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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挠力河作为三江平原最大的流域，其径流变化过程对三江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变化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获取该流域的径流量变化特征，首先采用线性趋势分析法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验法对流域４个代
表性水文站径流序列进行趋势分析，然后采用滑动移除近似熵法（ＭＣ ＡｐＥｎ法）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突变检验法分
别对径流进行突变检验，并对径流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挠力河流域上、中、下游径流量分布不

均匀，且同一水文站径流年际变化较大，不利于挠力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挠力河流域近５０ａ来径流量呈明显
的减少趋势，其中宝清站、保安站、菜咀子站径流下降趋势明显；挠力河径流量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突变后径流呈
明显的减少趋势，发生突变的主要原因是降雨量减少、农业开垦的扩张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的日益增多；滑动移除近

似熵法在进行径流突变分析的过程中，表现出精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是一种适于径流序列突变检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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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流域水文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其中河川径流的变化对整个系统的演化起主导作

用，同时对流域的管理、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１－２］。近年来，河川

径流受地貌、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水利工程以及

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其变化过程表现出更强的随

机性［３－６］。因此，深入剖析河川径流的随机演变特

征，不仅有助于掌握地表水资源的变化趋势［７］，还

可为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提

供科学的依据。

图１　挠力河流域区域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挠力河流域作为三江平原区域最大的流域，流

域面积约占整个三江平原面积的１／４左右，水资源
总量占三江水资源量的１７７％，其径流变化对三江
平原的水资源评价、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环境变化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深入了解挠力河流域

的水资源系统结构和变化规律对三江平原的水资源

规划、优化配置和灾害预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目前对于挠力河流域径流变化规律已经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

果［８－１１］，但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挠力河流域的某一个

水文站或是某两个水文站进行研究，其成果对整个

流域径流变化特征的代表性不强。

因此，本文分别在挠力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

选择代表性较强的４个水文站，采用线性趋势分析
法和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验法［１２－１４］分析近５０年
来这４个水文站径流变化趋势，同时采用突变检验
方法———滑动移除近似熵法［１５－１７］和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突变检验法［１８－１９］分别对挠力河流域径流进行突变

检验，并初步分析影响径流变化的主要原因。

１　研究区概况

挠力河流域位于我国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东北

部，东经 １３１°２１′～１３４°１０′、北纬 ４５°４３′～４７°３５′。
东南以完达山为界，向东与乌苏里江连接，总面积为

２４２万 ｋｍ２，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３８３％，主要分
布于流域西南部和南部；平原占总面积的６１７％，
主要分布于流域北部和中部。挠力河流域属寒温带

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雨量５３４５ｍｍ，年
内分配不均，６—９月份降雨量占全年的７２％。流域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在４８６～７０３ｍｍ。年平均气温
２３～３４℃。流域内河流一般在每年１１月中旬开
始封冻，次年４月中上旬解冻，最大冰厚为１３４ｍ。
平均最大冻土深１７９ｃｍ，最大冻深可达２５３ｃｍ。挠
力河流域作为三江平原最大的流域，为其提供了丰

富的水资源，并为三江平原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２　数据及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分析所用的流域径流和降雨数据摘自

《黑龙江省水文年鉴》中挠力河流域上游的宝清、保

安，中游的红旗岭和下游的菜咀子４个代表性水文
站（图 １），其中宝清站、菜咀子站的序列长度为
１９５６—２０１２年，共 ５７ａ；保安站的序列长度为
１９５８—２０１２年，共 ５２ａ；红旗岭站的序列长度为
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共３７ａ。通过线性求和得到各水文
站的月径流量、月降雨量、年径流量和年降雨量。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滑动移除近似熵法

滑动 移 除 近 似 熵 法 （Ｍｏｖｉｎｇｃｕｔ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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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Ｃ ＡｐＥｎ）是一种新的突变检
测方法，与传统的近似熵法相比，更适合于非线性时

间序列的动力学结构突变检测，检验结果对于滑动

移除窗口尺度的依赖性较小，且能够更为精确地检

测序列突变开始的时间［１５］。ＭＣ ＡｐＥｎ方法的计
算步骤如下［１５］：

（１）首先选择滑动移除数据的窗口长度Ｌ。
（２）然后从待分析时间序列的第 ｉ（ｉ＝１，２，…，

Ｎ－Ｌ＋１，Ｎ为时间序列长度）个数据开始连续移除
Ｌ个数据，再将剩余Ｎ－Ｌ个数据按照原有的顺序连
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时间序列。

