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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值模拟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研究了苏州城市热岛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进行!苏州城区与郊区平均气温差不断增大)苏州现有人为热对城市热岛强度的贡献率不是很大!当人

为热增加到实际的
$

倍时!人为热对城市热岛贡献率也相应增加)假设太湖水体为农田时!模拟得到的热岛强

度比太湖为真实水体时计算得到的值要大'统计分析表明苏州站与郊区平均气温差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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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应的风速一

般较小)平均气温差
$

E

较小时对应的风向比较一致)平均气温差
$

E

"

!8"\

的现象基本出现在高温时期!云

量较多时也易出现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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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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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热岛是在城市化的人为因素和局地气象

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人为因素中以下垫面

性质的改变(人为热排放和过量温室气体的排放

等最为重要!在局地气象条件中则以天气形势(

风(云量等关系最大 $周淑贞和束炯!

!HHJ

%'

在城市热岛研究中!很多学者利用数值模式

揭示城市热岛的产生及其发展机理'

(̂)E1**-.

P*O*6*56(

$

!HH!

%(

P256(*O(*-. *̂aE6(12

$

!HHH

%

研究了人为热对东京城市热岛的影响'孙旭东等

$

!HHJ

%利用非定常二维边界层大气动力模式!结

合西安市人为能源消耗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计算

了城市热岛的特征和强度'佟华等 $

$%%J

%利用

数值层模式对北京冬季城市边界层结构特征进行

模拟!通过考虑和忽略人为热的排放研究北京地

面温度的变化'近期陈燕和蒋维楣 $

$%%?

%研究

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边界层结构的影响'蒋维楣

和陈燕 $

$%%?

%探讨了不同人为热源引入方案对

城市边界层结构的模拟性能的影响'何晓凤等

$

$%%?

%利用南京大学多尺度模式系统 $蒋维楣

等!

$%%?

%研究了南京人为热源排放量对该地区

的城市热岛的贡献'周荣卫等 $

$%%N

%利用精细

城市边界层预报模式耦合单层城市冠层模式!研

究了城市冠层和人为热对城市热岛形成和强度的

影响'除了利用数值模式模拟研究城市热岛形成

机制外!利用统计方法分析城市热岛与相关因子

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DE-.V12

<

$

!H"%

%

提出利用风速(云量(气温和水汽压
J

个气象因

子!建立城市热岛强度的统计模型'

Y211(5*-.

D())2-.5

$

$%%!

%利用观测资料分析了澳大利亚

墨尔本风和云量对夜间热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无云或少云的夜晚!风对热岛强度的影响最大!

同样在小风或者静风的夜晚!云对热岛强度的影

响也最大'丁金才等 $

$%%$

%对上海盛夏热岛效

应的研究指出!城市的市区建成面积(土地利用

类别(人口密度等都市化因素都影响到城市热岛

的范围和强度!并指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建

成区范围与热岛效应影响范围具有同步增大的关

系'同时也指出风向是影响上海热岛效应的范围

和强度变化的主要因子'

(̂)*-.L*(O

$

$%%"

%利

用
/]Z

方法分析了韩国首尔城市热岛特征!结果

表明城市热岛与土地利用类型和人为热排放有很

大相关性!同时随着风速的增加!城市热岛变弱'

王喜全等 $

$%%#

%利用自动气象站资料研究了北

京城市热岛特征!结果表明当风速大于
K

级时!

城市热岛基本消失)天空无低云时!热岛强度较

大)阴天时热岛强度较小'季崇萍等 $

$%%#

%在

北京的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

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土地利用(地面覆盖和人为热

源分布的改变是造成城市热岛强度和影响范围增

加的原因之一'郑思轶和刘树华 $

$%%N

%利用

!H#!

#

$%%%

年北京地区气候资料和统计年鉴分析

了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与城市热岛的关系'

本文将数值模拟手段与统计分析方法有机结

合起来研究城市热岛与相关因子的关系!首先利

用南京大学区域边界层模式 $

9>XM4LBY

%模拟

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人为热变化(太湖水体等因

素对城市热岛的影响)同时也利用
$%%#

#

$%%N

年

夏季观测资料!分析了风速(风向(气温(云量

等气象因子同城区站点 $苏州站%和郊区站点的

平均气温差之间的相关性'

;

!

