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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旅游气候资源及舒适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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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定宁夏２３个气象站点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逐月平均气温、风速、相对湿度、日照时数，运
用４项指标对宁夏四大旅游区的气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卫沙坡头旅游区有长达５个月
的适宜旅游和３个月的疗养气候条件，其他三个旅游区适宜旅游季节不长，综合条件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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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位于中国西部黄河上游地区，属黄土高
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带，地势南高北低。特殊的
地理环境决定了特有的气候特点：冬寒漫长，夏
少酷暑，日照充足，雨雪稀少。独特的气候特点
决定了在旅游景观、旅游舒适度方面有独特优势。
宁夏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宁夏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开展宁夏旅游气候及舒适
度评价可以为合理开发宁夏旅游气候资源提供依
据，对保持宁夏旅游业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将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宁夏旅游地适宜旅游期分析

选取目前比较常用的气候生理指标温湿指数
爤（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和风效指数爦
（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ｉ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１－２］进行宁夏适宜旅游期
分析。

温湿指数（爤）和风效指数（爦）计算公式：
爤＝牠－０５５（１－牊）（牠－１４４）， （１）

爦＝－（１０爼１燉２＋１０４５－爼）（３３－牠）＋８５５牞。
（２）

其中：牠为气温，牊为相对湿度，爼为风速，牞
为日照时数。

温湿指数（爤）是湿度订正后的温度。
风效指数（爦）是既考虑体表散热也考虑太阳

辐射后人体的增热，反映体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

热交换，即体表单位面积的热交换量率（正值为
吸热，负值为散热）。

根据公式（１）和（２）计算出宁夏２３个测站
１２个月的温湿指数（爤）和风效指数（爦）。根据
表１的生理气候标准可确定爤和爦所对应的感
觉程度。感觉程度“舒适”或“暖”为疗养气候；
宁夏各地均达不到炎热、外露皮肤冻伤、酷冷等
气候温湿指数或风效指数，因此在宁夏地区，除
“冷”、“热”以外为适宜旅游气候。

从全区各地适宜度分析得出：
（１）宁夏自北向南寒冷天气增多，暖热天气

减少，适宜旅游时间呈现出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
南部比北部适宜旅游时间稍长。

（２）贺兰山旅游区及以北到沙湖旅游区和贺
兰山以南到吴忠适宜旅游时间为５月和９月；吴
忠以南到中卫沙坡头适宜旅游时间为５月、６月、
８月、９月；沙坡头硒砂瓜生态观光旅游区及以南
到泾原适宜旅游时间为６月、７月、８月；六盘山
旅游区尽管在７、８月从风效指数看属旅游舒适
区，但从温湿指数来看属偏冷，从严格意义上讲
无适宜旅游时间。

（３）石炭井旅游区适合疗养期为６月、８月；
惠农、陶乐适合疗养期为６月；贺兰山旅游区及
以北到沙湖旅游区和贺兰山以南到吴忠旅游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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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理气候评价指标［］

温湿指数（爤） 风效指数（爦）
范围 感觉程度 范围 感觉程度
＞２８０ 炎热 ＜－１４００ 外露皮肤冻伤

２７０～２８０ 热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酷冷
２５０～２６９ 暖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冷
１７０～２４９ 舒适 －８００～－１０００ 冷凉
１５０～１６９ 凉 －６００～－８００ 凉
＜１５０ 冷 －３００～－６００ 舒适

－２００～－３００ 暖
－５０～－２００ 暖热
８０～－５０ 热（牠＜３２８ｏＣ）
１６０～８０ 炎热（牠＞３２８ｏＣ）
＞１６０ 暴热

适宜疗养期；盐池、韦州、同心适宜休疗期为６月、
８月；沙坡头、海原旅游区适宜休疗期为６月、７
月、８月；固原、西吉、泾原只有７月为适宜疗养
期；六盘山无适宜疗养期。

（４）除沙坡头旅游区（含沙坡头硒砂瓜生态
农业观光区适宜旅游时间为５月、６月、７月、８
月、９月）连续适宜旅游时间和适宜疗养期最长
外，其它地区适宜旅游时间相对较短，而且不连
续。石炭井虽然有２个月的适合疗养期，但该地
区为宁夏主要产煤区，环境污染严重，不适合疗
养。
宁夏旅游气候资源优势劣势分析
２１旅游气候资源优势
２１１夏季温热，日较差大，极少出现闷热天气
据研究，夏季旅游最适温度为最热月平均气温