（３）利用近似熵方法计算新序列的近似熵
（ＡｐＥｎ）值。

（４）保持移除数据的窗口长度不变，以步长 Ｌ
逐步移动窗口，重复步骤（２）、（３），直到原序列结束
为止。

（５）通过步骤（１）～（４）操作可得到一个随着窗
口Ｌ移动的ＡｐＥｎ值序列。

（６）基于不同动力学性质的数据复杂性大小不
相同、而具有相同动力学性质的数据的复杂性差异

不大这一特点，结合步骤（５）中得到的ＡｐＥｎ序列判
断突变点或突变区间。

近似熵［２０］（ＡｐＥｎ）是一种有效的非线性时间序
列分析方法，其ＡｐＥｎ值算法如下：

（１）假定长度为 Ｎ的时间序列｛ｕ（１），ｕ（２），
…，ｕ（Ｎ）｝，对这一时间序列构造一组维数为 ｍ的
向量Ｘ（１），Ｘ（２），…，Ｘ（Ｎ－ｍ＋１），其中

Ｘ（ｉ）＝｛ｕ（ｉ），ｕ（ｉ＋１），…，ｕ（ｉ＋ｍ－１）｝
（ｉ＝１，２，…，Ｎ－ｍ＋１） （１）

（２）定义向量Ｘ（ｉ）和 Ｘ（ｊ）（ｉ≠ｊ）之间的距离
ｄ［Ｘ（ｉ），Ｘ（ｊ）］为两者对应元素中差值最大的一个，
即

ｄ［Ｘ（ｉ），Ｘ（ｊ）］＝ｍａｘ｜ｕ（ｉ＋ｋ）－ｕ（ｊ＋ｋ）｜
（ｋ＝０，１，…，ｍ－１） （２）

（３）对于每一个ｉ（１≤ｉ≤Ｎ－ｍ＋１）定义
Ｃｍｉ（ｒ）＝（ｄ［Ｘ（ｉ），Ｘ（ｊ）］≤ｒ）／（Ｎ－ｍ＋１）（３）

式中，Ｃｍｉ（ｒ）表示以 Ｘ（ｉ）为中心，在维数为 ｍ、容许
偏差为ｒ的情形下ｄ［Ｘ（ｉ），Ｘ（ｊ）］小于ｒ的概率，从
而表示所有Ｘ（ｊ）与 Ｘ（ｉ）之间相互近似的程度，即
关联程度。

（４）将Ｃｍｉ（ｒ）取对数，再求其对所有的ｉ的平均
值，记为φｍ（ｒ），即

φｍ（ｒ）＝ １
Ｎ－ｍ＋１∑

Ｎ－ｍ＋１

ｉ＝１
ｌｎＣｍｉ（ｒ） （４）

将维数 ｍ加 １，重复步骤（１）～（４），计算
Ｃｍ＋１ｉ （ｒ）和φ

ｍ＋１（ｒ）。

理论上时间序列的近似熵为

ＡｐＥｎ（ｍ，ｒ）＝ｌｉｍ
Ｎ→∞
（φｍ（ｒ）－φｍ＋１（ｒ）） （５）

（５）一般而言，此极限以概率１存在。实际工
作中Ｎ不可能为无穷大。当 Ｎ为有限值时，得到
ＡｐＥｎ的估计值，记为

ＡｐＥｎ（ｍ，ｒ）＝φｍ（ｒ）－φｍ＋１（ｒ） （６）
显然ＡｐＥｎ的值与维数ｍ、容许偏差ｒ的取值有

关。Ｐｉｎｃｕｓ等［２０－２２］建议取ｍ＝２、ｒ＝ｋσ，ｋ为经验系
数（ｋ＝０１～０２５），σ为原始时间序列｛ｕ（１），
ｕ（２），…，ｕ（Ｎ）｝的标准差。
２２２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统计检验法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统计检验法（Ｍ Ｋ法）是世界
气象组织推荐并广泛使用的，同时适用于时间序列

