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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肥市气象站为中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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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W),-4)*PK

影像!获取不同半径圆形缓冲区范围内

下垫面土地分类信息以及对应年份的气温年均值*极值*日定时数据资料!分析了下垫面各土地类型及其变化

和站点周边热岛效应的关系)分析得出&城市热岛与建设用地有着最强正相关!与林草地和耕地有着显著负相

关!与夜晚水体有着较强正相关)下垫面类型对城市热岛的影响随着每天的不同时刻而变化)

G

种下垫面类型

对城市热岛的影响范围上!建设用地一般在
" (̀

以内*林草地
G (̀

以内*耕地在
G (̀

时最显著!水体则随

着距离的增加!其影响范围缓慢上升到
= (̀

)同时!通过分析土地利用年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变化的关系!

进一步验证了城市发展对城市热岛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高温和
!G

时 $北京时间%热岛强度年变化与

土地利用年变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另外!迁站后热岛效应明显减弱)最后!重点探讨了下垫面类型和热岛效

应关系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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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气候是在区域气候的背景上!经过城市

化后!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而形成的一种局地

气候 $周淑贞和张超!

!<=H

%)城市热岛既是最重

要!也是研究较多的一种城市气候现象 $

Ò22*

)&9

!

!<<!

%!其用于描述城市发展及人类活动对

城市内部及其周边气温的影响 $

K)

C

222*)&9

!

!<<<

%)城市热岛强度一般利用城市气温和周边乡

村气温的差值获得!我国一般利用城市台站和郊

区台站观测气温差获取!根据任国玉等 $

#$$H

%

的研究!我国大部分城市台站气温观测记录!都

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在探讨城市化对气温的影响

程度上!一般以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不透水面积

或城市建成区面积等结合气温数据进行+也有利

用遥感数据获取地表温度 $

W),-S?0B)+2P2(

Q

2A

0)*?02

%或亮温进行)

对于城市热岛的研究!争论最多的是城市热

岛的成因以及各种影响因子的权重 $

:15,41,2*

)&9

!

!<<!

%)同时!利用气温观测点周边不同范

围的城市下垫面状况!来研究其对观测点气温的

影响程度则进行的较少!

%5),-&20

$

!<;"

%根据

伦敦夜晚特定路线气温观测记录和沿线城市建筑

强度 $建筑区面积和层数的乘积%!获取了城市气

温受测点周围
H$$(

半径范围内建筑密度影响的

结论+

N?20

$

!<;=

%利用航空影像根据植被覆盖

度进行土地分类!分析了城市气温*辐射的异常+

张景哲等 $

!<=H

%利用和
%5),-&20

$

!<;"

%相似

的气温观测方法!基于遥感影像获取土地分类信

息!对北京市进行了冬*夏季昼夜热岛强度和下

垫面比重的研究!得到了
H$$(

和
!H$$(

影响范

围的结论)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以城市气象

台站为中心!利用时间跨度更长*下垫面信息更

丰富的遥感影像!获取不同缓冲区范围的下垫面

土地利用信息!探讨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

城市台站观测气温和郊区台站观测气温差值与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城

市热岛成因研究*气温订正及气象台站选址提供

参考)

@

!

研究区域和方法

@E?

!

研究区概况

合肥市 $

Y#]8

!

!!;].

%位于安徽省中部!长

江*淮河之间!巢湖之畔的丘陵地带!属暖温带

向亚热带的过渡区域!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市区建成区面积为
##G (̀

#

!常住人口

G"$

多万)

本文以合肥市属
G

个台站为研究对象 $见图

!

%!其中合肥站位于合肥市区西北!肥西*肥东

站位于其所属区县的边缘区域!长丰站相对较远!

三者距离合肥站分别为
!=

*

##

*

"H (̀

)以合肥

站为城市站代表!以肥东*肥西*长丰站作为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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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合肥站区位及研究区土地利用概况 $背景为
#$$$

年土地利用状况!圆半径为
!$ (̀

%

@'

C

7!

!

