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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tourism resourc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urism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
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mate resources. Climate resources are indispensabl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var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of 
winter extreme weather and weather events in norther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conti-
nuous winter haze, severe cold, snow disaster, and freezing rain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human 
health, especially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which makes the hospitalization 
rates rising. The demand for winter tourism and the choice of destinations have changed signifi-
cantly. The areas more suitable for sheltering from the cold in winter are increasingly sought after 
by people, making the advantages of climatic conditions in Kunming gradually appear. The con-
sumption demand for winter cold shelter tourism highlights the special status and role of cold 
weather resources, and the cold shelter tourism destin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ourism 
consumption destination for the masses in winter. We studied the cold weather tourism resources 
in Kunming, uses the data of climatic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f Kunming, and combines eco-
nometric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climate comfort evaluation index and analytic method to ana-
lyze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d weather tourism resources in Kunming.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city’s cold shelter tourism make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guid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old shelter tourism re-
sources in Kunming,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d shelter tourism in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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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旅游资源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旅游业发展与气候资源密切相关，气候资源则是各旅游目的地发

展旅游业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近年来我国北方冬季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多，持续性

的冬季雾霾、严寒、雪灾以及冻雨对人类的健康特别是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住院率上

升，使人们冬季旅游的需求和目的地的选择发生了显著变化，冬季比较适宜避寒的的地区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追捧，使昆明市的气候条件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冬季避寒旅游的消费需求凸显了避寒气候资源的特

殊地位和作用，避寒旅游目的地逐步成为冬季大众新的旅游消费目的地。本文通过对昆明市避寒气候旅

游资源进行研究，利用昆明市的气候气象因素数据，结合气候舒适度评价指数和层次分析法等计量分析

方法，分析昆明市避寒气候旅游资源的现状和特征，分析昆明市避寒旅游的发展潜力，使本文研究对昆

明市避寒气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推动昆明避寒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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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资源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旅游气候资源”最早由 Hibbs 于 1966 年提出，认为“旅游气候

资源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范围中，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可以进行开发利用的气候资源”[1]，一

般分为避暑型、避寒型旅游气候资源两种类型。国外有关气候舒适度的研究早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大致

经历了早期仪器测评时代[2]、经验模型时代[3]以及机理模型[4]三个时代。国外学者对冬季旅游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气候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研究[5]、气候条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气候舒适度等方面。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主要集中于风效指数和温湿指数对气候舒适度的影响研究[6] [7] [8] [9]和建立气候舒适度数

学评价模型等方面[10] [11] [12]。刘继韩 1988 年对我国东部若干名山康乐气候的初步分析研究标志着我

国气候旅游舒资源研究的起步，主要侧重于避暑旅游研究[13]。一直以来，有关避暑旅游的研究多于避寒

旅游，避寒旅游在我国最早明确提出于 2003 年，由林锦屏和郭来喜正式提出，他们评价了中国南方十一

座旅游名城避寒疗养气候旅游资源[14]。避寒旅游是指冬季居住于高纬地区的居民，在每年冬季(12 月到

次年 2 月)到气候温暖和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低纬地区进行旅游活动或者短期居住生活的旅游形式[15]，
是一种低碳生态旅游。全球比较适宜避寒的地区位于 1 月 10℃和 22℃两条等温线之间，大体上与纬线

相平行[16]。我国位于该温度值范围内的主要有云南省、广西省、广东省以及海南省。由于我国避寒旅

游资源的稀缺性，加上近年来需求市场的不断扩大，使避寒旅游研究逐渐被受到重视。昆明有着优越

的地理区位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我国冬季适合发展避寒旅游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由于避寒旅游涉

及多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较强，涉及面较广，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以气候舒适度为基本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0.9100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成蝶 等 
 

 

DOI: 10.12677/ije.2020.91008 59 世界生态学 
 

条件，分析昆明市发展避寒旅游的气候基础，为昆明市冬季旅游发展注入新的契机，同时推动避寒旅

游研究。 

2.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102˚10'~103˚40'E, 24˚3'~26˚22'N)是云南省省会城市，素有“春城”之称，辖区面积 21,473 km2。