模式及人为热制作

;<:

!

模式及数值试验简介

9>XM4LBY

是由南京大学开发的三维非静力

区域边界层模式 $徐敏等!

$%%$

%'该模式能够较

好的描述复杂下垫面情况下的边界层结构演变!

体现热力和动力因子作用下的山谷风(海陆风以

及城市热岛等特征!可广泛运用于中尺度或更小

尺度范围的数值预报模拟研究 $何晓凤等!

$%%?

)

蒋维楣等!

$%%?

%'

根据苏州风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特征!选取

$%%#

年
N

月
!$

日晴天小风的天气作为背景天气条

件进行计算'模拟范围包括苏州城区在内的
H"O)

H̀"O)

!包括市区周围的常熟和昆山!模拟中心

H!?



气
!

候
!

与
!

环
!

境
!

研
!

究

&'()*+(,*-./-0(12-)3-+*'4353*1,6

!"

卷

72'8!"

是 $

K!8$#j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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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

时 $北京时间!

下同%开始积分
$J6

!积分时步为
J5

'水平网格

距为
!O)

均匀网格!垂直方向采用拉伸网格!最

低层格距为
!%)

!垂直方向共
KK

层!模式顶高

J"%%)

'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有
B*-.5*+

卫星资

料反演得到'模式初始场利用观测资料经插值方

案
L;49/D

客观分析内插得到'

;<;

!

人为热制作

对于人为热源的水平空间分布!主要考虑各

种工业能源消耗量(居民生活能耗以及交通能耗

的分布情况'工业能耗取自苏州地区统计年鉴中

的能源消耗量!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以及标准煤的

发热率'居民能耗主要考虑全年民用液化气总量(

民用煤气总量和民用耗电总量!由这
K

个不同种

类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各自转换为标准煤的转化系

数(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以及标准煤的发热率计算

民用生活排放热量'交通能耗排放的废热采用佟

华等 $

$%%J

%在北京的处理方法!再结合苏州市

机动车保有量!可计算出城市由交通工具排放的

废热'由上述三类人为热排放总量和城市面积可

以得到城市地区的日平均人为热通量密度'本文计

算得到的苏州城市人为热通量密度为
K$_

+

)

[$

'

三类源都有一定的时空变化规律&参考何晓凤等

$

$%%?

%方法!工业生产总量白天占
#%Q

!夜间占

J%Q

'从而得出工业热源的日变化情况)对于居

民生活人为热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参照佟华等

$

$%%J

%做法绘制'对于交通热源主要根据苏州城

区
"

个主要十字路口月最高日进出车流量的日变

化来拟合交通排放热源的日变化'人为热的水平

分布根据城市密度等级进行加权平均'图
!

是苏

州人为热通量系数日变化'由图可知!在
%H

时和

!H

时人为热排量放最大'

@

!

模拟结果分析

@<:

!

模拟与实际观测单站对比

图
$

是模拟得到的苏州站近地面气温与实际

观测进行对比!模拟得到的气温最大值出现时刻

以及气温日变化趋势与观测值基本吻合!气温最

大误差不超过
!8"\

'这说明模式模拟性能良好'

@<;

!

城区!郊区大气垂直位温廓线

图
K*

是城区点与郊区点
N

月
!$

日
!%

时位温

图
!

!

苏州人为热通量系数日变化

Z(

<

8!

!

T*('

G

0*1(*+(2-2A*-+612

U

2

<

3-(,63*+A'EW35

U

12

U

21+(2-(-DEa62E

图
$

!

苏州站气温模拟与观测对比 $

!$

日
%N

时至
!K

日
%N

时%

Z(

<

8$

!

&2)

U

*1(52-V3+F33-+635()E'*+3.*-.2V53103.+3)

U

31M

*+E13(-DEa62EA12)%N%%BDP!$;E

<

+2%N%%BDP!K;E

<

垂直廓线图'从图可以发现!在
J%%)

以下!城

区位温高于郊区位温!