W1+)*'1,1B>2B2'D2)*5204*)*'1,),-*52&),-?42

Q

01B'&21B0242)0+5)02)

$

D'*5)&),-?42()

Q

',#$$$

!

*520)-'?4'4!$ (̀

%

统意义上的乡村站)

@E@

!

数据来源和处理

所需数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用于土地利用

与覆被变化 $

W),-J42),-&),-%1/20%5),

C

2

!

WJ%%

%研究的遥感*数字高程和土地利用状况

数据+二是常规气温观测数据)

首先!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

a&1E)&M14'*'1A

,',

C

S

R

4*2(

!

aMS

%精确测定合肥市气象站
#$$G

年 $迁站%前后的位置!以合肥站为中心!基于

和
aMS

测量统一的地理和投影坐标下!把
!<<$

*

!<<H

*

!<<<

*

#$$$

*

#$$!

*

#$$#

*

#$$Y

*

#$$H

*

#$$"

年的
<

景
W),-4)*PK! ;

波段影像!裁剪

成以合肥站为中心的
!$ (̀

影像)其次!结合合

肥市数字高程模型 $

\'

C

'*)&.&2/)*2K1-2&

!

\.K

%

数据!采用分类精度较高的决策树方法 $刘勇洪

等!

#$$H

+索玉霞和王正兴!

#$$=

%!根据不同地

物各波段的差异及归一化植被指数 $

810()&'U2-

\'BB202,+262

C

2*)*'1,L,-2e

!

8\6L

%值!结合高

程信息!把合肥市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建设用地*

耕地*林草地和水体
G

种类型)最后!基于
!$

(̀

缓冲区分类的基础上!分别裁剪
#

*

G

*

"

*

=

(̀

缓冲区范围!并统计
G

种土地利用类型在各自

缓冲区所占百分比 $其中
!<<$

年和
#$$H

年结果

如图
#

所示%)另外!以中国科学院提供的
!<<Y

"

!<<H

年 $简称
=H

%*

!<<;

"

#$$$

年 $简称
<H

%*

#$$Y

"

#$$H

年 $简称
$H

%土地分类数据提取合肥

市主城区面积)

气象数据为
!<<$

"

#$$$

年
G

个台站!每日
G

个时次气温!以及年均温和极值)利用每日数据

汇总成
G

个时次年均数据)

合肥市城区仅有一个气象观测站!即合肥站!

其观测值代表了城市台站气温)本文利用合肥站

和其他乡村台站的气温差来表示热岛强度

$

#

>

?b0

%!其计算公式为

#

>

?

b

0

h

>

52B2'

b

$

>

+5),

C

B2,

C

i

>

B2'e'

i

>

B2'-1,

C

%-

Y

!

其中
>

52B2'

*

>

+5),

C

B2,

C

*

>

B2'e'

*

>

B2'-1,

C

分别代表合肥

市*长丰*肥西和肥东
G

台站气温)

D

!

结果分析

DE?

!

合肥市气象站周边下垫面变化

合肥市气象站位于合肥市区西北!居合肥市

边缘区域!距西北方蜀山湖
G (̀

左右!距西南方

蜀山公园
" (̀

左右)以
=H

*

<H

*

$H

土地分类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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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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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

E

%

#$$H

年土地利用分类结果及缓冲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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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

P52&),-?42+&)44'B'+)*'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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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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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20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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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获取合肥市的主城区面积分别为
"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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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从
#$$$

"

#$$H

年!合肥市发展

迅速!其中以东部靠近肥东*西部靠近肥西!及

往巢湖方向为主!合肥市气象站恰好处于城市发展

的反方向!故发展上略微滞后于主城区的其他区

域)到
#$$G

年!合肥站搬迁到主城区南部的机场

附近!其西北
Y (̀

为主城区!往南
= (̀

为巢湖)

根据
!<<$

"

#$$"

年土地分类结果 $图
Y

%得

出!站点周边的发展以
#$$#

年为明显界限!

#$$#

年前!站点周边建筑用地基本上保持动态平衡!

到
#$$#

年!

" (̀

范围内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Y

年
!$ (̀

范围内建设用地都有显著增加!

