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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公众对旅游气象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对眉山现有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气象服务

产品的普查分析，提出针对游客开展有特色的旅游气象服务，研发对安全旅游和兴致旅游有影响的气象

条件，拓宽旅游行业气象服务产品发布渠道，加强旅游气象人的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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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aises an increasing require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rom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gener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urism 
meteorological service products in Meishan, it is proposed to carry out characteristic tourism me-
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tourists, develop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safe 
tourism and interest tourism, broaden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s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 prod-
uct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of tourism meteorolo-
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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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又是极具潜力的可持续发展产业[1]。近年来，随着交通和旅游

业的大力发展，来眉山旅游的人数日益增多，全域旅游正在眉山遍地开花。气候特征带来的眉山市旅游

资源日渐变化，公众对于旅游气象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眉山，需要针对游

客开展有特色的旅游气象服务，研发对安全旅游和兴致旅游有影响的气象条件，拓宽旅游行业气象服务

产品发布渠道。 
 

Table 1. Overview of Meishan scenic spot 
表 1. 眉山旅游景区概况 

类别 名称 位置 

4A 级旅游景区 三苏祠景区 眉山市东坡区纱彀行南段 

4A 级旅游景区 黑龙滩旅游景区 眉山市仁寿县黑龙滩镇 

4A 级旅游景区 洪雅县柳江古镇旅游景区 眉山市洪雅县柳江古镇 

4A 级旅游景区 青神县江湾神木园景区 眉山市青神县外南街 73 号 

4A 级旅游景区 青神县国际竹艺城旅游景区 眉山市青神县南城镇 

4A 级旅游景区 中国泡菜城旅游景区 眉山市东坡区顺江大道 1 号 

3A 级旅游景区 仁寿城市湿地公园旅游景区 眉山市仁寿县文林镇 

3A 级旅游景区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 眉山市洪雅县瓦屋山镇 

3A 级旅游景区 老峨山旅游风景区 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 

3A 级旅游景区 丹棱·桃花源景区 眉山市丹棱县齐乐镇 

3A 级旅游景区 蒙牛乳业(眉山)工业旅游区 眉山市东坡区科工园三路中段 

3A 级旅游景区 仁寿县蝶彩花卉旅游景区 眉山市仁寿县清水镇 

3A 级旅游景区 仁寿县响水六坊旅游景区 眉山市仁寿县珠嘉镇响水村 

3A 级旅游景区 东坡区桂花湖旅游景区 东坡区崇礼镇中桂村三组 

2A 级旅游景区 彭山县彭祖故里 眉山市彭山县江口镇 

市 2A 级旅游景区 青神县中岩寺 眉山市青神县瑞丰镇 

2A 级旅游景区 洪雅藤椒文化博物馆旅游景区 眉山市洪雅县止戈镇柑子场 

2A 级旅游景区 洪雅县雅女荷园景区 眉山市洪雅县花溪镇黄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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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眉山主要旅游景区普查分析 

眉山，古称眉州，拥有 1500 多年的历史，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三苏

文化”“长寿文化”“竹编文化”等交融生辉，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三苏祠、黑龙滩、仙女山、

中岩寺、瓦屋山、老峨山等区县著名景点更是游人如织。以丹棱“幸福古村”、洪雅“柳江古镇”为代

表的古镇、古村，受到联合国世界古村落保护大会的青睐。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0%，城乡绿化覆盖率 58.04%，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达 9.5%，是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如表 1 所示，眉山市有国家 A 级旅游风景区 18 处，其中 4A 级旅游景区 7 处。拥

有“世界最美桌山”瓦屋山、“长寿福地”彭祖山、“川西第一海”黑龙滩、“峨眉半山”七里坪等景

点，被评为亚太地区(二三线城市)首选旅游目的地、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城市。 

3. 眉山市主要气候概况分析 

眉山市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具有丘陵、平坝、山区多种地貌类型。岷江和青衣江穿越

