检验（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Ｍ 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月份
ＰＭ均值／

ｍｍ

修正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 修正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

均值／

ｍｍ

绝对偏差／

ｍｍ

相对

偏差／％
ｔ ｐ

均值／

ｍｍ

绝对偏差／

ｍｍ

相对

偏差／％
ｔ ｐ

１ ３５２５ ３７５７ ２３２ ６５９ －２９０ ００１ ３４６８ －０５７ －１６２ ０７３ ０４７

２ ４６２７ ４７５６ １２８ ２７７ －１４６ ０１６ ４５３２ －０９５ －２０６ １１４ ０２７

３ ７０９３ ７５７８ ４８５ ６８４ －６００ ０ ７０１０ －０８３ －１１７ １０８ ０２９

４ ８９３５ ９９６９ １０３５ １１５８ －１０９８ ０ ８８６３ －０７２ －０８ ０８２ ０４２

５ １０３３５ １２１９９ １８６４ １８０４ －２１７１ ０ １０３９４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７ ０４９

６ ９９８４ １２６９４ ２７１０ ２７１４ －３７９２ ０ １００７９ ０９５ ０９５ －１２５ ０２３

７ １１０２１ １４１９２ ３１７０ ２８７６ －３３４０ ０ １１０５５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７６

８ １０２７０ １３０５０ ２７８１ ２７０７ －３０４０ ０ １０３３６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６５ ０５２

９ ７８９７ ９８０４ １９０７ ２４１５ －１９７８ ０ ７８３３ －０６３ －０８ ０７５ ０４６

１０ ５６５４ ６７３６ １０８３ １９１５ －１１３９ ０ ５５９８ －０５６ －０９９ ０６３ ０５４

１１ ４０３０ ４７２５ ６９６ １７２６ －８２１ ０ ３９９８ －０３２ －０８ ０４１ ０６９

１２ ３２７４ ３６９３ ４１８ １２７８ －６０５ ０ ３２０２ －０７３ －２２２ １０３ ０３１

均值 ７２２０ ８５９６ １３７６ １６８５ ７１９７ －０２３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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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小于１ｍｍ，相对偏差由 ２７７％ ～２８７６％降低
到 －０２２％ ～０３１％，特别是在 ４—１０月，修正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结果与 ＰＭ计算结果绝对偏差
与相对偏差均较小。通过配对样本 ｔ检验发现，修
正前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结果与 ＰＭ计算结果除
２月差异不显著，其他月份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１），但修正后计算结果与 ＰＭ计算结果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

图３是修正前后 Ｈａ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值与 ＰＭ

公式计算值间的 ＲＭＳＥ、ＥＦ、ｄ和 ＣＤ值月变化对比，
修正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与 ＰＭ公式间 ＲＭＳＥ、ＥＦ、ｄ
和 ＣＤ的均值分别为３７６ｍｍ、０３９、０８和０８４，优
于修正前的１４６６ｍｍ、－５７４、０５１和 ７８１。可以
看出，修正后的 ＲＭＳＥ、ＣＤ值趋近于 ０，ｄ值趋近于
１，且 显 著 提 高 ４—１０月 模 拟 精 度，修 正 后 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与 ＰＭ公式吻合性较好，在缺少数
据情况下可以替代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在研究区应
用。

图 ３　修正前后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与 ＰＭ计算值间的 ＲＭＳＥ、ＥＦ、ｄ、ＣＤ

Ｆｉｇ．３　ＲＭＳＥ，ＥＦ，ｄａｎｄＣ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Ｍ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３５　未来气候变化下参考作物蒸散发
对未来情景下参考作物蒸散量估算需要输入变

量较少且估算精度较高的方法，气温是目前对未来

气候变化较为可靠的气象预测因子，而利用基于月

尺度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仅需要预测的气温数据就
能准确模拟未来参考作物蒸散发量，并能为未来水

文循环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在中等排放强度下，３个不同时段（２０１１—２０４０
年、２０４１—２０７０年、２０７１—２０９９年）研究区月平均最
高气温、最低气温和月平均气温大致呈现上升趋势，

但平均日温差在干湿季表现不同的特点，在雨季

（４—１０月）随时间有所增加，在旱季（１１月—翌年 ３
月）有所缓和（图４）。

将参考作物蒸散量长期变化采用一次线性回归

方程进行表示，由图５可看出，研究区未来气候倾向
率为５６ｍｍ／（１０ａ），说明未来年参考作物蒸散总
体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与三江源地区 １９６２—２００４年
近４３ａ蒸发量 ５４７ｍｍ／（１０ａ）的倾向率基本相
似

［４９］
。对比未来 ３个时段参考作物蒸散量发现，

２０１１—２０４０年间年平均参考作物蒸散量为８３９９７ｍｍ，
２０４１—２０７０年 间 年 平 均 参 考 作 物 蒸 散 量 为

８６１８４ｍｍ，２０７１—２０９９年间年平均参考作物蒸散
量为８７３８３ｍｍ，虽然参考作物蒸发量增加，但增长
率却有所降低（图６）。

４　结论

（１）通径分析表明，在岷江源区亚寒带湿润区
气温是影响参考作物蒸散发的主要因子，它能综合

其他气象因子的信息对参考作物蒸散发产生影响，

这为在该区域使用基于温度法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提
供了理论基础。

（２）在岷江源区亚寒带湿润气候条件下，与 ＰＭ
标准值相比，未修正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值高估
了 １８６９％，且两者月参考作物蒸散量存在显著差
异，绝对偏差为０９５～３１６ｍｍ，相对偏差为２０９％ ～
２９７％，尤其在降雨集中季，差异更为显著。