昆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图 1)，旅游总收入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其作为联

接中国大陆旅游圈与东南亚、南亚旅游圈的前沿节点，旅游集散功能优势明显，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城市。

据中华口碑传播中心(China Public Praise Center)、亚太环境保护协会(Asia pacific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ssociation)、世界文化地理协会(Institute of World Cultural Geography)等组织机构连续几届发布的中国避

寒旅游城市榜统计，昆明连续六年荣登全国避寒城市前十排行榜。 
 

 
资料来源：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云南省林业厅及最新相关资料统计、云南省文化厅、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明市文化广

播电视体育局及最新相关统计资料。 

Figur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natural and socia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Kunming in 2018 
图 1. 2018 年昆明市自然与社会文化旅游资源统计表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昆明市气象局。以站号 56778 (气压传感器海拔高度为 1889.1 米，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1888.1 米)的昆明气象站点(102.39˚E, 25˚N)1993 年~2016 年冬季(12 月、1 月、2 月)每日观测到的数据为

基础数据，其中 50 天的部分因子数据缺失，有效数据共计 2116 天，有效率达 98%，选取影响避寒旅游

的主要因子：温度、湿度、风速、日照时数、太阳辐射为分析的气象因素。 

4. 研究方法 

生理气候适宜性主要表现在人体的热感上，热感主要取决于太阳辐射与最低或最高气温。在高温状

态下，人体通过排汗来释放多余的热量，低温状态下通过添加衣物来保持体温，在温度一定的情况下，

风力与空气相对湿度等气候因素也会影响人体感受。气候舒适度评价指数包括舒适指数、不舒适指数、

风效指数、温湿指数、贵阳指数、有效温度指数、风寒指数、气候宜人度及恒春指数[17] [18] [19]等。本

文选取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最常用的三个指数，分别是温湿指数 THI (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风效

指数 K (Index of Wind Effect)以及着衣指数 ICL (Clothing Index)，并以此为基础，计算旅游气候综合舒适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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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指数评价法 

① 温湿指数 THI (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 
在相同气温条件下，相对湿度不同，人体感觉也会随之而产生差异。研究者为了在温度和湿度共同

作用下研究人体感受，科学的将温度、湿度结合起来最终计算得出温湿指数，从而来分析研究气候舒适

度。引用俄国学者的温湿指数计算公式，将华氏温度转变为摄氏温度后的计算公式如下[19]： 

( ) ( )( )1.8 32 0.55 1 1.8 26THI t f t= + − − −                       (公式 1) 

公式 1 中：t 为摄氏气温(℃)；f 为相对湿度(%)。 
② 风效指数 K (Index of Wind Effect) 
风效指数指人体体表皮肤在气温和风速的不同组合的共同作用下感觉冷暖的程度，该指数综合考虑

了体表的蒸发散热和吸收热量后人体热量的增减，实质是体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热量交换[20]。 

( )( )10 10.45 33 8.55K V V t S= − + − − +                       (公式 2) 

公式 2 中：t 为摄氏气温(℃)；V 为风速(m/s)；S 为日照时数(h/d)。 
③ 着衣指数 ICL (Clothing Index) 
温湿指数与风效指数是衡量气候对人体裸露皮肤的影响程度，人体可以通过着衣来改变气候对人体

的影响。早在 1955 年 Burton 和 Edholm 就提出保持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热平衡而不出汗或发抖所需的保温

量可以表示为[21] [22]： 

( )
cos

0.155 0.62 19.0
s aT t H aRICL

H V H
α− +

= −
+

                        (公式 3) 

Ts 为皮肤感觉舒适的温度，通常取 33℃ (Hardy, 1949)，ta 为气温，单位摄氏度；H 为人体代谢速率

的 75% (Dubois, 1927)，由于旅游属于休闲放松的活动，故本文取轻活动量下的代谢率 116 W/m2，则 H = 
87 W/m2。a 为表示人体对太阳辐射的吸收情况，通常取黑色布料吸收的最大值 0.06。R 表示垂直于阳光