趋势检验［１２－１４］和突变检验的方法［１８－１９］。它不需要

被检验样本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也不受少数样本

异常值的干扰，检测范围宽，人为干扰少，定量化程度

高。因此，适用于水文、气象等非正态分布的数据。

当Ｍ Ｋ法用于趋势分析时，具体步骤如下：
（１）首先建立原假设Ｈ０：时间序列数据（ｘ１，ｘ２，

…，ｘｎ）是ｎ个独立的随机变量同分布的样本，没有
趋势存在。构造统计量Ｓ为

Ｓ＝∑
ｎ－１

ｊ
∑
ｎ

ｋ＝ｊ＋１
ｓｇｎ（ｘｋ－ｘｊ） （７）

其中 ｓｇｎ（ｘｋ－ｘｊ）＝

１ （ｘｋ－ｘｊ＞０）

０ （ｘｋ－ｘｊ＝０）

－１ （ｘｋ－ｘｊ＜０
{

）

（８）

（２）当ｎ＞１０，正态分布的Ｍ Ｋ统计量的计算
式为

Ｚ＝

Ｓ－１
Ｖａｒ（Ｓ槡 ）

（Ｓ＞０）

０ （Ｓ＝０）
Ｓ＋１
Ｖａｒ（Ｓ槡 ）

（Ｓ＜０











 ）

（９）

式中　Ｖａｒ（Ｓ）———Ｓ的方差
在给定的 α置信水平上，如果｜Ｚ｜≥Ｚ１－α／２，则

拒绝Ｈ０假设，认为序列ｘｔ有明显的趋势。其中，若Ｚ
值为正，说明具有上升或增加趋势，反之则呈下降或

减少趋势。当｜Ｚ｜在大于等于 １２８、１６４和 ２３２
时，表明分别通过置信度为９０％、９５％和９９％的显
著性检验。

当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法用于突变检验时，计算步
骤如下：

（１）对于时间序列 ｘｔ，构造一秩序列 ｒｉ，表示
ｘｉ＞ｘｊ（１≤ｊ≤ｉ）的样本累计数，定义ｓｋ为

ｓｋ＝∑
ｋ

ｉ＝１
ｒｉ　（ｋ＝２，３，…，ｎ）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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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假定时间序列随机独立，定义统计量为

ＵＦｋ＝
ｓｋ－Ｅ（ｓｋ）
Ｖａｒ（ｓｋ槡 ）

　（ｋ＝２，３，…，ｎ） （１１）

式中　Ｅ（ｓｋ）———ｓｋ的均值
Ｖａｒ（ｓｋ）———ｓｋ的均方差

ＵＦｋ为标准正态分布，给定显著性水平 α，若
｜ＵＦｋ｜≥Ｕα，则表明序列存在明显的趋势变化。
（３）将时间序列 ｘ按逆序排列，再重复步骤

（１）～（２），同时使
ＵＢｋ＝－ＵＦｋ

（ｋ＝ｎ，ｎ－１，…，１） （１２）
其中 ＵＢ１＝０

通过分析统计序列ＵＢｋ和ＵＦｋ可进一步分析序
列ｘ突变的时间节点，显示突变的区域。若 ＵＦｋ值
大于０，则表明序列呈上升趋势；小于０则表明呈下
降趋势；当它们超过任一临界直线时，表明上升或下

降趋势显著。如果 ＵＢｋ和 ＵＦｋ曲线出现交点，且交
点在两临界直线之间，那么交点对应的时刻即为突

变开始的时刻［２３］。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径流统计参数分析
挠力河流域各水文站年径流量统计参数如表１

所示。分析得出：研究时段内，最大的年径流量为下

游菜咀子站１９６０年的５６１３×１０９ｍ３，最小值为上
游保安站１９７７年的３３×１０７ｍ３；挠力河流域４个
水文站平均年径流量在１６１×１０８～１５１７×１０９ｍ３

之间，其中位于下游的菜咀子站年径流量最大，而位

于上游的保安站年径流量最小；年际变差幅度，即上

游的宝清站极值比最大，中游的红旗岭站极值比最

小；变差系数（Ｃｖ）最大为挠力河下游的菜咀子站，
最小为中游的红旗岭站。

表１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年径流量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水文站名称 最大值／ｍ３ 最小值／ｍ３ 平均值／ｍ３ 极值比 Ｃｖ
宝清　 １４６２×１０９ ７５×１０７ ４８９×１０８ １９４９ ０７３

