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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避暑气候舒适度分析

李越ꎬ胡雪ꎬ赵海江ꎬ孙晓霞ꎬ李幸璐
(张家口市气象局ꎬ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５１)

摘　 要　 基于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市及各县(区)１４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夏季(６—８ 月)逐

日平均气温、最高 / 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ꎬ计算体感温度ꎬ分析气候舒适度分布ꎬ并统

计北京、石家庄高温日数及体感温度变化特征ꎬ从而对比分析张家口地区避暑旅游优势ꎮ 结果表

明:(１)张家口夏季平均气温变化范围为 １９.６~２２.５ ℃ꎬ相对湿度范围为 ５６％~７２％ꎬ平均风速范围

为 １.８~２.５ ｍｓ－１ꎬ气温、湿度、风较适宜ꎬ有利于避暑旅游活动的开展ꎮ (２)张家口地区夏季体感温

度为 １９~２３ ℃ꎬ随地形变化特征显著ꎬ坝上地区体感温度低于坝下地区ꎮ (３)除康保、沽源、张北

外ꎬ张家口夏季大部分区县多数时间处于舒适范围内ꎬ７ 月是张家口夏季舒适日数最多的月份ꎮ
(４)与石家庄、北京相比ꎬ张家口具有高温日数少、平均体感温度适宜和舒适天数比例高的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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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避暑旅游是一种典型的以气候作为关注点的旅

游方式ꎮ 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较多的探讨ꎬ普遍认为

避暑旅游是指游客在夏季到旅游目的地消暑纳凉、度
假疗养的一种旅游方式ꎮ 现今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

展及人们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外出旅游

成了大众休闲娱乐的普遍选择ꎬ避暑更是夏季旅游市

场的主旋律ꎮ 为此ꎬ利用气候资源开发的旅游气象服

务产品应运而生ꎬ各类旅游气象指数预报日益受到重

视ꎬ其中气候舒适度是衡量避暑旅游基地建设是否适

宜的最基本指标[１]ꎮ 国外研究气候对旅游的影响起

步较早ꎬ相关研究较为全面[２－４]ꎬ早期研究主要基于

统计经验性指标分析[５－６]ꎬ近期主要基于人体热量平

衡的机理模型[７] 开展分析ꎮ 国内气象学者研究气候

舒适度对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 ３ 个方面:避暑

型气候的地域类型、自然气候因素对季节性旅游客流

变化的影响、基于不同指数对省市气候进行评价等ꎮ
陈慧等[８]对中国属于避暑型气候的地域进行了空间

分布、时间变化和舒适特征的分析ꎬ将中国避暑型气

候大致分为西南高原型、中东部山岳型、东北山地平

原型、西北山地高原型和环渤海低山丘陵型 ５ 种地域

类型ꎻ陆林等[９]通过典型海滨型和山岳型旅游地气候

舒适性对比ꎬ指出自然气候是季节性旅游客流变化的

主导因素ꎻ周浩亮等[１０] 通过人体舒适度指数评价气

候对人体的影响ꎬ分析了威海的旅游气候资源优势ꎻ
侯亚红等[１１]对辽宁旅游景点气象要素及空气质量对

比分析ꎬ并根据分析结果建立了避暑气象指数ꎻ张波

等[１２]利用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穿衣指数从气候舒

适度的角度分析了贵州省夏季旅游时间、空间分布情

况ꎬ指出 ６ 月是贵州省旅游的最佳月份ꎻ贾蓓西等[１３]

通过模型分析了不同气象条件对青岛滨海旅游经济

产出的影响ꎻ宿海良等[１４]指出河北北部秦皇岛、张家

口、承德是夏季游适宜期最长的地区ꎬ张家口是夏季

最舒适的城市ꎻ邱继玲[１５]等综合温湿指数、风效指数

和舒适度指数对梁山县旅游气候舒适度进行了评价ꎬ
指出旅游气候舒适度的不利因素主要是高低温ꎬ而
风、降水和日照对旅游的影响利大于弊ꎮ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ꎬ地势总体西北高、东
南低ꎬ阴山山脉横贯中部ꎬ将全区分为坝上和坝下两