J%%)

以上城(郊位温几

乎相同'因此上午
!%

点时!苏州城市下垫面对位

温影响高度达到
J%%)

左右'从城区和郊区位温

廓线变化可以发现!郊区大气在
$%%)

以下处于

层结不稳定状态!

$%%)

以上处于层结稳定状态'

而城区大气在
K%%)

以下处于不稳定状态!

K%%)

以上处于稳定状态'图
KV

是城区点与郊区点
N

月

!$

日
$%

时位温垂直廓线图'由图可以发现!郊区

大气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

以下城区大气处

于不稳定状态!

$%%)

以上城区大气位温廓线和

郊区大气位温廓线重合!都处于稳定状态'

=

!

城市热岛影响因子的数值模拟

=<:

!

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热岛的影响

过去
$%

多年间苏州城市经历了极大发展!城

市功能(综合实力以及城市形态与环境面貌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HN"

年的
KJ8K

O)

$增加到
$%%#

年的
$$NO)

$

'图
J

是由卫星资料

%$?



#

期

928#

戎春波等&城市热岛影响因子的数值模拟与统计分析研究

4]9S&6E-V2

!

3+*':9E)31(,*'D()E'*+(2-*-.D+*+(5+(,;-*'

G

5(52A=-A'E3-,(-

<

Z*,+2152-+63:::

图
K

!

N

月
!$

日城区(郊区位温垂直廓线&$

*

%

!%

时)$

V

%

$%

时

Z(

<

8K

!

P6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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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31*+E1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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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DP

)$

V

%

$%%%BDP

给出的苏州市
$%

年多来城市下垫面用地属性的变化'

为了分析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气温以及热岛的

影响!基于
$%%#

年
N

月
!$

日的气象观测资料设

计了
K

个算例!模拟初始时间都是
%N

时!积分
$J

6

!

!HN#

(

!HH"

及
$%%#

年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是

根据
B*-.5*+

卫星资料反演得到'

图
"

是
!HN#

年(

!HH"

年(

$%%#

年
!%

时近地

面气温分布'

K

个不同年代中!苏州市区气温始

终较高'模拟域左上方的无锡市区也是气温高值

区!太湖始终是气温低值区'另外位于苏州市区

东侧的澄湖(阳澄湖以及金鸡湖是气温低值区'

!HN#

年苏州市区(无锡市区的城市建筑面积较

小!因此气温高值范围也比较小'常熟(昆山的

城市规模较小!这两个地区的气温与周围郊区的

气温差也相对很小'到
!HH"

年时!苏州市区和无

锡市区有一定程度扩张!高温区较
!HN#

年相比也

有了相应扩张'位于苏州市区西侧的高新区已逐

渐建成!苏州市区高温明显向西扩张'由于常熟(

昆山城市建筑扩张不大!因此这两个地方的高温

区仍然较小'自
!HH"

年来的
!%

多年间!苏州和

无锡市区建筑面积有了较大扩张'随着外向型经

济迅猛发展!凭借地理优势!常熟和昆山两市的

城市建设也有了飞速发展'

$%%#

年常熟市区建成

面积较
!HH"

年增加了
K

倍多'昆山市区建成面积

也有了相应增加'因此到
$%%#

年时!常熟(昆山

两市区近地面气温相对较高!市区附近气温高值

区范围也较大'

苏州城市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得城市建成区

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城市气候!使得高

温区即城市热岛区不断向近郊区延伸'特别是近

十年来!苏州城市建成区飞速增加'与这一时期

苏州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相对应!气温高值区与

城市热岛影响范围增长也较明显'

表
!

显示了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城区 $苏州站%

气温与郊区平均气温差的变化'

!HN#

年下垫面土

地利用类型得到的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为
%8JJ

\

)

!HH"

年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得到的苏州站与

郊区气温差为
%8?K\

)该值比
!HN#

年下垫面得

到的值高
%8$H\

)

$%%#

年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得

表
:

!

城市化进程造成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

>)6(.:

!

>3.*.&

A

.0)*'0./%--.0.,8.6.*2..,$'H3+'7*)*%+,

),/*3.7'6'0678)'7./6

4

*3.