其境。往西和川西高原毗邻，同时又属于峨眉山——瓦屋山断裂带，地势、地貌复杂。从而构成了层次

分明的气候背景。全市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在 17℃左右，年最高气温可

达 38.9℃，最低气温−4.2℃，生态宜居，适宜旅游。全市年平均降水为 1153.7 毫米，西部的洪雅、南部

的青神年总降雨量丰沛，属全省的多暴雨中心，年平均降水洪雅最高，可达 1489.8 毫米；东部仁寿县较

全市其余各区、县干旱频率高。每年汛期(5~9 月)，全市的区域性暴雨一般有 3~5 次，区域洪涝 1~2 次，

降雨时间集中，强度大。无霜日期长，一般为 310~320 天。由历史资料统计，大风日数(≥17 米/秒)频率

较高的为东坡区、彭山、仁寿，从建站到 2010 年，上述三站的极端最大风速分别为 18、18 和 19 米/秒，

年平均风速分别为 1.4、1.4 和 2.0 米/秒，年最多风向频率均为(C, N)。 

4. 眉山主要旅游景区气象监测站点情况普查分析 

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气象服务自动检测系统是建立旅游气象服务的前提[2] [3]，而气象观测数据是

进行气象条件分析服务的基础。眉山国家 A 级景区中，已设立气象站 11 个。眉山市境内山峦纵横，从

东至西，海拔逐渐升高，其中地势最高的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达 2830 米，整个公园占地面积广，游

客体量庞大，但缺乏气象观测站，气象服务缺少数据支撑，建议在合适区域新增自动站，在景区主要道

路建立道路结冰警示牌，在主要休闲避暑风景区建立负氧离子监测站，在主要高速路和主要旅游通道建

立能见度自动观测站。 

5. 旅游气象服务产品需求调查分析 

旅游气象服务对象主要分为三类:旅游管理部门、景区运营管理部门、旅游中介和旅游个体，他们对

旅游气象服务产品的需求各有不同，因此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对旅游气象服务产品项目、内容、服务时间

和方式进行了调查分析[4]。 

5.1. 旅游管理部门需求调查分析 

旅游管理部门即各级文广旅局，其工作涉及本地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协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保

护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全市旅游整体形象策划、宣传和重大文博活动，负责各旅行社、景区等部门的管

理，协调旅游安全重大事项。确保“安全、有序、优质、高效”的旅游环境是重要职责。 
2018 年 7 月 11 日，中国气象局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灾害性天气旅游安全风险

防控工作的通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加强汛期暑期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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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天气旅游安全风险的联防联控，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有效预防和减轻灾害性天

气对旅游安全的影响。旅游管理部门所需旅游气象服务产品项目包括本地区或重点旅游区气象资料服务

和天气预报服务，其中，强调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突发性、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预报的精准

化和提前量，特别是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针对主要交通干道、旅游景区等地，强化气象预报预

警发布工作，通过手机短信、微信、QQ 及传真等途径多渠道为旅游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同时加强与旅游

相关气象灾害风险知识、避灾自救技能的宣传科普工作。旅游管理部门要与气象部门建立长效、常态化

机制，促进旅游气象防灾减灾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5.2. 景区运营管理部门需求调查分析 

景区运营管理部门负责景区植物的养护，观赏(花叶观赏等)预报，景区、山体和道路安全等工作[5]。 
据调查，气象与旅游景区运营关系密切，景区所在的气象预报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到该景区的运营。

对于旅游业来说，气象大致可以分为灾害和资源两类，传统的旅游气象服务一直致力于相关灾害的监测

预报预警等工作，目的就是尽量避免气象灾害对游客的危害，而对景区管理部门而言，所需的旅游气象

服务产品项目包括不仅包括对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还有相关气候景观的预报预测等。主要需要的产品

包括实况资料及预报预测服务两类。其中实况资料为景区主要景点温度、湿度、降水量和风向风速气象

要素每小时的实时显示。天气预报预测服务包括景观观赏期(花叶观赏等)预报、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