的单位面积土地所接受的太阳辐射，单位：W/m2。α为太阳高度角，V 为风速，单位 m/s。 
④ 综合舒适指数(C) 
综合舒适指数是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得出来的一个综合评价模型，根据各分指标的权重来

计算综合舒适度，计算公式如下[18]： 

0.6 0.3 0.1THI K ICLC X X X= ∗ + ∗ + ∗                         (公式 4) 

式中：XK、XTHI 和 XICL 分别为风效指数和温湿指数的分级赋值，0.6、0.3、0.1 分别为温湿指数、风效指

数及着衣指数的权重(保留一位小数)，其分级标准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climate comfort comprehensive index 
表 1. 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分级标准 

划分标准 等级 

7 < C < 9 舒适 

5 < C < 7 较舒适 

3 < C < 5 较不舒适 

1 < C < 3 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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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及着衣指数的分级标准 

根据历年来学者对旅游气候舒适度的研究，依据三个指数值将旅游气候舒适度划分为五个舒适度级

别，分别为最适宜、适宜、较不适宜、不适宜和极不适宜，并分别赋值为 9、7、5、3、1 [18] [19]，对综

合评价指数进行指数加权，为综合评价旅游气候舒适度提供依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dex, wind efficiency index and clothing index 
表 2. 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及着衣指数分级标准 

温湿指数 风效指数 着衣指数 
赋值 

范围 感觉程度 范围 感觉程度 范围 衣着 

<40 极冷，极不舒适 <−1000 冷 >2.5 各种冬季羊毛运动衫 1 

40~45 寒冷，不舒适 −800~−1000 冷凉 1.8~2.5 常用便服加坚实外套 3 

45~55 偏冷，较舒适 −600~−800 凉* 1.5~1.8 传统冬季常用服装 5 

55~60 清凉，舒适 −300~−600 舒适** 1.3~1.5 有棉布外套的常用便服 7 

60~65 凉爽，非常舒适 −200~−300 暖** 0.7~1.3 有衬衫和内衣的常用便服 9 

65~70 暖，舒适 −50~−200 暖热 0.5~0.7 轻便的夏装 7 

70~75 偏热，较舒适 80~−50 热(t < 32.8℃) 0.3~0.5 短袖开领衫 5 

75~80 闷热，不舒适 160~80 炎热(t > 32.8℃) 0.1~0.3 热带衣着 3 

>80 极其闷热，极不舒适 >160 暴热 <0.1 超短裙 1 

注：*适宜旅游；**除适宜旅游外还适宜休疗养。 

5. 昆明市冬三月避寒旅游气候舒适度的评价 

气候是指一个地区的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具有稳定性。由此可知避寒旅游气候舒适度是

指一个地区的气候达到长期舒适并且适宜避寒旅游的平均状态，而不是某一年的状态。因此，本文选取

昆明市 1993~2016 年共 24 年冬三月的气候要素的日平均值为参数，对昆明市冬季避寒旅游气候舒适度进

行分析评价。 

5.1. 昆明市冬三月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分析评价 

根据温湿指数、风效指数以及着衣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 1993~2016 年有效天数 2166 天的数值，

依据气候舒适度分级标准统计计算结果(见表 3)。 
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干燥。此时处于低纬高原的昆明，受地形的阻挡，南下的西伯利亚

高压被严重削弱，冬季风在南下的过程中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不如北方干燥寒冷。昆明低纬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其冬季基础平均温度在 10℃左右，平均相对湿度在 65%左右，因此从温湿指数来看，昆明市冬三

月气候特征以偏冷、较舒适为主，这种气候特征持续时间较长，占到昆明市冬三月 66%的时间，主要以

12 月和 1 月为主，另外还有 23%的时间气候清凉舒适，主要以 2 月为主，因此就温湿指数而言，昆明冬

季有 89%的时间达到较舒适及其以上的标准，适宜旅游的时间较长。 
综合风速、温度以及日照时数数据从风效指数来看，昆明市有 92%的时间处于舒适级别，适宜旅游

以及休疗养。其次，6%的时间处于凉且适宜旅游的级别，且主要集中于 2 月，因此从风效指数来看，昆

明冬三月有 98%的时间适宜开展旅游活动。昆明冬季主要盛行西风，受印度半岛的干暖空气的影响，平

均风速在 2.2 m/s 左右，相比较受冬季风影响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而言，昆明市的风速较小且不寒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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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处高原地带，云层较薄，冬季阳光充足，平均温度达到了避寒 10℃~22℃的标准。这样的气候条件，

