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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宜人的气候是对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指标，应该科学的开展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的评价，才能为地方

旅游发展和科学规划提供的指导。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技术规范，采集大理某

国家气象站的温度、湿度、风、日照等数据作为评价依据，对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可为旅游业发展及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表明：从旅游气候舒适度来看，5~9月属于大理省级

旅游度假区最适宜时段。1~3月份以及11~12月份不适宜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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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climate comfo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Dali provincial tourism resor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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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 sunshine and other data of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Dali 
as the evaluation ba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imate comfort of Dali provincial tourism resort 
is the highest and most suitable for tourism from May to September, while the climate comfort in 
January and December is low and not suitable for tourism, and the climate comfort in other months 
is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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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居环境受地域特点的影响，在气候、地理位置、植物特征等方面表现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气候

主要决定人居环境的优劣[1]。游客们优先将气候特征作为旅游舒适度评价的首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其对

旅游感受的直接影响[2]。旅游适宜性、气候舒适度通常优先作为评价一个地区是否适宜旅游最重要的因

素。 
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体验虽仍然是吸引游客的主要优势，游客逐渐开始关注气候、气温舒适度和自

由支配时间等对旅游带来的感受和便利，这些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对旅游季节性的叠加影响是不可忽视

的[3]。中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多以气候论“气候”，较为片面不客观[4]，对于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的关系的

研究还较为薄弱[5]；因此，马丽君[6]首次提出的气候舒适度，是指在不借助任何避暑或驱寒手段的情况

下，人体生理感受舒适的气候条件。旅游目的地的气候舒适性分布是评价旅游资源的重要内容，而自然

生态坏境的优劣和旅游发展的快慢成正相关[7]，旅游目的地的气候是否舒适宜人，对人们的出游选择和

旅游体验有很大的影响[8]。谢璀毓等[9]在 2016 年的研究收集利用了近 30 年沂南县的气温、相对湿度、

风速日照、气象资料，采用计算公式算出得出温湿、风寒、着衣 3 个指数，以此确定最终的旅游综合舒

适指数，而张回园[10]等在研究武川县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时，以当地风效指数、温湿指数等为环境气候

舒适度评价指标，对其气候舒适性的时间维度进行划分并细致分析，以此作为武川县气候舒适度的评价

结果。以此来评价气候的舒适度。2011 年 11 月，《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GB/T27963-2011)的发布，

为相关评价提供参考依据[11] [12]。各地方根据标准规定，纷纷对本地气候适宜度进行分析[13] [14]，并

给出相应的评价结论，指导本地区旅游业和其他发展建设规划。 
大理市从古至今都是全国闻名的旅游城市。大理省级度假区在大理市的旅游事业中的扮演者重要角

色。本文通过对风效指数、温湿指数、着衣指数、空气质量指数的评价，由此对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的

气候舒适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参考其他地区的评价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 81.78 平方公里，1993 年由云南省政府批准设立，位于大理白族自治

州大理市，下辖三个特色古镇(大理镇、双廊镇和喜洲镇)，是最能体现大理白族文化的核心区，具有独特

的旅游资源，也是文化、自然环境传古承今的聚居地，旅游开发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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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象采集点设置 

根据中国气象数据网，大理州共计有 11 个国家气象站点，分别是大理、宾川、弥渡等 11 个县气象

站。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位于大理市，大理市辖区内只有“大理”一个国家气象站点，本次气温、湿度、

风、日照等数据选取该站点数据作为评价依据。环境监测点位图见图 1，大理古城(位于下关镇)和大理市

环境监测站(位于古城)，是大理市仅有的两个国控环境监测站，主要作为空气污染物数据的采集点。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monitoring points 
图 1. 监测点位示意图 

2.3. 评价方法 

根据《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GB/T27963-2011)要求，设置了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

和空气质量指数四个指标对度假区气候舒适度进行评价。 
采集近 30 年大理市的气象数据，根据公式计算出从 2001 年到 2020 年这 30 年每月平均温湿指数、

月平均风效指数、月平均着衣指数和月平均空气质量指数的值，详见表 1，为本次评价大理省级旅游度

假区的旅游气候舒适度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comfort level of living environment 
表 1. 人居环境舒适度等级划分表 

等级 感觉程度 温湿指数 风效指数 健康人群感觉的描述 赋值 

1 寒冷 < 14.0 < −400 感觉很冷，不舒服 1 

2 冷 14.0~16.9 −400~−300 偏冷，较不舒服 3 

3 舒适 17.0~25.4 −299~−100 感觉舒适 5 

4 热 25.5~27.5 −99~−10 有热感，较不舒服 3 

5 闷热 > 27.5 > −10 闷热难受，不舒服 1 

2.4. 数据处理 

首先，按照上述的公式分别对各指数进行计算，最后求出 30 年来该站点 1~12 月的月平均温湿指数、

风效指数、着衣指数和空气质量的赋值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权重进行计算，最后求出该站点近 30 年来

的气候舒适度指数[1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5176


周小婷 等 
 

 

DOI: 10.12677/sd.2023.135176 1562 可持续发展 
 

3. 结果与讨论 

3.1. 温湿指数分析评价 

采用大理市近 30 年气象资料，将相对湿度和平均气温带入公式一中，计算大理市的月度平均温湿指

数，其分布趋势见图 2。 
 

 
Figure 2. Distribution trend of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dex 
图 2. 温湿指数分布趋势图 

 
根据计算结果，相对湿度大于 70%的月份为 6~10 月，平均气温介于 18℃~21℃的月份为 5~9 月。以

温湿指数分布趋势来分析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人居环境舒适度，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温湿指数春、秋较高，