G

(̀

范围内建设用地比例达到
=$Z

以上!即气象

站基本上全部被城镇包围)

#$$G

年后!合肥站搬

迁到机场附近!其建设用地急速减少!在
" (̀

范

围内!尚不及
!<<$

年站点周边建设用地面积!土

地类型比例*所处方位也和
#$$G

年前明显不同)

在其他各项用地的变化上!

!<<$

"

#$$Y

年!

耕地的减少恰好和建设用地的增加成正比+合肥

市站周边林草地主要集中在淝河附近几大公园*

蜀山公园*蜀山湖周边*市区内行道树以及零星

散落的林草地)公园绿地相对稳定!行道树和其

他林草地则变动较大!在
=

"

!$ (̀

范围内!林草

地保持小幅度的波动!而在
#

"

G (̀

范围!则变

动稍大)需要说明的是!草地的比例一直很少)

水体和林草地相似!较大范围内!水体比例保持

在
=Z

"

<Z

!也比较稳定!主要和蜀山湖水体比

较稳定有关)合肥市站搬迁到南部机场后!水体

比例有所下降!并且主要是巢湖水体!其他零星

水体较以前明显减少)总体看来!小范围内水体

变动较大)

DE@

!

热岛强度和下垫面关系分析

Y7#7!

!

基于年均值!极值热岛强度和下垫面关系

分析

利用
!<<$

"

#$$"

年分类结果!进行了各用地

比例和气温均值*极值时热岛效应的相关分析

$见表
!

%)

建设用地对热岛的影响最强!但范围有限!

距离不超过
" (̀

!并且对均值*极值时的影响程

度不同!影响最强的是最高温时的热岛效应!

#

*

G

*

" (̀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7<Y

*

$7=$

*

$7=<

+

其次为平均值!对最低温影响较弱!并且影响范

围较小)

合肥市周边被大量农田包围!耕地一般为

'一年两熟(耕作模式)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周边

的耕地具有较明显的降温作用!其对台站气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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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

!

$

)

%

# (̀

*$

E

%

G (̀

*$

+

%

" (̀

*$

-

%

= (̀

*$

2

%

!$ (̀

缓冲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状况和 $

B

%

<

年的平均状况

@'

C

7Y

!

P52

Q

20+2,*)

C

241B&),-?42B10

$

)

%

#À(

!$

E

%

GÀ(

!$

+

%

"À(

!$

-

%

=À(

!$

2

%

!$À(E?BB200)-'?424),-

$

B

%

*52<A

R

2)0)/20A

)

C

2&),-?42

表
?

!

不同缓冲区下各土地类型面积比和热岛效应相关系数

A(7)$?

!

A/$',%%$)(+&,-',$..&'&$-+:7$+>$$-+/$

B

$%'$-+(

2

$,.)(-5+

=B

$(-56%7(-8$(+9:)(-5

!

689

#

$..$'+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水体
缓冲区半

径-
(̀

!

#

>

(2),

#

>

()e

#

>

(',

#

>

(2),

#

>

()e

#

>

(',

#

>

(2),

#

>

()e

#

>

(',

#

>

(2),

#

>

()e

#

>

(',

# $7=" $7<Y $7"! b$7YG b$7H# b$7!" b$7;! b$7"Y b$7;$ $7$; $ $7G$

G $7=" $7=$ $7;! b$7;G b$7=# b$7HG b$7"G b$7G; b$7"< $7G; $7G$ $7"=

" $7;H $7=< $7HY b$7"Y b$7=# b$7Y" b$7H# b$7G$ b$7"! $7"G $7HH $7;$

= $7Y< $7;# $7!Y b$7Y! b$7"H $7$# b$7Y# b$7$< b$7H= $7"H $7H= $7"<

!$ b$7$H $7Y= b$7Y# b$7$< b$7HY $7Y$ $7$G $7Y= b$7Y< $7H; $7"; $7H;

注&

#

>

(2),

*

#

>

()e

*

#

>

(',

分别为基于气温均值*最高值*最低值的热岛效应)

影响强度较建设用地弱!影响范围也较小!对最

低温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最高温有较强的负相关!