不仅不影响人们的正常活动，而且造就了昆明市冬季绿木常青的宜人景色，非常适宜开展避寒旅游活动。

除此之外，还可以体验在海拔 4247 米的轿子雪山滑雪的乐趣。 
 
Table 3. Statistic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dex, wind efficiency index and clothing index in winter and march of 
1993-2016 
表 3. 1993 年~2016 年冬三月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统计览表 

温湿指数 风效指数 着衣指数 

范围 感觉 
程度 

天数 
范围 感觉 

程度 

天数 
范围 衣着 

天数 

12 月 1 月 2 月 合计 12月 1 月 2 月 合计 12 月 1 月 2 月 合计 

<40 极冷， 
极不舒适 

16 20 11 47 <−1000 冷 0 0 0 0 >2.5 
各种冬季

羊毛运动

衫 
0 2 0 2 

40~45 寒冷， 
不舒适 

50 58 31 139 −800~−1000 冷凉 1 1 0 2 1.8~2.5 
常用便服

加坚实外

套 
180 140 62 382 

45~55 偏冷， 
较舒适 

583 576 269 1428 −600~−800 凉* 45 58 34 137 1.5~1.8 传统冬季

常用服装 
494 521 254 1269 

55~60 清凉， 
舒适 

95 90 320 505 −300~−600 舒适** 684 684 628 1996 1.3~1.5 
棉布外套

的常用便

服 
49 68 247 364 

60~65 凉爽， 
非常舒适 

0 0 47 47 −200~−300 暖** 14 0 15 29 0.7~1.3 
衬衫和内

衣的常用

便服 
1 2 95 98 

65~70 暖， 
舒适 

0 0 0 0 −50~−200 暖热 0 0 0 0 0.5~0.7 轻便的夏

装 
0 1 0 1 

70~75 偏热， 
较舒适 

0 0 0 0 80~−50 热(t < 
32.8℃) 

0 0 0 0 0.3~0.5 短袖开领

衫 
0 0 0 0 

75~80 闷热， 
不舒适 

0 0 0 0 160~80 炎热(t > 
32.8℃) 

0 0 0 0 0.1~0.3 热带衣着 1 0 0 1 

>80 
极其闷

热， 
极不舒适 

0 0 0 0 >160 暴热 0 0 0 0 <0.1 超短裙 1 0 0 1 

注：*适宜旅游；**除适宜旅游外还适宜休疗养。另外，因 2 天日照时数和 48 天辐射数据缺失，故有两天风效指数未作统计，48 天着衣指数

未做统计。 
 

着衣指数综合考虑了太阳辐射、风速以及太阳高度角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从统计结果来

看，昆明冬季 60%的时间可以着传统冬季常用服装，这类着装主要集中于 12 月和 1 月，17%的时间可以

穿棉布外套的常用便服，这类着装主要集中于 2 月。从出行的便利角度而言，昆明 2 月着衣比 12 月和 1
月轻便，更利于出行，但从整体来看，昆明市冬季着装都较轻便，便于肢体活动，有利于开展旅游活动。 

5.2. 昆明市冬三月旅游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分析 

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分别结合了不同的气候因素考察了它们对人体的冷暖感知程度，综

合以上气候要素和考虑人类自身活动等因素，利用旅游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模型计算昆明市 1993 年

~2016 年冬三月每天的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统计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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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s of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ourism climate 
comfort in Kunming from 1993 to 2016 
图 2. 昆明市 1993年~2016年旅游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统计图 

 

 
Figure 3. Statistics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weather comfort comprehensive index in 
winter and March of 1993-2016 in Kunming 
图 3. 昆明市 1993~2016 年冬三月各年气候舒适度综合指数均值统计图 