大部分ꎮ 坝上地区海拔高度一般在 １ ４００~１ ６００ ｍꎬ
包括康保、张北、尚义和沽源县ꎬ坝下地区海拔高度一

般在 ５００~９００ ｍꎬ共包括怀来县、阳原县、蔚县、怀安

县、赤城县ꎬ区包括宣化区、下花园区、全区、崇礼区、
桥东区、桥西区、高新区ꎮ 近年来ꎬ张家口大力推动旅

游扶贫和乡村旅游发展ꎬ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张家口荣膺

“全国避暑旅游十强城市”称号ꎬ为进一步研究避暑旅

游舒适度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２２ 年北京和张家口联合成

功举办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残疾人奥林匹

克运动会ꎬ张家口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ꎬ迅速成为旅

游热门目的地ꎬ推出精准旅游气象服务显得势在必

行ꎮ 近年来有关张家口地区的旅游研究有限ꎬ同时避

暑旅游地多呈现局地性小气候特点ꎬ但尚未有学者对

张家口地区避暑旅游气候舒适度的分析和评价进行

细致研究ꎮ 本文通过时间、空间上对张家口地区避暑

旅游气候舒适度进行分析和探索ꎬ以期揭示夏季旅游

气候舒适度的变化特征ꎬ为合理开发旅游气象服务产

品和宣传旅游气候资源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采用河北省共享平台张家口地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１４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图 １)夏季(６—８
月)逐日平均气温、最高 /最低气温、平均风速、相对

湿度资料ꎬ数据经过质量控制ꎬ剔除了缺报时次ꎮ
１.２　 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方法

人体对外界环境的冷热感受(即体感温度)受

多种气象要素综合影响ꎬ其中气温是主要气象影响

要素ꎬ 此外还受大气湿度、 风速等气象要素影

响[１６－１８]ꎮ 本文采用吴普等[１９] 的研究方法ꎬ该方法

综合考虑了不同情况下气温、相对湿度和风速对体

感温度的共同作用ꎮ 基于上述有直接影响的评价要

素进行综合分析ꎬ计算出各站点体感温度ꎮ 在此基

础上ꎬ利用体感温度划分舒适度等级ꎬ研究 ６—８ 月

张家口各县(区)避暑旅游旺季的气候舒适度分布

特征ꎬ对张家口地区气候适宜性进行定量分析评价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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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温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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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张家口 １４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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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ｓ、ｔｍａｘ、ｔｍｉｎ、ｔ 分别为体感温度、日最高气温、日
最低气温、日平均气温ꎻＶＲＨ为日平均相对湿度ꎻｖ 为

日平均风速ꎮ 基于体感温度的舒适度等级划分标准

见表 １ꎮ

表 １　 基于体感温度的舒适度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ｌｅｖ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单位:℃

舒适度等级 体感温度

最舒适 ２２≤Ｔｓ≤２４
舒适 ２０≤Ｔｓ<２２ 或 ２４<Ｔｓ≤２５

较舒适 １８≤Ｔｓ<２０ 或 ２５<Ｔｓ≤２８
热不舒适 Ｔｓ>２８
冷不舒适 Ｔｓ<１８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气象要素特征

２.１.１　 气温

对张家口地区夏季平均气温及各县(区)的气温

要素进行特征分析ꎬ夏季平均气温在１９.６ ~ ２２.５ ℃之

间波动ꎬ平均气温为２０.９ ℃ꎬ气候倾向率为０.３４２ ℃
(１０ ａ) －１ꎬ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ꎬ平均气温呈不显著

上升趋势(图 ２ａ)ꎮ 坝上坝下区域气温差距明显ꎬ坝上

四县及崇礼 ６—８ 月的月平均气温都在 ２０ ℃以下ꎬ坝
下地区除赤城 ６ 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２０℃以下ꎬ其他地

区月平均气温均高于 ２０ ℃ꎬ其中怀来夏季多年平均气

温最高为２３.７℃ꎬ沽源县多年平均气温最低ꎬ为１７.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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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张家口地区平均气温时间变化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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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相对湿度