保安　 ５５５×１０８ ３３×１０７ １６１×１０８ １６８１ ０７２

红旗岭 ６５１×１０８ ９８×１０７ ２２３×１０８ ６６４ ０４９

菜咀子 ５６１３×１０９ ３１１×１０８ １５１７×１０９ １８０５ ０８４

　　此外，通过各站年降雨量序列统计参数（表２）
发现，上游保安站的降雨量最少，下游菜咀子站的降

雨量最多，上游宝清站、中游红旗站的降雨量居中，

可见挠力河流域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同时，根据

各站降雨径流相关分析（表３），发现各站降雨径流
关系均为线性正相关（图２），即各站径流随降雨同
步变化，因而得出该流域径流空间分布不均匀，即下

游径流量最大，中游径流量最小，上游径流量居中。

综合降雨径流相关分析得出的年径流量空间分

布规律和各站年径流量差异较大的特点，不难得出

挠力河流域发生洪旱灾害的风险较大，并可能导致

挠力河流域供需矛盾日益突显。

为了进一步揭示挠力河流域径流的变化特征，

下文将对该流域的径流变化趋势和突变进行深入剖

析。

表２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年降雨量
Ｔａｂ．２　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水文站名称 最大值／ｍｍ 最小值／ｍｍ 平均值／ｍｍ 极值比 Ｃｖ
宝清　 １１１４７ ３０５３ ５３０１２ ３６５ ０２７

保安　 ８４８９ ３１２７ ５１４７１ ２７１ ０２３

红旗岭 ８８５２ ３７４６ ５３１０３ ２３６ ０１９

菜咀子 ８７６ ３７１８ ５７８９３ ２３６ ０１９

表３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降雨径流相关性检验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

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水文站名称 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１的

相关系数检验临界值

宝清　 ０７５０４ａ ０３３８５

保安　 ０７４６５ａ ０３４４５

红旗岭 ０７６４７ａ ０４２３８

菜咀子 ０６１１１ａ ０３３８５

　　注：上标ａ表示通过α＝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３２　径流趋势分析
采用线性趋势分析法［２４］对挠力河流域年径流

序列进行趋势分析，并采用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
验法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

图３为挠力河４个水文站在研究时段内的年径
流量的线性变化趋势。总体看，挠力河流域年径流

量呈现减少的趋势。其中，菜咀子站年径流量下降

趋势最明显，并通过了 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
（｜ｒ｜＝０４９９６＞ｒα＝００５＝０２６３２），下降速率为
３８１７×１０７ｍ３／ａ；宝清站年径流量的线性下降趋势
次之，也通过了 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ｒ｜＝
０５１７９＞ｒα＝００５＝０２６３２），下降速率为 １１１５×
１０７ｍ３／ａ；保安站年径流量线性下降趋势较明显，同
样通过了 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ｒ｜＝０４０２５＞
ｒα＝００５＝０２７５９），下降速率为３１５×１０

６ｍ３／ａ；只
有红旗岭站年径流量线性变化趋势不明显，没有通

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ｒ｜＝００９１１＜ｒα＝００５＝
０２７５９）。

采用Ｍ Ｋ趋势检验法对径流的变化趋势进行
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宝清、
保安和菜咀子３个站的年径流序列减少趋势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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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挠力河流域降雨径流相关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图３　挠力河流域年径流量序列线性变化趋势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ｉｎｅａ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著，而红旗岭站的年径流序列无趋势变化。

表４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年径流量Ｍ Ｋ趋势检验
Ｔａｂ．４　Ｍ Ｋｔｅｓｔ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