最大负相关出现在
G (̀

缓冲区附近)

林草地在对热岛的影响上!随着距离的增加

而减弱!影响的范围大体在
G (̀

以内)林草地和

耕地虽然都起降温作用!但耕地对最高温的差异

较敏感!林草地则最不敏感)在影响范围上!二

者也不相同!耕地在
G (̀

最大!林草地则距离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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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负相关越强)

城市化会导致城市温差的减小!也就是造成

城市最低气温的增高和最高气温的降低!并且会

形成城市热岛夜晚强*白天弱的现象)而城市水

体!在冬季和夜晚起着保温的作用!夏季*白天

起着降温的作用 $周淑贞和张超!

!<=H

%!其所造

成的影响恰好和城市热岛效应相符)因此!二者

之间在一定的范围和天气条件下!应该是正相关

的关系)通过我们的研究!验证了这一推论!影

响范围在
= (̀

左右最大!并且对城市最低温时的

热岛效应影响稍高)

Y7#7#

!

基于日定时气温年均值热岛强度和下垫面

关系分析

!!

对于热岛效应日变化特征!谢庄等 $

#$$"

%

进行的北京城市热岛效应的昼夜变化特征分析表

明&北京热岛日变化从
!;

时 $北京时间!下同%

开始城郊气温差开始变大!

##

时至次日
$H

时处在

图
G

!

!<<$

"

#$$"

年合肥市
G

个时次年均热岛效应

@'

C

7G

!

N,,?)&J>L)*B1?0*'(24',>2B2'B01(!<<$*1#$$"

高值期!

$H

时左右达到极值)季崇萍等 $

#$$"

%

利用每日
G

个时次的观测气温!进行了北京城市

化进程对城市热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时

热岛效应最强!

!G

时最弱)根据合肥市
G

个气象

站日定时气温进行年平均!分析了
!<<$

"

#$$"

年

来!合肥市
G

个时次的热岛状况)从图
G

可见!

#$$$

年前!合肥市热岛以
#$

时为最高!其次为

$#

时+

#$$$

"

#$$Y

年!以
$#

时为最高!

#$$G

年

开始!合肥站搬迁到机场附近!热岛效应迅速降

低)日定时年均热岛强度和下垫面类型的关系的

相关性结果见图
H

)

不同时段*不同下垫面类型!对热岛影响程

度和范围也不同)建设用地对热岛日变化的影响!

在
G (̀

以内都较显著!其中以
!G

时最明显+

#

"

= (̀

!建设用地和热岛强度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7=G

)但随着距离的增加!建设用地对城市热岛

的影响迅速降低!以
#$

时下降最快!和均值及极

值时的结论相同)另外!建设用地的影响在
" (̀

缓冲区内!都较其他用地类型显著)

耕地对热岛日变化的影响!以
!G

时为最显著

的负相关)由此可见!耕地对城市气温在
!G

时起

着很重要的降温作用)在热岛日变化中!耕地对

城市热岛的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为
!G

时*

$=

时*

$#

时*

#$

时)

林草地对热岛的影响!在
#$

时呈现最强的负

相关!

$#

时*

$=

时*

!G

时依次减弱)其中在
$=

时和
!G

时!其影响强弱恰好和耕地相反!特别是

超过
G (̀

缓冲区后!林草地对热岛的影响!在

$=

时和
!G

时几乎没有)

水体是热容量最大的下垫面!相对其它下垫

面类型!增温和降温都较慢)根据周淑贞和张超

$

!<=H

%对上海夏季的水面及附近测站 $未确定其

下垫面类型%的观测结果!显示二者在
$!

时*

$;

时温差最小!

!Y

时*

!<

时温差最大!水体温度较

附近测站低)而黄良美等 $

#$$;

%对南京
G

种下

垫面
;

"

<

月的日变化进行分析后得出&白天气温

呈由弱到强依次为林地*水体*草地*水泥地+

而夜晚则相反!晚上林地与水体有轻微的保暖效

应!晴好无风天气时这种效应更明显)从图
H

的

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出&城市热岛和水体关联性最

强的是
#$

时!明显超出其它时段的相关性)

DED

!