空气相对湿度过低或过高均会使人体产生不适

感ꎬ较为适宜的相对湿度范围为 ４５％ ~ ６０％[２０]ꎮ 对

张家口地区湿度年际特征进行分析ꎬ夏季平均相对

湿度为 ５６％ ~ ７０％ꎬ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ꎬ最大值

７０％出现在 １９９５ 年ꎬ最小值 ５６％出现在 ２００９ 年(图
３ａ)ꎮ ６—８ 月相对湿度逐月增加ꎬ夏季赤城县相对

湿度最高ꎬ而最低的为张家口市区(图 ３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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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张家口地区平均相对湿度时间变化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２.１.３　 风速

由张家口地区夏季 ３１ ａ 风速平均值逐年变化

(图 ４ａ)来看ꎬ夏季月平均风速在 １.８８ ~ ２.４７ ｍｓ－１

之间ꎬ逐年平均风速总体呈上升趋势ꎬ最大值(２.４７
ｍｓ－１)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ꎬ最低值(１.８８ ｍｓ－１)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ꎮ 各个区 ６、７、８ 月的平均风速都在 ２ 级及

以下ꎬ且 ６ 至 ８ 月平均风速逐月减小ꎬ夏季的崇礼月

均风速最小ꎬ张北月均风速最大(图 ４ｂ)ꎮ
２.２　 旅游气候舒适度

２.２.１　 体感温度时间变化

如图 ５ 所示ꎬ张家口地区夏季体感温度在 １９ ~
２３ ℃ 之 间 波 动ꎬ 其 气 候 倾 向 率 为 ０. ２５６ ℃
(１０ ａ) －１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ꎬ呈不显著增加

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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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张家口地区平均风速时间变化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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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李越等:张家口避暑气候舒适度分析

　 　 计算各地区 ６—８ 月逐日体感温度 ３１ ａ 平均

值ꎬ如表 ２ 所示ꎮ 坝上地区及崇礼地区平均体感温

度未超过 １９ ℃ꎬ赤城、蔚县、张家口等 ９ 个站平均体

感温度在 ２０ ℃以上ꎬ最高值２３.５ ℃出现在涿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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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地区夏季平均体感温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２.２.２　 体感温度空间分布

张家口地区夏季体感温度整体呈现由北向南呈

递增的特点(图 ６)ꎮ ６ 月体感温度普遍在 １５ ~ ２２
℃ꎬ７ 月体感温度在 １８~２５ ℃ꎬ８ 月体感温度在 １７~
２４.０ ℃ꎮ 夏季张家口南部地区体感温度普遍高于

北部ꎬ即坝下地区体感温度高于坝上地区ꎬ蔚县东南

部、涿鹿西南部体感温度也较低ꎬ通过与张家口地区

的地形图相结合进行分析可知ꎬ这些地区虽处于坝

下但由于海拔比较高ꎬ导致体感温度略低于同纬度

地区ꎮ
表 ２　 ６—８月各站点逐日平均体感温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单位:℃

站点 平均体感温度

康保 １７.４
沽源 １７.２
尚义 １７.８
张北 １７.６
崇礼 １８.６
赤城 ２０.３

张家口 ２２.４
万全 ２２.０
宣化 ２１.９
怀安 ２１.９
怀来 ２３.３
涿鹿 ２３.５
阳原 ２１.８
蔚县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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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体感温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３　 不同等级舒适度日数

表 ３ 给出了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地区 ６—８ 月

不同舒适等级多年平均日数ꎮ 统计显示 ６ 月、８ 月

坝上四县(康保、沽源、尚义、张北)“冷不舒适”等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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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出现频率较高ꎬ７ 月张家口所有区县多数时间

