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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世园会园区5—6月草温与气温对比分析

沈 瑾1,罗 慧1,2,甘 泉3,魏俊涛1,张朝临4,刘 波4

(1.西安市气象局,西安 710016;2.陕西省气象局,西安 710014;

3.东莞市气象局,广东东莞 523086;4.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利用西安世园会园区气象塔5—6月的草温和气温观测资料,对比分析不同天气条件下两

个温度要素的日变化规律,借此提出相应的园区管理建议。研究发现:平均状况下草温>气温;

草温的日较差大于气温的日较差;两个温度要素的最低值均出现在日出前的05—06时,且草温的

最低值明显小于气温;草温峰值出现在14时,而气温的峰值在晴好天气时出现在17时,阴天和

降水时无明显规律。根据分析结果,建议园区植物灌溉应选择早晨05—06时,最需进行叶面降温

时间为13—14时,夏季应增加喷洒频次,最佳喷洒间隔为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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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4月28日至10月22日,由国家林业

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花卉协会、陕西

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以下简

称世园会)在西安举行,世园会以 “天人长安 创

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探索人、

城市、园林、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发展模式。陕

西省气象部门提出并实施 “融入世园,服务全

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主动及时的服务工

作受到各界广泛好评。气象部门不仅为海内外游

客服务、为园区安全运行服务,还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参展名贵花卉和树木提供优质气象服务的情

况,使得园区管理层根据精细气象预报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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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增加花卉苗木灌溉和喷雾作业的次数,

确保参展的200余种名贵花卉和树木安然度夏。

  为满足2011西安世园会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的需要,陕西省气象局于2011年3月在世园会

园区后勤入口内建立了一个28要素气象观测站。

其中,草温为草介下垫面6cm 高度上的温度。

在相同的太阳辐照度下,由于下垫面的介质不同

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趋势,邓天虹等[1]和陈玲

等[2]分别从天气条件和年际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

分析,程爱珍[3]等从大气辐射方面分析了草温与

气象要素之间的关系,曾英[4]等也对陕西草温观

测资料进行了初步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草温和

气温的变化规律对比研究,以期为世园会园区管

理和观赏植物养护方面给出建议。该站因建成时

间较短,仅选取2011年5—6月的数据资料进行

分析讨论。

1 数据资料

5—6月为西安天气多变的季节,2011年5—

6月期间出现了高温、大雨、强对流等天气,根

据当天多个时次的天气状况,将数据模糊分类为

晴天、多云、阴天和雨天等4类 (见表1)。草温、

气温数据间隔均取1h,平均值取24h数据的平

均。通过对逐日的3要素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

受园区绿化管理部门的人工喷雾影响,晴天和多

云条件下12—13时草温存在异常减小现象,文中

利用插值方法对草温数据进行了人工订正。

由表1可以看出,晴天、多云和降雨天气条件

下,日平均草温>气温,在阴天时日平均气温>草

温;平均状况下,草温较气温略偏高0.6oC。

表1 不同天气条件下世园会园

区5—6月温度要素统计

天气状况 晴天 多云 阴天 雨天 合计

日数/d 23 17 8 13 61

平均草温
/oC

28.0 24.5 22.6 19.3 23.6

平均气温
/oC

26.1 23.8 22.9 19.0 23.0

2 不同天气状况下温度日变化特征

由图1可看出,晴天时白天草温>气温,夜

间气温>草温。夜间草温呈下降趋势,在凌晨05
时到06时之间达到草温的最低值;而气温由于夜

间辐射冷却影响,在06时才达到其最低值,较草

温的最低值略落后。06时日出之后,受太阳辐射

和地面辐射的影响草温迅速上升。利用温度资料

逐时相减来计算其变率,计算结果表明草温升温

幅度最大值出现在08—09时,达到6.2oC/h。

两个温度要素在日变化中均呈单峰结构,但峰值

所出现时次有一定差异,草温的峰值在中午13—

14时,而气温则在14时之后仍持续上升,16—

17时达到峰值;草温的峰值明显大于气温,草温

的日较差为29.1oC,气温日较差为13.4oC。

晴天条件下草温受太阳直射引起的升温起主

导作用,而气温则受太阳辐射和大气的长波辐射

共同影响,出现了气温相位滞后的现象。

图1 不同天气条件下世园会园区草温和气温日变化

  多云状况下草温和气温分布状态与晴天类

似,由于天空云量及云状不同,草面接收到的短

波辐射和长波辐射变化相对较为复杂。草温最小

值出现在06时,与气温最小值出现时间一致;

温度值均明显小于晴空状况下,草温日较差为

22.0oC,气温日较差为10.8oC。

阴天受云层覆盖影响,下垫面接收到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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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直射辐射较少,近地面各层接收辐射能力相

对均匀,升温状况明显减弱,草温和气温之间差

异较小。阴天时草温日较差为11.3oC,气温为

5.1oC;草温峰值与气温的峰值之差为3.8oC。

当园区下雨时,草温和气温日变幅最小,气

温的日较差仅有3.1oC,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而草温在雨天仍出现小幅上升,峰值在14时。

由图1可知:白天草温>气温,而夜间气温>草

温。这可能是由于降水时水滴对太阳辐射的散射

削弱作用很大,而雨滴粒子对大气长波辐射也具

有一定吸收作用。

3 数据订正及在园区运行管理中的应用

上节所述均为未受人工影响状态下的草温和

气温数据变化规律分析,由于受园区管理部门的

喷雾、浇灌等影响,本节将原始数据与订正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喷雾、浇灌在时

间及频次方面的建议。

3.1 订正前后的草温对比

选取5月16日为典型的晴天,由图2可见,

13时由于观测点周围出现人为的喷洒浇灌,草

温有明显的减小。13时草温的观测值较订正值

偏小17.1oC,考虑到浇灌后蒸发过程将吸收热

量,实际的草温应比订正值更高。根据草温的逐

分钟数据及变化曲线分布对比,人工喷洒对草温

的影响时间在1h之内,1h之后草温将按照原

升温曲线继续上升,喷洒将失去其影响效果。

图2 2011-05-16订正前后草温与气温分布

3.2 园区观赏植物管理的建议

水分管理是花卉植物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若浇水不当,将直接影响花卉的生长发育。

而浇灌管理的重点主要为浇灌用水的水温、浇灌

频次、叶面温度、天气条件等[5]。

  (1)水温应与土壤温度和草面温度匹配,
浇灌用水的水温与草温越接近则对植物生长愈有

利,水温无论过高或过低均会对植物造成伤害。
园区的浇灌最佳时间应在05—06时;14时草温

与水温相差最大,不利于浇灌。
(2)草温在14时为典型的峰值点,最需采

取叶面喷洒降温措施的时间为13—14时。炎热

的夏季应注意增加叶面降温频次,建议最佳喷洒

间隔为1h。

4 结论

4.1 晴天、多云、降雨天气条件下,日平均草

温>气温,阴天时为日平均气温>草温;平均状

况下,草温较气温略偏高。

4.2 四种天气状况下草温、气温的最低值出现

在05—06时之间;草温峰值出现正午13—14时

之间,而气温峰值在无降水时出现在17时左右,
有降水时无明显规律;草温日较差大于气温日较

差。

4.3 建议植物灌溉应选择早晨05—06时,最需

进行叶面降温时间为13—14时,夏季应增加喷

洒频次,最佳喷洒间隔为1h。
由于观测时间较短,分析结论有一定局限

性,还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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