16LL

和热岛年变化关系

合肥市
!<<$

*

#$$$

*

#$$H

年国民生产总值分

别为
H=

*

Y#H

*

=HG

亿元!

!H

年增长了
!G

倍+同

时!

!<<$

*

!<<;

*

#$$Y

年合肥市的建成区面积分

别为
"H

*

<;

*

!"$ (̀

#

!

!Y

年增长了近
#

倍!城

市的拓展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呼应!造成了城市

及周边各项用地之间的比例变化!伴随而来的是

热岛强度的迅速增高)下面探讨各缓冲区下垫面

年变化和热岛强度年变化的关系)以年均温*极

值和日定时年均温为研究对象!以
#

>

J>L

表示热

岛强度年变化!其含义为下一个年份热岛强度减

去当年热岛强度)

热岛强度高并非代表其年变化就大!基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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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各缓冲区下垫面类型和日定时热岛相关性分析

@'

C

7H

!

P52+1002&)*'1,+12BB'+'2,*E2*D22,?,-20&

R

',

C

4?0B)+2*

RQ

24),--)'&

R

B'e2-A51?0J>L',2/20

R

E?BB20)02)

我们分析了各半径缓冲下!年均值*极值和日定

时各自热岛强度的年变化和土地利用年变化之间

的相关性)

!<<$

"

#$$!

年!合肥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规

模逐渐扩大!但根据
<

年缓冲区结果可见!这些

都没有在合肥站周围明显地体现出来!主要原因

归结为合肥站位于合肥市区西北!不属于其发展

的主方向)因此!这
!#

年里!合肥站周边各项用

地处于缓慢的变动期!在
!$ (̀

范围内!仅有部

分城镇用地的增长 $接近
"Z

%和耕地的减少 $稍

高于
"Z

%!以及林草地和水体的
#Z

左右的小幅

度增减)对应到热岛的年变化上!年均值热岛强

度在
$7H#]%

*

#$

时热岛强度在
$7==]%

!均仅有

$7!]%

左右波动!和站点周边城市发展基本一致)

热岛效应年变化最大值出现在
#$$!

"

#$$#

年

$见表
#

%!

#

>

J>L

平均在
$7H]%

左右!相应地!也

是土地利用变化最剧烈的年度 $见表
Y

%!主要集

中在气象站周围
" (̀

范围内!以耕地的减少和建

设用地的增加为主要特点!到
!$ (̀

左右则变动

较少!并且有林地增加的现象!这和合肥站处于

城市边缘有着密切关系)

#$$G

年合肥市迁站前后 $

#$$Y

年和
#$$H

年%

对比!土地利用的变化更为剧烈 $见表
Y

%!新的

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显著减少!耕地*林草地大量

增加!相应地!热岛强度明显降低!平均降幅达

$7H]%

以上)可见!异地比较也得出了耕地*林

地的增加*建设用地的减少对热岛的显著减弱

作用)

热岛强度年变化中!以
" (̀

以内为研究对

象!对下垫面年变化最敏感的是最高温热岛强度!

日定时气温中的
!G

时!也有很强的相关性 $如表

G

所示%)建设用地*林草地和最高温热岛*

!G

时

热岛的年变化相关性都在
$7"

左右!而平均值*

最低温以及日定时其他时刻热岛年变化和下垫面变

化关系均不显著!相关系数都在
$7H

以下)

从表
G

可以得出!归结到各项用地上!建设

用地的增加显著增强了城市的热岛效应!越靠近

气象站!这种作用越明显+林草地和耕地均与最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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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OO?

!

@OO@

年及
@OOD

!

@OOT

年热岛强度对比

A(7)$@

!

689&-+$-:&+

=

'/(-

2

$:5"%&-

2

@OO? @OO@(-5@OOD @OOT ]%

时间
#

>

J>L(2),

#

>

J>L()e

#

>

J>L(',

#

>

J>L$#

#

>

J>L$=

#

>

J>L!G

#

>

J>L#$

#$$!