A

0+8.77+-'06),%H)*%+,

个例 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
\

!HN#

年
%8JJ

!HH"

年
%8?K

$%%#

年
!8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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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

苏州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示意图&$

*

%

!HN#

年)$

V

%

!HH"

年)$

,

%

$%%#

年

Z(

<

8J

!

P63'*-.E53+

GU

32ADEa62E

&$

*

%

!HN#

)$

V

%

!H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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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时近地面气温分布&$

*

%

!HN#

年)$

V

%

!HH"

年)$

,

%

$%%#

年

Z(

<

8"

!

P63.(5+1(VE+(2-2A-3*15E1A*,3'*

G

31*(1+3)

U

31*+E13*+!%%%BDP

&$

*

%

!HN#

)$

V

%

!HH"

)$

,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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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苏州站与郊区平均气温差为
!8K#\

!此值比

!HH"

年下垫面得到的值高
%8#K\

'因此随着城

市化的不断发展!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值不断变

大!也即热岛效应不断增加'

=<;

!

人为热变化对城市热岛影响

为了分析人为热对苏州城市热岛的影响!设

计了
K

个算例&算例
!

是实际人为热状况)算例
$

假设无人为热排放!即人为热强度为
%

)算例
K

假

设人为热为实际人为热的
$

倍'

根据前述人为热制作方案!本文计算得到苏州

城市人为热通量密度为
K$_

+

)

[$

'表
$

显示人为

热变化造成的热岛强度 $模拟区域内苏州城市下垫

面气温平均值与农田下垫面气温平均值差值%变

化'假设人为热为
%%

时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是

!8$J\

!考虑实际人为热时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是

!8K#\

!将实际人为热时热岛强度与人为热为
%%

时的热岛强度差与实际人为热时热岛强度的比值定

义为人为热对热岛强度的贡献率!由此计算得到的

实际人为热对热岛强度的贡献率为
N8HQ

!假设人

为热是现在的
$

倍时!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是
!8"#

\

!此时人为热对热岛贡献率增加到
$!Q

'

表
;

!

人为热变化造成热岛强度变化

>)6(.;

!

>3.83),

"

.+-FG##%,*.,7%*

4

8)'7./6

4

*3.83),

"

.

+-*3.),*30+

A

+

"

.,%83.)*

算例 热岛强度*
\

! !8K#

$ !8$J

K !8"#

=<@

!

太湖对城市热岛影响

为分析太湖存在对苏州城市热岛的影响!设

计了一组对比算例&算例
J

!太湖水体假设为农

田)算例
"

!太湖为真实水体'

表
K

显示了太湖对苏州城市热岛的影响!算

例
J

!即太湖为真实水体时!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

是
!8K#\

'而算例
"

是假设太湖水体为农田!计

表
@

!

太湖水体对苏州城市热岛影响

>)6(.@

!

>3.83),

"

.+-FG##%,*.,7%*

4

8)'7./6

4

>)%3'I)?.

算例 热岛强度*
\

J !8K#

" !8JH

算得到的苏州城市热岛强度为
!8JH\

!由算例
"

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比算例
J

计算得到的热岛强

度高
%8!K\

'原因可能是因为太湖水体时对郊区

气温影响不大!而对城区的气温影响较大!使得

城区气温有一定下降'从而导致太湖为水体时!

热岛强度相对较小'

C

!

城郊气温差与气象因子关系综合

分析

!!

除了利用数值模拟手段研究苏州城市热岛影

响因子外!本文也利用气象观测资料分析了城郊

气温差与气象因子 $风速(风向(气温及云量%

间的关系'所用观测资料为苏州地区东山(望虞

河水闸(黄埭(相城(新区镇湖镇和苏州站等
#

个站点
$%%#

#

$%%N

年夏季 $

#

#

N

月%的逐时观测

资料!其中东山(望虞河水闸(黄埭(相城(新

区镇湖镇等
"

个站点代表郊区站点!苏州站代表

市区站点'

城区站 $苏州站%气温与郊区平均气温差定

义为&

$

E

B

E

D

E

! $

!

%

其中!

$

E

表示城区测站气温与郊区气温差!

E

为

城区站 $苏州站%气温!

E

为郊区
"

个站点的平均

气温'

C<:

!

城区站气温与郊区平均气温差
$

E

分级

根据城市热岛强度 $

XC==

!单位&

\

%的大

小 $

XC==

$

%8"

!