处于舒适范围(包括“较舒适”、“舒适”、“最舒适”
等级)ꎮ 除康保、沽源、张北外ꎬ张家口其他区县夏

季“较舒适”、“舒适”、“最舒适”等级日数总和所占

比例均在 ５０％以上ꎬ且坝下区县“较舒适”、“舒适”、
“最舒适”等级日数总和所占比例超过 ９０％ꎮ “热不

舒适”等级在张家口夏季出现频率极低ꎮ 即张家口

夏季多数区县多数时间处于舒适范围内ꎬ７ 月是张

家口地区夏季舒适日数最多的月份ꎮ
２.３　 北京、石家庄、张家口夏季舒适度对比

中国气象局定义日最高气温 ｔｍａｘ≥３５ ℃为高温

日ꎮ 由于夏季气温高于 ３３ ℃可能对体弱者或老年

人产生不良影响[２１]ꎬ选取临近张家口的北京、石家

庄站与张家口的最高气温进行对比ꎬ分别统计日最

高气温 ３３ ℃至 ３５ ℃、３５ ℃至 ４０ ℃和超过 ４０ ℃的

日数ꎮ
张家口位于北京西北方ꎬ距北京约 ２００ ｋｍꎬ位

于石家庄北边ꎬ直线距离大约 ４００ ｋｍꎮ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石家庄、北京的高温天气多集中在 ７ 月

(表 ４)ꎮ 石家庄、北京各时段日最高气温超过 ３３ ℃
和超过 ３５ ℃的天数远高于张家口ꎬ其中石家庄最高

气温超过在 ３３ ℃至 ３５ ℃的天数是张家口 ２ 倍多ꎬ
３５ ℃至 ４０ ℃的天数是张家口 ３ 倍多ꎻ北京与张家

口距离较近ꎬ但受地形、地理位置等影响ꎬ张家口的

高温天数明显比北京少ꎬ３１ ａ 内张家口只有 １ ｄ 气

温高于 ４０ ℃ꎬ而北京有 ３ ｄꎬ且都在 ７ 月ꎬ而石家庄

在 ６ 月、７ 月分别有 １２ｄ、１０ｄ 超过了 ４０ ℃ꎮ ８ 月张

家口、石家庄、北京均无超过 ４０ ℃的高温天气ꎮ

表 ３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６—８月张家口地区不同等级舒适日数年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ｄａｙ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单位:ｄ

站点
冷不舒适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热不舒适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较舒适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舒适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最舒适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康保 ２２.９ ９.５ １８.１ ０ ０ ０ ５.４ １１.９ ８.０ １.５ ７.３ ４.０ ０.２ ２.２ ０.９
沽源 ２３.３ １０.５ １８.３ ０ ０ ０ ５.３ １１.１ ７.８ １.３ ７.３ ４.２ ０.１ ２.０ ０.７
尚义 ２１.５ ８.０ １５.３ ０ ０ ０ ５.９ １１.４ ９.３ ２.４ ８.４ ５.０ ０.３ ３.２ １.５
张北 ２２.１ ８.９ １６.７ ０ ０ ０ ５.９ １１.５ ８.７ １.８ ７.９ ４.６ ０.２ ２.６ １.０
崇礼 １８.５ ４.４ １３.４ ０ ０ ０ ８.０ １０.７ ９.３ ２.９ １１.２ ６.２ ０.５ ４.７ ２.２
赤城 １１.２ １.３ ４.８ ０ ０ ０ ９.５ ５.８ ８.５ ６.５ １３.１ １１.６ ２.８ １０.８ ６.１

张家口 ４.５ ０.２ １.３ ０.１ １.６ ０.２ ８.０ ７.３ ７.０ １１.０ ９.８ １２.８ ６.４ １２.１ ９.６
万全 ５.１ ０.３ １.５ ０ ０.９ ０.２ ７.９ ６.７ ７.６ １１.０ １０.２ １１.６ ６.０ １２.８ １０.１
宣化 ５.３ ０.４ １.７ ０ ０.５ ０.１ ７.７ ６.８ ６.３ １１.１ １０.１ １２.５ ６.０ １３.２ ９.５
怀安 ５.０ ０.３ １.８ ０ ０.５ ０.１ ８.４ ６.５ ７.５ １１.０ １０.６ １２.２ ５.５ １３.１ ９.４
怀来 ２.５ ０ ０.６ ０.２ ２.１ ０.５ ７.２ １１.０ ７.９ １０.６ ９.３ １１.９ ９.４ ８.６ １０.１
涿鹿 ２.０ ０.１ ０.３ ０.１ ２.１ ０.４ ７.１ １２.４ ９.０ １１.１ ９.２ １１.４ ９.７ ７.２ ９.８
阳原 ４.９ ０.４ ２.０ ０.１ １.０ ０.１ ８.３ ６.６ ７.３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５ ５.６ １１.５ ９.０
蔚县 ５.０ ０.３ ２.３ ０ ０.４ ０.１ ８.７ ５.９ ７.４ １０.９ １２.５ １２.４ ５.４ １１.９ ８.９

