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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热岛效应与干岛效应

莫 新

广西气候中心

摘 要 通过对柳州市区与郊区气象站历年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

揭示

柳州市热岛效应和干岛效应的特征及其规律
,

探讨柳州市热岛效应与干岛效应的形

成与变化的原因
,

以便为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热岛效应 干岛效应 柳州

引言

近代
,

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
,

城市人 口密集
,

能源燃料倍增
,

大气污染 日趋严

重
,

下垫面特性发生巨大变化
,

导致了城一郊热传导和热容量的显著差异
,

形成城市湿度小
,

温

度高
,

结果出现城市热岛效应和干岛效应
,

这既影响了生态平衡
,

也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影

响
。

故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

进行研究
,

并发表了不少论著
。

因此
,

有必要对我区城

市气候效应进行分析
,

以便为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

本文用柳州地区气象台地面观测站作为市区代表站
,

柳州沙塘气象站作为郊区代表站
。

柳州

地区气象台地面观测站位于柳州市区西北面黄村头胶树岭 北纬 终
“ ’ ,

东经
“ , ,

当

地 一 月和 ‘ 月盛行偏北风
,

一 月盛行偏南风
,

全年盛行偏北风
。

由于柳州地区气象台

地面观测站于 年 月才搬入市区胶树岭
,

故本文所用资料序列为 ‘ 年
,

共 年
。

柳州市热岛效应及特征

在城市气候学中
,

把同一时间离地面相同高度城市市区气温比周围郊区高的现象称之为
“

城

市热岛效应
” 。

资料分析表明
,

柳州市热岛效应亦十分明显
,

是柳州市气候的典型特征之一
令 柳州市热岛效应的日变化

表 柳州市城一郊各季代表月的各时次气温比较 纽讨 一 望沁年 单位 ℃

次次次
年最 年最 年日日

,,,,,,,,,,,,,,,,,,,,,,,,,,,,,,,,,,,,,,,,,,, 低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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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均均均均均均温 均温 均差差

市市 区区 之
,

加 肠 乃 乃

郊郊 区区
一

民 名 加 忍
, ,

差差 值值 一
‘

认 一 一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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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柳州市城 一郊各季代表月各时次温差看出 城一郊温差以 时最大
, 、

时次

之
,

时最小 说明柳州市热岛效应夜间比白天强
, ’

午间最弱 这还可从表 城一郊年平均最

高气温差为 ℃
,

而年平均最低气温差为 ℃得到证实 多年平均气温 日较差市区比郊区小

℃
,

也说明柳州市区气温 日较差 比郊区 、得多
。

柳州市热岛效应夜间强于 白天的原因是由于市

区与郊区的下垫面性质
、

大气污染和人为热等不同
。

市区下垫面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材料比郊区

自然下垫面的热容量大
,

导热率高
,

白天市区卞垫面吸收的辐射能和贮存的热量比郊区多
。

市区 才 ,

下垫面贮存热量多
,

夜晚下垫面温度比郊区高
,

通过长波辐射提供给空气的热量 比郊区多
,

再加

上市区上空有污染覆盖层善于吸收地面长波辐射
,

特别是 吸收地面辐射能力更强
,

这就使

得市区夜晚气温比郊区高
,

大气逆辐射又强
,

市区地面更不易冷却 表 还反映出各时次温差

月和 月较大
,

月和 月较小
。

亦即
,

从各时次温差看
,

柳州市热岛效应秋冬季强于春夏季
。

柳州市热岛效应的月变化

表 柳州市城一郊平均气温比较 少闷 一 兜刃年 单位 ℃

诀诀诀
年平均均

市市 区区 名 刀 为

郊郊 区区 从 石 左 劝

差差 值值

从表 柳州市城一郊累年逐月平均气温统计得出 月平均气温市区高出郊区 一
、

℃
,

年平均气温市区高出郊 区 ℃
。

说明柳州市热岛效应还是较强的
。

从季变化看
,

城 一

郊温差秋冬季 月至次年 月 大于春夏季 月至 月
,

秋冬季城一 郊温差为 ℃
,

而春夏季为 ℃ 也就是说柳州市热岛效应秋冬季比春夏季强
。

原因是秋季多晴朗天气
,

白

天太阳直接辐射强
,

日照时数多
,

‘

城市下垫面吸收和贮存的热量多
,

从而使市区与郊区下垫面的

贮热量和下垫面向大气长波辐射量的差异更加明显
,

城市热岛效应加强 从月变化看
,

市区与郊

区的温差是 月最大
,

月次之
,

月最小
。

亦即从月角度来说
,

柳州市热岛效应 月最强
,

月次之
,

月最弱

柳州市热岛效应的历年变化

从表 柳州市城一 郊 “ 一 年每 年的年平均气温
、

年平均最低气温统计得出 每

年的城一 郊年平均气温差随时间推移而增大
。

一 年城一 郊年平均气温差为 之 ℃
,

到 一 年则增至 。 ℃
,

平均每 年以 ℃的速度递增
。

而每 年城 一 郊年

平均最低气温差增大更为明显
。

其由 一 年的 ℃增至 一 年的 ℃
,

平均每 年以 ℃的速度递增
。

这说明
,

随着城市发展 柳州市热岛效应加强
,

且这种加强

夜晚比白天显著 热岛效应夜晚比白天强这一结论与前面各时次城一郊气温差分析得出的结论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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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城 一郊每 年年平均气温
、