%8"

#

XC==

$

!8"

!

!8"

#

XC==

$

$8"

!

$8"

#

XC==

$

K8"

!

XC==

"

K8"

%!可以将

城市热岛强度分为无(弱(中等(强和极强
"

个

等级'按照热岛强度分级!对城区站气温与郊区

平均气温的差
$

E

进行分级!并在上述热岛强度

的分级基础上!将
!

级细化!另外提出
%

级 $

$

E

#

[%8"\

!即冷岛%!而
!

级则为
[%8"\

$$

E

$

%8"\

!其他几级不变'

C<;

!

苏州站气温与郊区站平均气温差
$

E

与各气

象要素关系

!!

在上述分级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苏州站气

温与郊区气温差
$

E

各级强度所对应的苏州站气

象因子 $如风速(风向(气温(云量等%的概率

密度分布情况!以讨论气温差
$

E

与这些气象因

子的关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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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E

与风速关系

图
#* ,

分别给出了
$%%#

#

$%%N

年夏季苏州

站各级强度
$

E

所对应的风速的概率密度 $

.

%'

由图可见!整体上小于
$)

+

5

[!的风速占所有风

速的
"%Q

以上'对于中等以上强度的气温差 $

$

E

"

!8"\

%!其对应的风速一般较小!即存在如下

关系&

.

/

?

#

$

P$

E

"

!8"

0

"

.

/

?

#

$

0! $

$

%

图
#

!

不同等级气温差
$

E

对应的风速概率密度&$

*

%

$%%#

年)$

V

%

$%%?

年)$

,

%

$%%N

年

Z(

<

8#

!

P63

U

12V*V('(+

G

.3-5(+

G

2AF(-.5

U

33.A21.(AA313-+

$

E

$

\

%&$

*

%

$%%#

!$

V

%

$%%?

!$

,

%

$%%N

图
?

!

不同等级气温差
$

E

对应的风向概率密度&$

*

%

$%%#

年!$

V

%

$%%?

年!$

,

%

$%%N

年

Z(

<

8?

!

P63

U

12V*V('(+

G

.3-5(+

G

2AF(-..(13,+(2-A21.(AA313-+

$

E

$

\

%&$

*

%

$%%#

)$

V

%

$%%?

)$

,

%

$%%N

其中
?

为风速而对于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
$

E

#

%

的现象!毫无例外地出现了

.

/

?

#

$

P$

E

#

D

%8"

0

#

.

/

?

#

$

0

Q

$

K

%

"8$8$

!$

E

与风向关系

图
?* ,

分别给出了
$%%#

#

$%%N

年夏季苏州

站不同强度
$

E

所对应的风向的概率密度'由图

可见!对于苏州站!夏季盛行东南风 $约占
J%Q

左右%'但是!按
$

E

强度分级以后!对应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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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强度的风向的概率密度与整体上风向的概率密

度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当
$

E

#

[%8"\

时!

相应的盛行风向基本都是东南风 $占
"%Q

以上!

较整体上的风向的概率密度大%)而当
$

E

"

%8"

\

时!没有明显的主导风向'这是因为
$

E

"

%8"

\

时!背景风速都比较小 $

"%Q

以上的风速都小

于
$)

+

5

[!

%'风向一致时!热岛效应不明显)风

向乱时!热岛效应强'

热岛时伴随热岛环流!从而影响风向!数值

模拟的结果也得到相应结果'图
N

是
$%%#

年
N

月

!$

日
!!

时过城市中心 $

K!8Kj9

%东西向剖面的

垂直速度图!同时迭加流场 $

+

!

R

%'

图
N

!

$%%#

年
N

月
!$

日
!!

时垂直风速
R

$等值线%和环流场 $

+

!

RG"%

%的经度,高度剖面 $

+

和
R

的单位&

)

+

5

[!

%

Z(

<

8N

!

P63'2-

<

(+E.3M63(

<

6+53,+(2-A21031+(,*'F(-.03'2,(+

G

F

$

,2-+2E1

%

*-.,(1,E'*+(2-

$

+

!

RG"%

%$

+

!