"

#$$#

年
$7H; $7H$ $7H" $7H$ $7GY $7GG $7HY

#$$Y

"

#$$H

年
b$7H; b$7"G b$7H! b$7GG b$7G" b$7;$ b$7"#

注&

#

>

J>L(2),

*

#

>

J>L()e

*

#

>

J>L(',

*

#

>

J>L$#

*

#

>

J>L$=

*

#

>

J>L!G

*

#

>

J>L#$

分别为基于气温均值*最高值*最低值!

$#

时*

$=

时*

!G

时*

#$

时的热岛强度年差值)

表
D

!

@OO?

!

@OO@

年及
@OOD

!

@OOT

年土地利用状况对比

A(7)$D

!

;',#

B

(%(+&S$(-()

=

:&:,.)(-5":$7$+>$$-@OO? @OO@(-5@OOD @OOT

建设用地-
(̀

# 耕地-
(̀

# 林地-
(̀

# 水体-
(̀

#

缓冲区
!

半径-
(̀

#$$!

"

#$$#

年
#$$Y

"

#$$H

年
#$$!

"

#$$#

年
#$$Y

"

#$$H

年
#$$!

"

#$$#

年
#$$Y

"

#$$H

年
#$$!

"

#$$#

年
#$$Y

"

#$$H

年

# !=7;H bY#7GG b!G7YG !!7"< bG7;; #Y7;; $7Y" bY7$#

G !$7!Y bYY7"" b<7!G #!7=# b!7#; !=7Y# $7#; b"7G;

" "7"! b#<7YH b=7YH #Y7$; !7GG !H7"" $7Y! b<7Y<

= #7<$ b!"7=H b;7$! !;7<H Y7=" "7;$ $7#H b;7=!

!$ b$7$; b"7=Y b=7H; !$7<$ ;7== $7$# $7;" bG7$<

表
G

!

最高温"

?G

时热岛强度年变化和下垫面变化相关系数

A(7)$G

!

A/$',%%$)(+&,-',$..&'&$-+:7$+>$$-'/(-

2

$:,."-5$%)

=

&-

2

:"%.('$(-5689&-+$-:&+

=

,.#(C&#"#+$#

B

$%(+"%$

%

(-5

+$#

B

$%(+"%$(+?GOO1*A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水体缓冲区
!

半径-
(̀

#

>

J>L()e

#

>

J>L!G

#

>

J>L()e

#

>

J>L!G

#

>

J>L()e

#

>

J>L!G

#

>

J>L()e

#

>

J>L!G

# $7<! $7<" b$7H! b$7;$ b$7=" b$7;# $7H$ $7Y"

G $7=H $7<# b$7;# b$7== b$7=G b$7;H $7"# $7"Y

" $7=! $7=; b$7"< b$7=H b$7;" b$7"; $7;$ $7=#

= $7"= $7;= b$7"" b$7=! b$7YH b$7Y$ $7;$ $7=#

!$ $7H; $7H" b$7=H b$7"< $7HG $7#= $7;$ $7;<

高温热岛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水体和最高温热岛

年变化也有着正相关关系)

对热岛年变化影响范围上!各项用地也不尽

相同!建设用地在
" (̀

范围内!相关系数在
$7=

以上!在
G (̀

范围内!耕地与林草地均对热岛有

较强的抑制作用+水体随着距离的增加!一直到
=

(̀

左右!与热岛强度年变化的正相关缓慢地

增强)

G

!

结论和讨论

城市热岛变化既和城市内部特征!例如&城

市规模*建筑物密度*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有关!

也会受到城市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气候*盛行

天气和季节变化)

Ò2

$

!<=#

%*

Ò22*)&9

$

!<<!

%

汇总了对于城市热岛的可能影响因素&

!