年平均最低气温比较 弹位 ℃

】 男 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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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柳州市热岛效应

表 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柳州市城一郊平均气温比较 单位 ℃

黝黝黝
年 月 日日 年 月 日日 年 月 日日

晴晴晴 天天 阴 天天 雨 天天

市市 区区
,

郊郊 区区

差差 值值

城市热岛效应是一种中小尺度的气候特征
,

热岛强度的大小受到天气系统等因素的影响
,

当天气处于高压控制下的晴好天气时
,

将有利于热岛效应加强
,

而当天气出现阴天或雨天时
,

热岛效应减弱 从表 看出
,

柳州市区与郊区的气温差
,

晴天最大
,

阴天次之
,

雨天最小
。

亦

即晴天热岛效应最强
,

阴天次之
,

雨天最弱
。

原因是当云量增多时
,

在白天使太阳直接辐射大

大减弱
,

市区下垫面所吸收和贮存的热量减少
,

市区与郊区下垫面的贮热量及下垫面向大气长

波辐射量的差异就不那么明显
,

因而
,

热岛效应减弱

柳州市干岛效应及特征

据柳州市城一郊平均相对湿度资料分析表明
,

柳州市存在明显的干岛效应 其也是柳州市
, 气候的典型特征之一

。

柳州市千岛效应的月变化

柳州市城一郊平均相对湿度比较 夕洲 一 望月年 单位

年平均

刃佗

市区

郊区

差位

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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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看出
,

柳州市 区平均相对湿度明显 比郊区小
。

市区各月平均相对湿度比郊区小

一
,

年平均相对湿度比郊区小
,

说明柳州市区比郊区干燥
,

存在干岛效应 原因是市

区下垫面的建筑物和铺砌的坚实路面大多是不透水层
,

地面状态的吸水
、

贮水力远比郊区差
,

二

旦有降雨
,

不能较好地保留在土壤植被中
,

很快从下水道流失
,

而且地面以下的水又很难通过水

泥
、

柏油路面渗透上来
,

地面经常保持干燥
,

导致空气中水汽含量的减少 再有
,

市区植物覆盖

面积小
,

蒸发和蒸腾作用都比郊区小 通过蒸发和蒸腾作用输送给大气的水汽也就比郊区少 此

外
,

由于热岛效应
,

市区气温高于郊区
,

也使得市区相对湿度变小
。

从表 还看出
,

一 月

城一 郊湿度差值最大
,

城市干岛效应最强 月城一郊湿度差值最小
,

城市干岛效应最弱
。

柳州市千岛效应的年变化

表 柳州市城一 郊每 年年平均相对派度比较 单位 ,

次次次
’ 卯 死 绍 】夕叭》》

市市区区 社社

郊郊区区 诊 花花

差差值值 一 一 一 一 一

从表 看出
,

柳州市每 年平均相对湿度随时间推移而减小 每 年城一郊平均相对湿度

差的绝对值随时间推移而呈线性上升
。

说明
,

随着城市的发展
,

城市规模的扩大
,

柳州市愈来愈

干燥 干岛效应愈来愈强
。

结束语

上述分析表明 柳州市区气温高于郊区
,

存在明显热岛效应
,

且热岛效应秋冬季强于春

夏季
,

夜晚强于 白天
。

柳州市区湿度低于郊区
,

市区 比郊区干燥
,

存在明显干岛效应
,

且干

岛效应 一 月最强
,

月最弱 随着城市发展
,

城市规模的扩大
,

柳州市热岛效应和于岛

效应都随之加强
。

复杂的城市下垫面建筑物及下垫面特性是形成柳州市干岛效应的主要原

因
,

亦是柳州市热岛效应形成的重要因素
‘

据此
,

建议有关部门在今后城市规划与建设上要合

理布局
,

加强规划
,

特别是要加强绿化
,

同时
,

·

在工厂区的设置上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
,

控

制污染源
,

以调节城市气温和湿度
,

减弱城市热岛效应和干岛效应
,

防止气候恶化 总而言

之
,

应通过各种努力使城市向着有益于人体健康
、

生态平衡和改善地理环境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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