RE-(+

&

)

+

5

[!

%

*+!!%%

BDP!$;E

<

$%%#

图
H

!

不同等级气温差
$

E

对应的气温
E

概率密度&$

*

%

$%%#

年)$

V

%

$%%?

年)$

,

%

$%%N

年

Z(

<

8H

!

P63

U

12V*V('(+

G

.3-5(+

G

2A+3)

U

31*+E13A21.(AA313-+

$

E

$

\

%&$

*

%

$%%#

)$

V

%

$%%?

)$

,

%

$%%N

!!

时!苏州地区低层扰动水平风场在城市地

区呈现辐合'在城市区域 $

!$%8"j/

#

!$%8#j/

%!

从地面到
?%%)

高空为上升气流!上升速度一般为

%8%$)

+

5

[!

!在
K%%)

高度出现了
%8%")

+

5

[!的

最大值'在城市的上风处!

!%%

#

#%%)

之间为下

沉气流!一般为
[%8%$)

+

5

[!

'这一结果与陈燕

等 $

$%%J

%研究杭州夏季城市热岛环流得到的结

论一致'由于垂直速度远小于水平风速!为了显

示的更清楚!这里将图
J

中的垂直速度放大了
"%

倍'城区上升的气流分为两支!一支与背景场叠

加!气流继续呈波动状向前流动!另一支继续上

升!上升到
?%%)

时!由城市向郊外流出并下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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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等级气温差
$

E

对应的云量
3

概率密度&$

*

%

$%%#

年)$

V

%

$%%?

年)$

,

%

$%%N

年

Z(

<

8!%

!

P63

U

12V*V('(+

G

.3-5(+

G

2A,'2E.,2031A21.(AA313-+

$

E

$

\

%&$

*

%

$%%#

)$

V

%

$%%?

)$

,

%

$%%N

到低层又向市区辐合'城区上升和郊区下沉气流

形成一个明显的热岛环流'

"8$8K

!$

E

与气温关系

图
H* ,

分别给出
$%%#

#

$%%N

年夏季苏州站

各级强度
$

E

所对应的气温
E

的概率密度 $

2

%'

由图可见!气温差
$

E

大于
%8"\

的现象基本都

出现在高温时期!即存在如下关系&

2

/

E

"

K%

P$

E

"

!8"

0

"

2

/

E

"

K%

0

Q

$

J

%

而对于气温差
$

E

#

[%8"\

的现象!则有如下

关系&

2

/

E

"

K%

P$

E

#

D

%8"

0

"

2

/

E

"

K%

0

Q

$

"

%

"8$8J

!$

E

与云量关系

图
!%* ,

分别给出
$%%#

#

$%%N

年夏季苏州

站各级强度
$

E

所对应的云量
3

的概率密度'由

图可见!苏州市夏季云量大于
!%

的时次占
J%Q

左

右'而云量较多时!一般也较容易出现
$

E

大于

%8"\

的现象'

J

!

结论

本文首先利用区域边界层模式 $

9>XM4LBY

%

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人为热及太湖水体存在对苏

州地区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同时利用气象观测

资料分析了城郊气温差与气象因子间的关系!得

到以下一些结论&

$

!

%

!HN#

年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得到的苏州

站与郊区气温差为
%8JJ\

)

!HH"

年下垫面土地利

用类型得到的苏州站与郊区气温差为
%8?K\

)

$%%#

年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得到的苏州站与郊区

平均气温差为
!8K#\

)

$

$

%实际人为热对苏州城市热岛强度的贡献

率为
N8HQ

!假设人为热是现在的
$

倍时!人为热

对城市热岛贡献率也将相应增加)

$

K

%假设太湖水体为农田时!模拟得到的苏

州热岛强度为
!8JH\

!该值比太湖为真实水体时

计算得到的热岛强度高
%8!K\

)

$

J

%苏州站与郊区平均气温差
$

E

"

!8"\

时

对应的风速一般较小'

$

E

较小时对应的风向比较

一致!

$

E

较大时对应的风向比较杂乱)

$

"

%城区站与郊区平均气温差
$

E

"

%8"\

的

现象基本都出现在高温时期!云量较多时也易出

现
$

E

"

%8"\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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