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水文站名称 Ｚ值 ｜Ｚα｜（α＝００１） 趋势 显著性

宝清　 －３５３ ２３２ 减少 非常显著

保安　 －２８１ ２３２ 减少 非常显著

红旗岭 ０ ２３２ 无趋势 无

菜咀子 －４０１ ２３２ 减少 非常显著

　　综合线性趋势法和Ｍ Ｋ趋势检验法的分析结
果可以得出，挠力河流域的年径流量近５０ａ来总体
上呈明显的减少趋势。

３３　径流突变分析
为深入分析径流序列内部的变化特征，从而构

建准确的径流预测模型，径流突变特征是必须考虑

的因素。本文选用滑动移除近似熵法（ＭＣ ＡｐＥｎ）
和Ｍ Ｋ突变检验法分别对挠力河流域的月（年）
径流序列进行突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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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月径流量突变分析
经过试算，本文ＭＣ ＡｐＥｎ的滑动移除窗口长

度为１２个月，移动窗口步长Ｌ为１２个月，ｍ＝２，ｒ＝
１５σ（σ为原始时间序列｛ｕ（１），ｕ（２），…，ｕ（Ｎ）｝
的标准差），根据２２１节 ＭＣ ＡｐＥｎ的计算过程，
分析得到挠力河流域各水文站径流量的近似熵值

（图４）。由图 ４可以看出：宝清站径流序列 ＡｐＥｎ
值明显的分为２个不同的变化过程，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的近似熵值较大，而１９６７—２０１２年的近似熵值相对
较小，基于不同动力学性质的数据其复杂性不相同，

近似熵值不相同，而具有相同动力学性质的数据的

复杂性差异不大，近似熵值相同这一特点，表明径流

序列的复杂性发生了变化，这也意味着宝清站径流

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８］；保安站和菜咀子站的径流序列分析结果同宝

清站一样，即径流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红旗岭站径
流序列近似熵值无明显的变化过程，一直处于较稳

定的波动状态，初步表明红旗岭站径流序列没有发

生突变。这可能与其建站较晚有关，红旗岭站于

１９７７年设立，对于１９７７年以前的径流资料没有统
计。

为进一步分析红旗岭站数据序列较短是否会导

致其突变特性与其他３个站的特性不一致的现象，
将宝清、保安、菜咀子３站的径流序列长度均调整为
与红旗岭站相同的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再次应用 ＭＣ
ＡｐＥｎ对３站突变特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５所
示。据图５分析可知：宝清站、保安站和菜咀子站
ＡｐＥｎ值之间的差异不大，变化十分稳定。据此可判
断宝清、保安和菜咀子 ３站月径流序列在 １９７７—
２０１２年之间没有发生突变。这也进一步证明红旗
岭站突变特性与其他３站（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的突变
特征相符这一事实。

综合以上４个代表站的径流突变分析结果，发
现挠力河流域月径流序列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突变

图４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月径流量ＭＣ ＡｐＥｎ的突变分析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Ｃ ＡｐＥｎ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图５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月径流突变分析结果
Ｆｉｇ．５　ＭＣ ＡｐＥｎ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７—２０１２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菜咀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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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径流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选用Ｍ Ｋ检验法对挠力河水文站月径流量进
行分析，突变检验结果如图６所示。据图６分析可
知：宝清站ＵＦ和ＵＢ２条曲线在１９６６年处出现交点，
且交点在临界线之间，则１９６６年是宝清站径流突变
开始的时间，径流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同时由ＵＦ曲
线可知，从１９７４年开始宝清站月径流量有明显的下
降趋势，并且远远的超过了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临
界线，表明径流下降趋势是显著的；保安站ＵＦ和ＵＢ
曲线只存在１９６６年一个突变点，年径流量具体表现

为下降的趋势，并且这种下降趋势在１９７９年以后也
超过了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临界线，表明径流下降
趋势显著；菜咀子站ＵＦ曲线和ＵＢ曲线在１９６６年存
在交点，且在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的２条临界线之
间，则推测１９６６年即为突变时间的节点。同时由ＵＦ
曲线可以看出，１９６６年左右发生突变以后，ＵＦ曲线
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超过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临界
线，表明菜咀子站月径流量下降趋势显著；红旗岭站

ＵＦ曲线和ＵＢ曲线在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临界线
没有交点，即没有突变点。

图６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月径流量Ｍ Ｋ突变分析结果
Ｆｉｇ．６　Ｍ Ｋ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综合以上４个代表站月径流量Ｍ Ｋ突变检验
分析，表明挠力河流域月径流量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
变。该结论与ＭＣ ＡｐＥｎ突变检验结论相同。
３３２　年径流量突变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挠力河径流量的突变特性，分别用