夏季最高，最高值在 6 月，达 19.67，冬季偏低，最低值在 12 月，仅 9.85。1~3 月、11~12 月温湿指数 < 14.0，
感觉寒冷；5~9 月温湿指数处于舒适范围，其对人居环境舒适度的评价较为明显，4 月和 10 月温湿度指数

表现为偏冷，11 月~3 月为寒冷，均不适宜旅游，5~9 月均处于舒适期，无不舒适月份，适合旅游。 

3.2. 风效指数分析评价 

根据历年逐月风效指数计算其月度平均值，其分布趋势见图 3。平均风速小于 2 m/s 的月份为 6~11
月，平均日照时数低于 7 h 的月份为 5~11 月，由此计算出风效指数 K 大于−300 的月份为 5~9 月。 

 

 
Figure 3. Distribution trend of the wind effect index 
图 3. 风效指数分布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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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近 30 年内气象资料计算风效指数，其分布趋势显示，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风效指数春、秋较高，

夏季最高，最高值在 6 月，达−234，冬季偏低，最低值在 1 月，达−543。指数在−299~−100 有 5 个月，

5~9 月均处于舒适期，适合旅游。 

3.3. 着衣指数分析评价 

根据历年逐月着衣指数，其分布趋势见图 4。 
 

 
Figure 4. Distribution trend of the clothing index 
图 4. 大理省级度假区着衣指数图 

 
其分布趋势显示，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着衣指数在 3~11 月时，数值为 0.86~1.5 之间，气候舒适，适

宜旅游；在 4~10 月时指数为 0.86~1.3，是旅游的最佳时节，而在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的时候着衣指数为 1.74
是最不适宜旅游的。 

3.4. 空气质量指数分析 

采用大理市近 5 年的气象资料，历年空气质量指数变化趋势见图 5。 
 

 
Figure 5. Distribution trend of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from 2017 to 2021 
图 5. 2017~2021 年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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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逐月空气质量指数分布图见图 6。 
 

 
Figure 6. Distribution trend of AQI 
图 6. 空气质量指数分布趋势 

 
从空气质量指数分析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人居环境舒适度，从图 6 可以看出，9 月的空气质量指数

最佳，秋季空气质量表现为最优；空气质量指数在 50~100 间的只有 3 月，最大值为 53.34，空气质量为

良好。根据大理省级度假区空气质量分指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空气质量分指数超过 50 的只有 3 月份的

PM2.5。除了 3 月份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外，全年适合旅游。 

3.5. 气候舒适度指数分析 

单一的旅游气候评价指数不能准确地反映评价区域旅游气候适宜性的状况[14]。各评价参数都能对气

候舒适度产生明显的影响。根据相关规范对气候舒适指数进行评价，结果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climate comfort index 
表 2. 气候舒适度指数统计表 

时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温度指数 10.18 11.90 13.96 16.07 18.02 19.67 19.45 19.07 17.82 15.72 12.30 9.85 

风效指数 −543 −504 −433 −349 −278 −234 −243 −247 −278 −326 −416 −498 

着衣指数 1.74 1.59 1.38 1.16 0.99 0.86 0.89 0.92 1.02 1.20 1.50 1.74 

空气质量

指数 
34.82 46.92 53.34 46.48 47.91 45.41 26.03 27.51 23.90 24.94 28.83 30.05 

舒适度 
指数 

2.0 2.0 2.4 3.8 5.2 5.2 5.2 5.2 5.2 3.8 2.2 2.2 

舒适度 寒冷 寒冷 寒冷 冷 舒适 舒适 舒适 舒适 舒适 冷 寒冷 寒冷 

 
从图 7 可以看出，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气候舒适在 30 年内月均变化趋势，总体上是呈“几”字

型，2~5 月的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气候舒适指数是每个月都增长的，5~9 月的旅游气候舒适指数基本

不变，9~11 月的旅游气候指数每个月都在依次下降，1 月 2 月 11 月、12 月达到全年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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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月份来看，10~次年 4 月，气候舒适度指数较低，不适合旅游，夏秋季节舒适度呈现较高的评

价结果，是旅游选择的最佳时节。 
 

 
Figure 7. Distribution trend of the climate comfort index 
图 7. 气候舒适指数分布图 

4. 结论 

(1) 从温湿指数来看，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 1~3 月和 11~12 月份温湿指数小于 14.0，较冷，不适宜

旅游，4 月和 10 月温湿度指数在 14.0~16.9，偏冷，5~9 月均处于舒适期，无不舒适月份，适合旅游。 
(2) 从风效指数来看，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 10~次年 4 月份表现为较冷，不适宜旅游，5~9 月均处于

舒适期，适合旅游。 
(3) 从着衣指数来看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着衣指数在 3~11 月时，数值为 0.86~1.5 之间，气候舒适，

适宜旅游；在 4~10 月时，着衣指数在 0.86~1.3，最合适旅游，而在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的时候着衣指数为

1.74 是最不适宜旅游的。 
(4) 从空气质量指数来看，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年的空气质量普遍为一级和二级，空气质量良好。

空气质量指数除了 3 月，其他月份均为一级，空气质量为优；3 月空气质量为二级，空气质量良好。 
综上所述，全年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气候舒适度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季节分布特征，分别从温

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和空气质量指数对舒适度的影响来分析，综合评估为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

旅游气候舒适指数 ≥ 5.0 的月份为 5~9 月，夏秋时节最适合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开展旅游活动，以此可

作为当地旅游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为其旅游规划及管理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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