等方面。天气预报预测资料：1) 降水预报：包括降水的量级、持续时间和降水性质(雨或雪)；空气湿度

预报最高最低气温预报；服务产品为每日定时发布；2) 冰雹、暴雨、高温、大风(平均风速大于等于 6
级及瞬时风速大于等于 7 级预报)等极端天气预报；连晴天气预报，连阴雨天气预报；服务产品为不定时

发布；3) 旬、月、季的中长期趋势天气预报，服务产品为旬末、月末、季末定时发布；4) 如樱花博览园

需要提前 15~20 d 开展花期气象条件预报；5) 对景观观赏有影响的暴雨、冰雹、大风和高温极端天气预

报；6) 观赏期间需要 72 小时短期天气预报及人体舒适度、紫外线强度等级、穿衣建议等指数预报。服

务产品是在需要时段定时和不定时发布。 
针对景区运营管理部门的旅游气象服务产品可通过电脑端、显示屏终端、网络、传真、邮件等方式

服务。结合天气状况，分析不同天气气候条件下景区内游客行为习惯(包括游览时长、人流密集点和时间

段等)，提升景区经济收益和运营管理能力。 

5.3. 旅游中介和旅游个体需求调查分析 

据调查分析，旅游中介和旅游个体所需的旅游气象服务产品项目也包括景区气象实况资料服务、天

气预报服务和旅游气象景观预报服务。气象实况资料服务产品包括景区主要景点和主要交通干线温度、

湿度、降水量和风向风速等气象要素显示；天空状况、紫外线实况显示；能见度(是否有大雾天气)实时显

示；道路结冰情况实时显示。天气预报服务主要包括未来 3 天天气状况及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测。旅游气

象景观预报服务主要包括云海、佛光、雾凇、雨凇、积雪等景观可见度预报产品及季节性花期、秋景等

预测产品。 

6. 旅游气象现状及需求对比 

目前眉山市开展的旅游气象服务包括：72 小时天气预报、天气周报、天气旬报、节假日天气预报、

大型活动专题天气预报、人体舒适度、紫外线强度等级等指数预报、高影响天气的预报及预警、景观预

报、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等。旅游气象传播平台有电视、微博、抖

音、眉山气象 APP 等，传播途径多样化，可实时获取旅游气象实时资料。 

https://doi.org/10.12677/ccrl.2022.111009


田茂 等 
 

 

DOI: 10.12677/ccrl.2022.111009 87 气候变化研究快报 
 

根据调查分析，可将旅游气象服务产品按资料和预报服务分类。气象资料服务产品包括：1) 主要景

点自动气象观测资料(温度、湿度、降水量和风向风速等)每小时实时显示；2) 应用历史气象资料进行旅

游区气候类型研究，气象气候特色景观出现季节和条件分析。预报服务类型产品包括：1) 定期制作周、

旬、季的中长期天气预报；2) 定期制作 72 小时天气预报；3) 每天制作人体舒适度、紫外线强度等级、

穿衣建议等指数预报；4) 高影响天气预报和预警；5) 定时制作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空气污染气象条

件等级预报；6) 针对不同景区需求制定景观预报，如日出、日落、云海、佛光、积雪、雾凇、雨凇等景

观可见度预报产品，以及季节性花期、秋景等预测产品。 

7. 小结 

为了提供更好的旅游气象服务产品，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提高眉山市旅游气象服务能力。 
1) 针对眉山市旅游景区气象自动观测站少，缺乏负氧离子监测站等现状，建议在不同海拔地区增设

气象自动观测站，在景区主要道路建立道路结冰警示牌，在主要休闲避暑风景区建立负氧离子监测站，

在主要高速路和主要旅游通道建立能见度自动观测站。 
2) 拓宽旅游气象服务产品发布渠道，通过互联网、景区电子显示屏、景区广播、景区公众服务号等

方式增加公众接受信息的面积和速度。 
3) 将瓦屋山、七里坪景区作为试点，与当地旅游部门沟通合作，以点带面推进眉山市旅游气象服务

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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