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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地区旅游气候指数及评价
李焕１，李新豫２，白松竹２

（１哈巴河县气象局，新疆哈巴河８３６７００；２阿勒泰地区气象局，新疆阿勒泰８３６５００）
摘要：根据阿勒泰地区１９５４—２００８年气象资料，分析阿勒泰地区气温、风速、相对湿度等特征，
利用温湿指数和风寒指数分析和评价阿勒泰地区旅游气候资源，得出阿勒泰地区４—１０月为旅游
适宜期，最佳旅游期为５—９月。阿勒泰地区旅游舒适气候的评价为阿勒泰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和旅
游者选择最佳旅游季节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旅游气候资源；旅游舒适指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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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最北部，自然环境优美，
风光秀丽，旅游资源具有“总量大、类型多、品
位高、组合优”的特点。全地区拥有旅游资源１８５
处，国家Ａ级景区２２家。闻名遐迩的喀纳斯湖、
布伦托海风景区及大漠风光、冰川雪岭、湖泊温
泉、岩画石刻，凉爽宜人的气候等为旅游业提供
了优越的条件。气候条件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
的先决因素，适宜的天气、气候不仅具有特殊的
景观功能，还有利于增添富有特色的旅游内容，扩
展旅游活动的时空分布。本文通过计算分析温湿
指数和风寒指数，确定阿勒泰地区旅游宜人度的
时间分布特征，并根据各季景观特点，确定最佳
旅游适宜期，为阿勒泰旅游气候资源的开发和决
策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
气候资源分析
１１气温

气温对人体体温起着调节作用，也影响着人
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因此，气温适宜与否是外出
旅游活动首先考虑的气候因子，直接影响旅游气
候舒适度［１］。由表１可见，阿勒泰地区１１月—次
年３月月平均气温低于０ｏＣ，为冬季；４—５月和
９—１０月月平均气温在０～２０ｏＣ之间，分别为春
秋季；６—８月月平均气温２０ｏＣ左右，为夏季。阿
勒泰地区冬季漫长寒冷、春秋两季短暂凉爽、夏

季不热，年平均气温仅为３７ｏＣ。
１２降水

降水对旅游具有一定影响，除非是特殊景观
要求，通常降水不利外出旅游。阿勒泰地区干旱
少雨，＞０１ｍｍ的年平均降水日数８３ｄ，年平均
降水量为１４２ｍｍ。１—３月月平均降水量相对较
少，不到１０ｍｍ；７月月平均降水量最多，为２４８
ｍｍ；其他各月月平均降水量十几毫米（见表１）。
总体来说，全年降水分布相对较均匀。
１３相对湿度

湿度主要影响人体的热代谢和水盐代谢，也
是影响旅游的一个重要气象要素。阿勒泰地区湿
度适中，年平均相对湿度６０％，冬季相对湿度在
７０％左右，其余各月均在５０％左右（见表１）。
旅游舒适指数的计算

气温、湿度和风对人体的影响是综合的［２４］。
事实表明气温适宜时，空气湿度对人体影响并不
明显，但高温条件下，空气湿度的增加影响到汗
液蒸发，破坏人体热平衡，人就会感到闷热和不
舒适［５］。风能使人体散热加快，当气温低于皮肤温
度时，风就会使人感觉寒冷和不适，而当气温高
于皮肤温度时，风会使人感觉凉爽。目前，国内
一些学者使用温湿（风寒）指数计算方法［６１０］计算
和评价旅游舒适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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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阿勒泰地区—年逐月及年平均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平均风速
气象要素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年平均
气温燉ｏＣ －１７４－１４７－５３７０１４８２００２１６２００１３５５１－５４－１４４３７
降水量燉ｍｍ ８３ ６４ ７８１２８１７８１７６２４８１７２１４１１４２１７７１２１１４２
相对湿度燉％ ７４ ７４ ７０ ５０ ４５ ４７ ５２ ５１ ５２ ５９ ７１ ７６ ６０
风速燉（ｍ燉ｓ） ２３ ２３ ２７３８３８３３２９２８２８２７２６ ２５２９