１７～２４ｏＣ，日最高气温≥３０ｏＣ日数不出现或很少
出现。宁夏夏季温热，最热月平均气温１７～２４ｏＣ，
仅个别地区＜１７ｏＣ，日最高气温≥３０ｏＣ的暑热日
数大多＜７ｄ，≥３５ｏＣ炎热日罕见，≥４０ｏＣ酷热日
没有出现过，最热月的日较差１２～１４ｏＣ，部分地
区达１６ｏＣ，是全国日较差高值区之一。夏季空气
湿度相对其它季节高（西北干旱地区空气干燥是
限制旅游的一个主要因子）。夏季白天气温高，夜
晚温度低，往往高温与低湿或高湿与低温同时出
现，极少出现闷热天气，旅游无不适感觉，从温
湿指数和风效指数也可看出，宁夏各地夏季（６—
８月）没有达到热、炎热、暴热指标，是夏季避暑

旅游胜地。
２１２雨热同季，降水多集中夏季宁夏降水多
集中于热量充足的夏季（全年降水量的６０％～
７５％）（图１）。降水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季４—９
月，水热分布在时间上匹配较好，提高了降水资
源的有效性，使树木、牧草生长茂盛，给游客观
光游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水热资源充足，日
较差大，积温有效性高，使该区生产出名特优产
品，如中卫的枸杞、红枣、硒砂瓜，引黄灌区的
水稻，贺兰山南麓及中卫沙漠区葡萄等，尤其是
硒砂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适宜疗养时间为６
月、７月、８月，与硒砂瓜旺盛生长季节重合。这
些丰富的物产是开展宁夏特色旅游极好的资源，
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２１３日照充足，晴天多，降水日数少宁夏

图１宁夏气温与降水量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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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总辐射年总值为５１３０×１０９～６２３０×１０９
Ｗ燉ｍ２，地域分布为南少北多。同心为高值中心，
达６２３×１０９Ｗ燉（ｍ２ａ），逐步向南递减，至泾源
达最少，为５１３０×１０９Ｗ燉（ｍ２ａ）；由同心向北
进入引黄灌区逐渐减少，递减幅度较小，均在
５８５８×１０９Ｗ燉（ｍ２ａ）以上。灵武、银北为次高
值区，６０６７×１０９Ｗ燉（ｍ２ａ）以上，是我国仅次
于青藏高原的另一光能资源高值区［４］，但辐射强
度远低于青藏高原，人们无不适感觉。年日照时
数２２５４９～３１１２３ｈ，平均每天日照７ｈ以上，
日照百分率５１％～７０％。多晴朗天气，年阴雨日
５０～７０ｄ，影响出游的≥１００ｍｍ降雨日不足５
ｄ。晴好天气多为游客旅游观光带来便利。太阳辐
射强，日照充足，太阳光可杀死细菌，促进新陈
代谢和预防疾病，还可结合旅游活动，开展日光
浴等健身活动。
２２宁夏旅游气候资源劣势分析
２２１冬季寒冷，冬春多强冷空气和寒潮活动
宁夏冬季寒冷，１月平均气温－８９ｏＣ～－６７
ｏＣ，极端最低气温－３０３ｏＣ～－２３ｏＣ，从各月温
湿指数和风效指数也可看出，各地１２月至次年２
月均为冷或冷凉；全区性强冷空气、寒潮平均每
年２４次。冬季强冷空气、寒潮活动频繁，温湿
指数和风效指数均达不到旅游舒适度指标，影响
旅客外出观光游览。
２２２春季气候干燥、多大风和沙尘暴天气春
季平均相对湿度除六盘山旅游区（６５％）外，其
他地区在５０％以下，大部分地区３０％～４０％，最
小相对湿度在５％以下。春季大风日数３～７ｄ，占
年大风日数的４０％～６０％，沙尘暴日数２～３ｄ，
占年沙尘暴日数的５０％～９０％。４、５月温度较适
合外出游览，但气候干燥，风沙天气使游客感到
不适，特别是沙漠旅游，如遇沙尘暴天气可能发
生危险。

２２３干旱频发影响自然景观据资料统计［５］，
宁夏以春旱为主，春夏连旱最多，对宁夏影响最
大的是秋春夏连旱。近年来干旱频繁发生，２００４
年秋季—２００７年春季持续干旱少雨，尤其２００５
年的干旱是宁夏近５０ａ来不遇的特大干旱，干旱
从山区扩展到引黄灌区，出现干旱极值比以前增
多，受旱面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受干旱影响，有
些植物受水分条件的胁迫和限制，不能正常萌发
生长，严重春旱甚至导致植物延迟到初夏才能正
常萌发，秋旱导致植物果实提早脱落，叶片提早
枯黄，缩短了许多绿色自然景观的观赏期。
结论

宁夏南部比北部适宜旅游期长，沙坡头旅游
区适宜休疗养时间最长（５个月），且光照时间也
长，光线强度适中，季节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是
宁夏度假和疗养的黄金地带；石炭井虽然有２个
月的适合疗养期，但该区为宁夏主要产煤区，环
境污染严重，不适合疗养；春夏季正值旅游季节，
沙尘、大风及干旱等灾害天气对旅游舒适度及观
景效果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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