 
从总体来看，昆明市 24 年来气候综合舒适度指数平均值为 5.7，处于较舒适级别，极差 1.0，这表明

昆明市气候综合舒适度年际间变化幅度较小，气候舒适度比较稳定。昆明市冬三月有 90%的时间处于较

舒适级别以上，其中，85%的时间处于较舒适(5 < C < 7)范围内，5%的时间处于舒适(7 < C < 9)范围内，

整个冬季舒适期长且年内年际间都较稳定，适宜发展避寒旅游产业和开展避寒旅游活动。从月份分布来

看，昆明市冬三月中 2 月旅游气候综合舒适度最高，其次是 12 月和 1 月。由于 2 月太阳直射点向北半球

移动，此时位于低纬度的昆明气温开始慢慢回升，但高纬度地区 2 月往往受强冷空气影响，气候严寒干

燥，因此，2 月成为昆明市冬三月最适宜避寒和旅游的月份。 

5.3. 昆明市冬三月气候舒适期分析 

冬季避寒旅游舒适时间的长短称为冬季气候舒适期。我国气象部门划分寒、暖、热的标准：平均气

温连续五天稳定在 10℃以下为寒，22℃以上为热，10℃~22℃之间为暖，人体感觉比较舒适，在此气温

范围内的称为气温舒适日。由于昆明市多年来冬三月平均气温为 10.2℃，因此本文对各月日平均气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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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的天数进行统计，将气候舒适期划为 3 个等级，其中天数 < 10 天为短期舒适、天数在 10~20
天为中期舒适、天数 > 20 天为长期舒适。根据以上标准对多年来昆明市冬三月各月气候舒适期进行统计，

统计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Statistics of climate comfort period in winter and March of 1993-2016 in Kunming 
图 4. 昆明市 1993~2016 年冬三月气候舒适期统计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多年来昆明市冬三月处于中期舒适和长期舒适两个级别。1993~2016 年 12 月和 1

月舒适期均值分别为 14 天和 15 天，处于中期舒适级别，2 月舒适期均值为 21 天，处于长期舒适级别。

总体来看，2 月舒适期整体高于其余两个月份，这主要是由于 2 月的日照时数和平均气温都高于 12 月和

1 月(如图 5 所示)。因此，从舒适期来看，昆明市 2 月气候舒适期持续时间最长，是最适宜开展避寒旅游

活动的月份。 
 

 
Figure 5. Monthly averages of climatic factors in winter and March of 
1993-2016 in Kunming 
图 5. 昆明市 1993~2016 年冬三月气候要素多年月均值 

5.4. 避寒旅游气候舒适度对昆明市旅游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昆明市冬季适合开展避寒旅游，冬三月舒适期长短和舒适时间各有所差异。在

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大部分时间只需着便利的冬季服装即可开展户外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昆

明市地处云贵高原，紫外线相比平原地区较强，强烈的紫外线容易灼伤游客皮肤，但正是由于地处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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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感受蓝天白云，在充分做好防晒措施的条件下，还可以适当的沐浴冬季的阳光。这对放松游客

的身心是相当有益的，即符合避寒旅游的标准，也可以达到康体旅游的要求。 

6. 结论与讨论 

经计算统计，昆明市虽然不是云南省最适宜开展避寒旅游的城市，但研究数据表明，昆明的气候条

件已经达到了避寒旅游的标准，可以开展避寒旅游。昆明市冬三月各月份舒适度以及舒适期有所差异，

12 月与 1 月气候舒适度与舒适期不如 2 月，但从多年来的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以及旅游气候

综合舒适度总的来看，昆明市旅游舒适度主要处于舒适和较舒适级别，舒适期主要处于中长期级别，适

合开展避寒旅游。加之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是游客的主要集散地，交通通达度高，基础设施

建设相比云南省其余城市占有很大的优势，且旅游资源也比较丰富。在气候资源满足避寒的前提下，加

上本身具备的区位以及资源优势，昆明市具备发展避寒旅游的优越条件。这种新的未成熟的旅游理念将

打开昆明市旅游市场新的大门，为昆明市旅游发展注入新的契机与活力，这种新的旅游形式也将打破地

区生产生活方式，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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