表 ４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北京、石家庄、张家口夏季不同区间的最高气温总日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单位:ｄ

站点
３３ ℃≤ｔｍａｘ<３５ ℃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３５ ℃≤ｔｍａｘ<４０ ℃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ｔｍａｘ≥４０ ℃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张家口 ８６ １１８ ５０ ４７ ６８ １６ ０ １ ０
石家庄 １７９ ２３３ １５１ ２１８ ２０６ ４８ １２ １０ ０
北京 １３９ １８７ １２８ １１２ １３５ ３５ ０ ３ ０

　 　 体感温度主要受温度、湿度以及风速影响ꎬ对比

三地的体感温度ꎬ如图 ７ 所示ꎬ夏季三地平均体感温

度变化趋势基本相同ꎬ大部分年份平均体感温度石

家庄最高ꎬ其次为北京ꎬ最后为张家口ꎮ 与其他两地

相比ꎬ张家口夏季风速大ꎬ湿度小ꎬ高温日数少ꎻ其
次ꎬ张家口地处太行山、燕山和阴山山脉交汇处ꎬ海
拔和纬度较高ꎬ气候和地理位置为张家口避暑提供

了明显优势ꎮ
　 　 由于夏季冷不舒适对出行的影响较小ꎬ对比三地

的舒适天数及热不舒适天数ꎬ根据表 １ 体感温度的舒

适度等级划分标准ꎬ分析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北
京、石家庄夏季舒适及热不舒适总天数(表 ５)ꎬ张家

口、北京、石家庄夏季多数时间处于舒适等级范围内ꎬ
但张家口热不舒适天数较其他两地明显偏少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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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张家口、石家庄、北京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平均体感温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ꎬ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表 ５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张家口、北京、石家庄夏季舒适

及热不舒适总日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 ｈｏｔ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ｄａｙ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８ ｔｏ ２０１８　 　 单位:ｄ
地区 舒适日数 热不舒适日数

张家口 ９３ １
石家庄 ６７ １３
北京 ７８ １５

３　 结论

(１)张家口夏季平均气温变化范围为 １９.６ ~ ２２.
５ ℃ꎬ历年平均气温为 ２０.９ ℃ꎬ气候倾向率为 ０.３４２
℃(１０ ａ) －１ꎬ相对湿度在为 ５６％~７２％ꎬ平均风速为

１.８~２.５ ｍｓ－１ꎮ 夏季气温、湿度、风较适宜ꎬ有利于

避暑旅游活动的开展ꎮ
(２)张家口地区夏季体感温度在 １９~２３ ℃之间

波动ꎬ其气候倾向率为 ０.２５６ ℃(１０ ａ) －１ꎮ 夏季体

感温度随地形变化特征显著ꎬ坝上地区体感温度低

于坝下地区ꎬ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张家口各县

(区)热不舒适等级的日数年平均值为 １ ｄꎬ７、８ 月气

候舒适度优于 ６ 月ꎬ７ 月是张家口地区夏季气候舒

适度最好的月份ꎬ气候舒适度区域最大ꎬ总体都在体

感舒适范围内ꎬ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ꎮ
(３)除康保、沽源、张北外ꎬ夏季张家口区县多

数时间处于舒适范围内ꎬ７ 月是张家口地区夏季舒

适日数最多的月份ꎮ
(４)与石家庄、北京相比ꎬ张家口具有高温日数

少、平均体感温度适宜、舒适天数比例高的优势ꎮ
本文从气候舒适度的角度分析了张家口地区夏

季旅游舒适度特征ꎬ但旅游大部分时间在室外ꎬ评价

方法中未考虑气压、太阳辐射、灾害性天气等要素ꎬ
另外ꎬ建筑物、下垫面、局地环流以及地形等条件对

夏季旅游舒适度的影响也未考虑在内ꎬ不足之处还

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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