% '城市

峡谷(减弱了长波辐射的损失!并使短波辐射多

次反射!削弱了下垫面的反照率+

#

%城市下垫面

的热属性!增加了其对感热的存储+

Y

%人为热+

G

%城市的 '温室效应(+

H

%城市不透水面使得城

市波文比 $

F1D2,0)*'1

%较大+

"

%城市内较弱的

湍流交换)

利用常规观测气温及计算数据所进行的热岛

研究!必须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面就
G

种

下垫面类型和气象站周围热岛效应的关系!分别

做一分析&

$

!

%本文所提及的建设用地中!不但有 '城

市峡谷(的几何特性!而且其中不透水面远高于

乡村区域!其粗糙而又特殊的下垫面几何特征!

较低的反射率及较高的热储量!较强的导热性!

使得其和热岛有最强的相关性)在每日热岛的变

化上!热岛最强的是
#$

时和
$#

时!主要归结于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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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等&城市台站周边热岛效应和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关系

WLJ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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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下垫面较郊区多
#

倍的热储量和更快的导热

率)在晴好天气下!使得白天储存的大量热量!

在日落后不断通过地气交换方式输送给近地空气!

而此时的郊区甚至可能呈现出近地逆温层!因此!

热岛强度在这些时段最为强烈)同时!研究发现!

气象观测气温所受下垫面的影响范围!综合起来

说以气象站
G (̀

范围最强烈!

" (̀

仍有较强的

影响!再往外则迅速降低)

$

#

%城市林草地和热岛的关系&刘梦飞

$

!<==

%根据北京
#$$

多个观测点
!<=!

年和
!<=#

年气温观测数据!进行城市绿化覆盖率与气温的

关系研究后指出&绿化覆盖率与气温呈较密切的

负相关!夜间城市绿地的降温作用表现得更强烈)

而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热岛强度和林草地的负相

关关系)在日变化上!

#$

时有显著的负相关)此

时是热岛强度为最强烈时刻的开始)分析认为!

林草地有着和乡村下垫面相似的热量变化特征&

白天!城乡之间温差较小!也可以说!城市林草

地和周围建筑物也有着较小的温差+而夜晚!城

乡温差加大*热岛增强!和乡村类似的城市区域

的林草地!就会起着显著降低热岛的作用!因此!

这时热岛和林草地表现出最强的负相关)同时!

在对气象站的观测气温影响上!距离越近!影响

也越强!一般在
G (̀

以内较为显著)

$

Y

%对于耕地和热岛之间的关系!合肥恰好

处于旱地和水田的交界地区!其北部为旱地!南

部则有水田!一部分菜地混杂其中!耕地主要分

布在城市周边!在热岛的日变化上!和
!G

时热岛

最弱的时候体现出最明显的负相关)在对气象站

的观测气温影响范围上!也和林草地类似!其在
G

(̀

时!体现出最强负相关性)

$

G

%水体作为热容量最大的一类下垫面!傅

抱璞 $

!<<;

%对我国
#"

个湖泊*水库和河流的实

际观测资料得出&冬季不封冻的浅水域大湖泊!

最低气温高陆地
!]%

!最高气温低
$7H

"

$7;]%

+

夏季!浅水域在湿润地区 $特别是水稻田地区%

平均气温较陆地增高
$7!Y

"

$7!H]%

!最低气温增

高更多!最高气温降低
!]%

左右)张景哲等

$

!<=H

%也得出了未封冻的城市水体在冬季夜晚有

轻微的保暖作用)

:j,14

$

#$$$

%对匈牙利的
SU2A

C

2-

城的研究表明!小区域城市水体表面对热岛强

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但利用临近水体的测站获取

的气温变化和水面上观测气温的变化结果并不相

同)总体上来说!水体会在夜晚的一定时间内起

着增温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了该结论)

总之!以气象站为核心!进行不同范围下垫

面类型比例和以台站为中心的热岛效应的关系研

究表明&在台站观测气温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幅度

上!建设用地有着最强的正相关!其影响在所有

土地类型中最大+城市绿地!包括林草地和耕地

有着明显的负相关+水体和
#$

时热岛效应有着较

强的正相关)在影响范围上!

G

类下垫面也不尽

相同)另外!城市热岛效应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

果!本文的研究只是从下垫面的角度!忽略其他

因素所得的结果!结合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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