ＭＣ ＡｐＥｎ法和Ｍ Ｋ法对流域的年径流量进行分
析。从ＭＣ ＡｐＥｎ法对流域年径流量的突变分析
（图７）发现，宝清、保安、菜咀子３站年径流量在１９６６
年发生突变，而红旗岭站年径流量没有突变发生。同

时从Ｍ Ｋ法对流域的年径流量突变分析（图８）发
现，挠力河流域４个水文站在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
临界线之间均没有突变点，但从ＵＦ曲线的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挠力河年径流量呈现下降的趋势。

综合以上月径流和年径流的突变分析过程发

现，ＭＣ ＡｐＥｎ法作为新的突变检验方法，能准确地
检验出月径流和年径流序列的突变节点；相比之下，

Ｍ Ｋ突变检验法只能检验出月径流序列中突变最
大的时间节点，且无法检验出年径流序列（与月径

流序列相比，长度较短）的突变点。因此，Ｍ Ｋ方
法对于短序列突变检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３４　径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４１　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挠力河径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２方
面：

（１）农业开垦。挠力河流域从 １９５６年以来经
历了３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垦，这种大规模的开垦致
使挠力河流域大片天然湿地被盲目的开垦［２５］，流域

下垫面条件改变，流域蒸发加剧，致使径流量减少，

另一方面，农田灌溉面积的增加引起了农业用水的

增加［９］，直接造成径流量的减少。

（２）水利工程建设。随着挠力河流域社会经济
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用水大量增加，挠力河

流域兴建成许多用于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如龙头桥水库、蛤蟆通水库、清

河水库等［２６］。水库的建立，使得流域上中下游之间

联通性减弱，改变了天然径流过程。同时，河面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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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挠力河流域水文站年径流量ＭＣ ＡｐＥｎ的突变分析结果
Ｆｉｇ．７　ＭＣ ＡｐＥｎ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图８　挠力河流域各水文站年径流量Ｍ Ｋ突变分析结果
Ｆｉｇ．８　Ｍ Ｋ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缩减，致使径流量减少。

３４２　气候变化的影响
降雨是径流产生的关键驱动力［１１］，为分析降雨

量对径流量的影响，应用线性趋势分析法对挠力河

流域降雨进行趋势分析（图９），发现降雨变化与径
流变化一致，均呈下降趋势，再结合降雨径流正相关

关系和降雨产流的水文特性，可得出挠力河流域降

雨量的减少是除农业开垦和水利工程建设以外导致

径流减少的另一主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初步推测挠力河流域径流量在

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的原因可能是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共同导致的。

４　结论

（１）挠力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径流量分布不
均匀，下游的年径流量偏多；上游的年径流量次之，

且左右两岸水文站的径流量差别较大；中游的年径

流量居中。此外，同一水文站的径流量年际变化也

较大。可见挠力河流域年径流量的时空分布不均对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十分不利的。

（２）采用线性趋势分析法和 Ｍ Ｋ趋势检验法
２种方法对年径流量进行趋势分析，结果表明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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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挠力河流域年降雨量序列线性变化趋势曲线
Ｆｉｇ．９　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Ｎａｏｌ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宝清站　（ｂ）保安站　（ｃ）红旗岭站　（ｄ）菜咀子站
　
河流域近５０年来径流量呈显著的减少趋势，其中宝
清站、保安站、菜咀子站径流量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而红旗岭站径流量总体无明显的变化趋势，这与该

站设站时间较晚有关。

（３）利用滑动移除近似熵法和 Ｍ Ｋ突变检验
法分别对挠力河流域的径流序列进行突变分析，结

果表明挠力河流域径流序列在１９６６年发生突变，且
突变后径流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并对影响径流变化

的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人类活动

　　

和气候变化共同导致的。

（４）滑动移除近似熵法作为新的突变检验方
法，在挠力河径流量的突变分析过程中，表现出很强

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能准确地检测出径流序列所

有的突变节点；而 Ｍ Ｋ突变检验法由于其对时间
序列长度的依赖性，并不能准确地确定时间序列的

突变时间节点，同时其本质上只适应于序列存在趋

势突变的情况，如果序列本身无明显的趋势变化，则

其无法准确判别序列中的突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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