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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市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

高温的影响及其防御对策

刘文杰 李红梅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热带森林生态站 云南动仑 仅巧加3

摘 要 利用景洪市城郊长期对比观测气象资料 (196 4 一 1义辫)
,

分析了景洪城市热岛效应及其对城

市高温的影响
,

并提出了防御对策
。

结果表明
,

进人 80 年代以来
,

景洪市热岛效应日趋明显
,

且呈明

显的季节性
,

即干季强于雨季
,

干季的夜间强于白天
,

雨季的白天强于夜间 ; 热岛效应不仅增大了市区

高温强度
,

同时增多了高温 日数 ; 减缓热岛效应及高温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绿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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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景洪市 (220 00
,

N
,

101
0

47
,

E ) 为西双版纳

州府
,

地处热带北缘
。

近年来旅游业的兴起带

动了城市规模的高度发展
,

城边大量农田被建

筑物所代替
,

城区建设面积由 1980 年的 4 ki l
l2

扩大 到 199 4 年 的 12
.

7 ki nZ
,

规 划 区达 16. 6

如尹
,

市区街道 由 4 条扩展到 14 条
,

人 口 由 1

万增加到 ro 多万
。

在热带 区域高温背景下迭

加的城市热岛效应 日趋明显
,

进一步加剧 了一

般热浪所带来的高温
,

给人们的生活
、

工作及

旅游活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

景洪市气象站 (简称景洪站 ) 周围原为大

面积农田
,

视野十分开阔
。

现已成为城市中心

区
,

周围全为高大建筑
,

从而造成气象要素值

跳跃式的改变
。

相距约 Z km 的郊区热作研究

所气象站 (简称热作站 ) 位于山丘上
,

四周一

直是大面积的橡胶林
,

受城市气候的影响较

小
,

可作为对比站
。

由于自印 年代以来一直

进行对比观测
,

记录了城市发展至今的过程
,

为城市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

本文选取城郊

两气象站 196 4 一 1卯4 年的气象报表资料
,

进

行对比分析
,

探讨景洪城市热岛及其对城市高

温的影响
。

2 城市热岛效应

城市热岛效应已受到了广泛的研究 [l
一 4 ]

,

但长期对比观测的并不多见
。

景洪市地处热带低山河谷内
,

自然通风条

件较差
,

在热带高温背景下迭加的城市热岛效

应十分明显
,

尤其是进人 so 年代以来
,

随着

城市规模及环境的急剧改变
,

城郊气温差逐年

增大 (图 l)
。

80 年代以前
,

城郊年均温差在

土 0
.

2 ℃之间波动
,

而 80 年代以后温差持续上

升
,

尤其 如年代初期
,

温差平均达 + 0. 5 ℃
。

年均最高温 差和 年均 最低温差 与年均 温相

比
,

升高趋势更为明显
。

尤以年均最低温差

升高最快
,

80 年代为 十 0
.

41 ℃
,

90 年代初

竟达 + 0
.

68 ℃
,

这也说明城市热岛在夜间更

为突出
。

而年均最高温差则表现为 70 年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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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景洪市城郊年温差 5 年滑动平均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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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 80 年代初期上升明显 (平均达 + 0
.

3 ℃ )
,

之后降至 + 0
.

2 ℃处于平稳波动
。

这是由于城

市发展影响了日照时数及太阳辐射等原因 [s]
,

从而减弱了城郊最高温差的进一步增大
。

由于各季节天气状况不同
,

城市热岛效

应在各季节表现也不同
。

如图 2 所示
,

平均温

差及平均最低温差均表现为干季 (1 1
一 5 月 )

远大于雨季 (6
一 10 月 )

,

以平均最低温差 最

明显
。

其中干季平均差值分别为 + 0
.

6 ℃
、

+

0. 7 ℃
,

雨季则分别为 + 0. 2 ℃
、

+ 0
.