（３）通过逐月对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转换系数 Ｃ０进
行修正，能够显著提高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估算精度，尤
其是 在 ４—１０月 雨 季。率 定 期 利 用 修 正 后 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计算的参考作物月蒸散量绝对偏差
由３１７０ｍｍ降到 ０３４ｍｍ，相对偏差由 ２８７６％降
到０３１％，修正后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能够较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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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未来最高、最低、平均气温及日温差月变化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ｍａｘ，Ｔｍｉｎ，ＴｍｅａｎａｎｄΔＴ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图 ５　未来参考作物蒸散量年变化情景

Ｆｉｇ．５　ＹｅａｒｌｙＥＴ０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到亚寒带湿润气候区。

（４）利用在中等排放强度预测的未来气温数
据，结合修正的基于月尺度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模拟
未来研究区潜在蒸散量，为认识未来气候变化下江

　　

图 ６　未来不同时期研究区参考作物蒸散量月变化

Ｆｉｇ．６　ＭｏｎｔｈｌｙＥＴ０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河源区水文循环提供了思路，但陆面实际蒸发过程

变化预测难度较大，结合未来该区域陆面植被及其作

物系数变化才有可能更加准确地估算陆面蒸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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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Ｊ］．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８１－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ＡＬＬＥＮＲ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８１（４）：６５０－６６２．
５　ＡＬＬＥＮＲＧ．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ａｔａ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６，１２２（２）：９７－１０６．

６　ＡＬＬＥＮＲＧ，ＳＭＩＴＨＭ，ＰＥＲＥＩＲＡＬ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Ａ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ｃｒｏ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Ｊ］．

９７２第 ４期　　　　　　　　　　严坤 等：岷江源区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适用性与未来参考作物蒸散量预测



ＩＳＨＳ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１９９７，４４９：１７－３３．
７　ＰＡＮＤＥＹＶ，ＰＡＮＤＥＹＰＫ，ＭＡＨＡＮＴＡＡＰ．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ｕｍ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５，６３（５）：６５９－６６７．

８　ＭＥＮＤＩＣＩＮＯＧ，ＳＥＮＡＴＯＲＥ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ｔａｌ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２０１３，１３９（５）：３４９－３６２．

９　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Ｂ．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ｘａｓｆｒｏｍ 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Ｘ：Ｔｅｘａ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２．

１０　符娜，宋孝玉，夏露，等．云南省不同生态水文分区参考作物蒸散量算法适用性评价［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
４８（５）：２０８－２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５２６＆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６．
ＦＵＮａ，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ＸＩＡＬｕ，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ｃｏ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
４８（５）：２０８－２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吴立峰，白桦，张富仓，等．ＦＡＯ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及简化方法在西北适用性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２）：
１３９－１５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１２１８＆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８．
ＷＵ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Ｆｕｃ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Ｏ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
４７（１２）：１３９－１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倩，段爱旺，高阳，等．基于温度资料估算参考作物腾发量的方法比较［［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２）：１０４－
１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２１６＆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６．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ＤＵＡＮＡｉｗａｎｇ，ＧＡＯ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２）：１０４－１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ＪＥＮＳＥＮＤＴ，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ＧＨ，ＴＥＭＥＳＧＥＮＢ，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０ｕｎｄｅｒｎｏｎｉｄｅ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１２３（５）：３９４－４００．

１４　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ＢＵＲＭＡＮＲＤ，ＡＬＬＥＮＲＧ．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ＳＣＥＭａｎ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７０，１９９０．

１５　ＡＬＬＥＮＲ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ＬＳ，ＲＡＥＳＤ，ｅｔａｌ．Ｃｒｏｐ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ｒｏ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ａｐｅｒ［Ｍ］．Ｒｏｍｅ：ＦＡＯ，１９９８：２９０－３００．

１６　王斌，付强，张金萍，等．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公式的改进及其在高寒地区的应用［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３）：８２－８５．
ＷＡＮＧＢｉｎ，ＦＵ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ｃｏｌｄａ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１，３０（３）：８２－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ＩＴＥＮＦＩＳＵＤ，ＥＬＬＩＯＴＴＲＬ，ＡＬＬＥＮＲ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Ｓ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ｏｒ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２９（６）：４４０－４４８．

１８　ＤＲＯＯＧＥＲＳＰ，ＡＬＬＥＮＲ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ｄａｔ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１６（１）：３３－４５．

１９　ＡＬＬＥＮＲ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ＬＳ，ＲＡＥＳＤ，ｅｔａｌ．Ｃｒｏｐ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ｒｏ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６．Ｒｏｍｅ：ＦＡＯ，１９９８．

２０　贾悦，崔宁博，魏新平，等．考虑辐射改进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模型计算川中丘陵区参考作物蒸散量［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
３２（２１）：１５２－１６０．
ＪＩＡＹｕｅ，ＣＵＩＮｉｎｇｂｏ，ＷＥＩＸｉ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ｒｏｐ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２１）：１５２－１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ＧＨ，ＡＬＬＥＮＲ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５３－６３．

２２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Ｆ，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Ｄ，ＤＥＬＧＡＤＯ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Ｃ．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ｎｄｓｕｂｈｕｍｉ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ｔｍóｓｆｅｒａ，２００９，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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