２１温湿指数
温湿指数是表示炎热季节人体舒适度的综合

性气候指标。温湿指数的公式表示为［１１］：
爤ＴＨ＝（１８牠＋３２）－０５５（１－爣）（１８牠－２６），
其中牠为气温，单位为ｏＣ，爣为相对湿度。具体计
算中，牠和爣选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相对湿度。
表２为阿勒泰地区４—９月温湿指数。表３为温湿
指数分级与人体舒适度感觉，把表３中属于最舒
适、舒适和较舒适的５个温湿度范围定义为适宜
旅游区间，适宜旅游区间的温湿指数为３９～７６，
为了便于记忆，采用４０～７５为适宜旅游区间，对
应的时间即是适宜旅游期。把最舒适和舒适的３
个温湿度范围定义为最佳旅游区间，对应的温湿
指数为５１～７４，为方便起见，调整采用５０～７５为
最佳旅游区间，对应的时间即是最佳旅游期。结
合表２可见，阿勒泰地区炎热季节中对应的适应
旅游期为４—９月，最佳旅游期为５—９月。

表阿勒泰地区—月温湿指数
月份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温湿指数 ４８ ５８ ６５ ６７ ６５ ５７

表温湿指数分级与人体舒适感觉
级别指数范围 人体感觉
０ ２６～３８ 冷大部分人不舒适
１ ３９～５０ 微冷较舒适
２ ５１～５８ 凉爽舒适
３ ５９～７０ 最舒适
４ ７１～７４ 微热舒适
５ ７５～７６ 较热较舒适
６ ＞７６ 热大部分人不舒适

２２风寒指数
风寒指数是表示寒冷地区或寒冷季节人体感

觉寒冷的程度，其经验公式表示为：

爤ＷＣ 槡＝（１０牤＋１０４５－牤）（３３－牠），
式中牤为月平均风速，单位为ｍ燉ｓ；牠为月平均温
度。在我国涉及两类观测高度不相同的气候要素，
须将１２ｍ处的风速值换算为人类活动区（１５
ｍ）上的风速值［１０］，订正后的公式为：
爤ＷＣ 槡＝（１００６７牤＋１０４５－０６７牤）（３３－牠）。
表４是阿勒泰地区寒冷季节风寒指数。表５

是风寒指数分级和人体舒适感觉，同理，把属于
舒适和凉爽这两个指数范围定义为适宜旅游区
间，风寒指数范围为≤６５０，对应的时间为适宜旅
游期；在适宜旅游区间中把风寒指数＜４００的区
间定义为最佳旅游区间，其所对应的时间为最佳
旅游期。结合表４可见，阿勒泰地区寒冷季节中
对应的适宜旅游期只有１０月，无最佳旅游期。

表阿勒泰地区—月风寒指数
月份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２ ３

风寒指数６２３８４１１０２９１０７５１０１７８４６

表风寒指数分级和人体舒适感觉
级别 指数范围 人体感觉
０ ＜４００ 舒适
１ ４０１～６５０ 凉爽
２ ６５１～８００ 很凉
３ ８０１～１０００ 冷
４ １００１～１２００ 很冷
５ １２０１～１４００ 极度寒冷
６ １４０１～２０００ 有冻伤危险

旅游气候评价
全年来看，阿勒泰地区除冬季（１１月—翌年３

月）寒冷，不宜开展户外旅游活动，其他季节气温
适宜、降水较少、湿度适中，都较适宜旅游。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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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炮人工防雹作业技术分析
梁谷，李燕，岳治国，田显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依据陕西省人工防雹业务工作的特点，通过对高炮射击特征的分析，利用雹云催化人工
引晶数值模拟、陕西省积云的云水含量探测和３７ｍｍ防雹弹爆炸的实验结果，寻找一种适合陕西
高炮防雹定量化作业的技术方法。提出的高炮人工防雹作业技术操作简单、方便，符合《高炮人
工防雹增雨作业业务规范》的要求，同时贯彻了防雹支撑理论在业务工作中的应用，定量化的参
数指标为规范化业务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高炮人工防雹；射击组合方式；操作步骤
中图分类号：Ｐ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防雹作业原理
冰雹的形成机制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１］：一

是水分累积带理论，垂直向形似抛物线分布的上
升气流的最大速度大于水滴自然破碎时的临界下
落末速度，且此高度又小于大水滴的自然冻结高
度（－１８～－２０ｏＣ），则在此高度以上形成由大水

滴组成的含水量累积区，通过浸润冻结或碰撞核
化形成雹胚；二是循环增长理论，影响冰雹胚胎
增长的气流有多条轨迹，当雹胚沿某一条气流轨
迹运动增长达到足够大时，将跌出此轨迹，进入
另一条适合的气流轨迹继续运动增长，此过程可
重复循环，直至冰雹大到没有合适的气流轨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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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最佳旅游期，４—１０月为旅游适宜期，长达７
个月。以往人们认为６—８月为阿勒泰地区的旅游
旺季，通过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结合景区不同
季节的景观特色，阿勒泰地区的旅游气候资源还
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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