3 ℃
。

而

平均最高温差与前二者恰相反
,

干季小 于雨

季
,

干季为 + 0. 3 ℃
,

雨季为 + 0. 6 ℃
。

这是

因为干季多晴朗天气
,

日照充足
,

市区以其特

殊的下垫面储热或释热
,

即白天活动层吸收更

多的辐射热主要用于加热空气或储热
,

夜间建

筑物则缓慢释放其储存的热量以减缓气温的降

低 ; 郊区白天吸收的辐射热则主要用于蒸发和

向地下传波
,

而夜间地表又强烈辐射冷却
,

结

果造成市区干季的昼夜温度明显高于郊区
。

其

中以夜间较强 (最低温差较大 )
,

白天较弱

(最高温差较小 )
,

也即热岛效应在干季的夜间

强于 白天
。

也减弱了郊区地面的辐射冷却闭
。

故城郊平均

最低温差较小
,

.

即雨季热岛效应 白天强于夜

间
。

同时由图 2 可见
,

城市热岛效应干季强于

雨季
,

干季的夜间强于雨季的白天
,

干季的白

天强于雨季的夜间
。

3 热岛效应对城市高温的影响及

高温特征

3
.

1 热岛效应对城市高温的影响

在热带地区的干热季节
,

热岛效应迭加在

连续高温的天气里
,

将进一步加剧一般热浪所

带来的高温
。

由图 3 可见
,

70 年代末期以前
,

市区极端最高气温还低于郊区
,

但 80 年代以

来明显高于郊区 (最高温差达 + 0
.

6 ℃
,

出现

在 19 50
、

19 5 1
、

198 3 年 )
,

随后差值基本稳定

于 + 0
.

1 一 十 0
.

2 ℃
,

差值稳定的原因与城市发

展对日照及太阳辐射的影响有关阎
。

由图 3 最

热月 (4 月 ) 平均最高温差年际变化可见
,

其

变化趋势与极端最高温度大致相似
,

只是差值

增大了 + 0
.

1
、

+ 0
.

2 ℃
。

因 4 月份为全年最热

月
,

高温 日数 (毛笛大于 35
.

0 ℃ ) 出现率占全

年的 40
.

9 % (表 l)
,

且温度较高
,

故平均差

值有所增大
。

统计历年高温日数 (图 3) 发现
,

其变化

趋势与极端最高
、

4 月最高相似
,

其中增加最

多的为 7 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中期 (平均增多

4 天 )
,

随后差值下降
,

在 + 2 天左右波动
。

因

敬撇
低度胜址址高均均均平平平rn‘已」

�OJ,0Op划润

一
。

图 2 景洪城郊各月温差年变化 ( 19 80 一 1男4)

d附姆口助斟
20-2

雨季相应多为阴雨天气
,

太阳辐射弱
,

市

区内由于大部分为不可渗透的地面
,

降水可迅

速排放掉
,

因而其蒸发耗热大大降低
,

白天吸

收的热量多用 于加热空气及储热
,

故气温 较

高
。

郊区则由于降水不能迅速排放
,

辐射热则

多用于蒸发耗热
,

故平均最高温差雨季较大

(即雨季热岛效应白天较强 )
。

夜间因多云雨
,

城郊大气逆辐射均较强
,

减弱了辐射降温的强

度及速度
,

且有逆温层首先在郊区形成
,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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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景洪城郊温差及高温日数差 5 年滑动平均年际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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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 80 一 1卯4 年景洪市平均高温日数 (天 )

温度 (℃ )

35
.

0 ~ 35
.

9

36
.

0 一 36
.

9

37
.

0 ~ 38 9

> 39
.

0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3 18

1 14

0 2

3 0

1 0 3 (6

(40
.

9% )

(3 1
.

8% )

(20
.

5 % )

(6
.

8% )

合计 9 18 13 4 44

为
.

5% 幻
.

9 % 四
.

5 % 9
.

1%

此城市热岛不仅增大了市区高温强度
,

同时也

增多了高温 日数
。

3
.

2 城市高温特征

因西双版纳地区干季 n 一 5 月受西风急流

南支的控制
,

这支途经低纬沙漠或大陆平流过

来的热带大陆气团十分干热困
,

加之本区又受

到一系列高山
、

高原对北方冷 空气的屏 障作

用
,

致使本 区干季天空晴朗少云
、

日照充足
、

降水少且空气湿度低
,

尤以干热季 3 一 5 月为

甚
。

在这种高空环流控制背景下迭加的城市热

岛效应
,

使得城市高温尤为突出
。

从表 1 看
,

热岛效应较明显的 80 年代以来景洪市平均高

温 日数主要出现在 4 一 5 月份 (占 7 0
.

4 % )
,

以

4 月份最多 (占 40
.

9 % )
,

且各温度级别范围

的高温 日数均以 4 月最多
。

全年各温度级别范

围的高温 日数差别很大
,

其中以 35
.

0 一 35
.

9

℃ 的日数最多 (占 40
.

9 % )
,

而 > 39
.

0 ℃ 的 日

数仅为 6
.

8 %
。

因此每年高温多在 35
.

0 一 38
.

9

℃之间 (共 41 天左右 )
,

高温 日数最 多的为

19 89 年 (48 天 ) ; 大于 39
.

0 ℃ 的日数只有 3 天

左右
,

最多有 6 天 (1989 年 )
,

且高温主要 出

现在白天的 14 一 16 时
。

80 年代以来
,

景洪 出现 的最高气 温达

41
.

1 ℃
,

为近 40 年以来极端最高
。

而连续高

温日数一般为 11 天
,

最长达 20 天
,

达 14 天

的年份出现 4 次
。

因而 卯 年代前后
,

市区高

温主要以持续高温为主
。

4 城市高温的防御对策

虽然高纬度地区 的城市热岛效应可以降低
因风导致的寒冷

、

减少降雪等[’]
,

但在热带地

区热岛效应总是不利的
,

它加剧了一般热浪所

带来的高温
,

增加了人对环境的不舒适感
。

当

气温高于 30 ℃ 时
,

人体虽然感到有 比较大的

热压
,

但仍可通过大量排汗达到舒适
。

然而当

气温大于 35 ℃ 时
,

由于气温高于皮肤温度
,

汗液蒸发困难
,

人体感到闷热难受图
。

如何缓

解城市高温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课题
。

在城市建筑物中间合理地布设绿色园林及

种植树木
,

对调节改善城市气候十分有益
,

并

可令人赏心悦目
。

因而造林绿化成了缓解城市

高温
、

减少闷热程度的根本措施
。

研究表明
,

城市绿地中
,

林木改善城市小

气候的作用最为显著
,

可使城市舒适时间提高

ro %左右
,

闷热感觉 比城 区空 旷 地 减少 一

半[s1
。

而不同绿地类型的降温作用差异很大
,

白天片林的降温效果最好
,

高大而树冠相接的

行道树次之
,

草地最差 (表 2) [0]
,

且绿地面

积越大
,

降温效果越明显
。

同时
,

城市绿化还

具有明显的增湿
、

制氧
、

吸碳
、

减少噪声
,

及

吸收汽车排放的有害气体的作用
。

表 2 不同裸地类型降温效应 (19 斜
.

Q7
.

璐
一

伪 )

项 目
’

要 素

草地与裸地温差 装饰性绿地与裸地温差 片林与裸地温差

地面温度 地面温度 气温 地面温度 气温

日均温差 (℃ )
一 2. 2

气温

一 0
.

9
一 3

.

0 一 1
.

0 一 5
.

3

行道树与裸地温差

地面温度 气温

一 4
.

9 ~ 1
.

1

行道树与草地

地面温度 气沮

一 2
.

9 一 0
.

1

伪而
,

城市绿化已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及城市文明标志之一
,

是改善和保

护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
。

因此景洪市在城

市建筑面积急剧扩大
、

热岛效应日益增强的今

天
,

只有大力发展城市绿化
、

科学合理地配置

好不同绿地类型
,

管理好现有的绿化设施
,

把

城市绿化提高到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
,

才能给

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安逸的工作
、

生活及旅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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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5 小结

随着城市的发展
,

景洪市热岛效应日趋明

显
,

尤其是进人 80 年代以来
。

景洪市热岛效

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呈干季强于雨季
,

干季

的夜间强于白天
,

雨季的白天强于夜间
。

城市

热岛效应不仅增大了市区高温强度
,

同时增多

了高温日数
,

因而加剧了一般热浪所带来的高

温
。

造林绿化
、

扩大水域面积是缓解城市高温

的重要措施
,

应当大力发展城市绿化
、

把城市

绿化放到城市建设的首位
,

这对热带地区尤为

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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