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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气候舒适度及旅游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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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981-2010 年气候统计资料，通过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首次对贵州省舒适期进行分

析，通过各月综合旅游舒适度与旅游资源丰度对贵州省旅游潜力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全省气候舒适期长度呈

现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分布形势；其中中部至西南部地区属于长舒适期类，舒适期为 7～9 个月，东部和东北部

地区的气候舒适期为 5～6 个月，属于中舒适期类。春、秋季全省各地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夏季中部至西部地

区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南部边缘地区在整个冬季舒适度等级均较好。旅游资源丰度分布上，遵义市旅游资源丰

度值最高，主要是珍贵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而黔西南州旅游资源丰度最低，主要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各地州市

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加强消夏和避寒旅游项目的开发，打造旅游知名品牌，提高旅游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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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旅游业作为地区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它有着“无烟工业”的美誉。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目前的旅游已不局限于

气候差异造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诸如避暑避寒的专项旅游已日益成为旅游的新型产品
[1]
。贵州有典型的嘻斯特地貌、多民

族原文化旅游资源、珍贵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更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得天独厚的旅游气候条件，可以说全省旅游资源

丰富，类型多样。由于过去旅游规划和宣传力度不到位等问题限制了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避暑之都一贵

阳”“中国凉都一六盘水”“贵州省最佳避寒胜地一罗甸”等旅游气候资源品牌论证工作的开展，贵州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

其旅游气候优势也得以真正彰显
[2]
。

气候与旅游有着天然的联系，气候资源也是旅游资源，气候不仅影响旅游景区的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体感舒适度。

为此，研究者提出了气候舒适性指数（Terjung）
[3]
、风寒指数（Oliver）

[4]
、温湿指数、风效指数、旅游气象舒适度指数以及

着衣指数等
[5-9]

，并利用这些指数对不同的旅游气候资源进行评价和对比分析，为旅游品牌打造提供了依据。针对贵州省旅游资

源评价已有很多相关研究
[10-14]

，但它们往往以单一的舒适度指数进行分析，或者以气候舒适度评价局地的旅游资源，又或是只针

对某个季节的旅游气候优势，并且没有利用一种综合性的舒适度指数对全年各月舒适度进行系统评价，更没有结合旅游资源丰

度进行结合性分析。本文利用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综合评价贵州省全年气候舒适期的时空分布规律，利用温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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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指数、着衣指数的加权模型计算各月各地综合气候舒适度大小，利用加权模型计算贵州省各地州市的旅游资源丰度，综合

来评价贵州省旅游气候潜力，为合理开发旅游气候资源和打造旅游气候资源品牌提供科学依据，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本文所采用的资料有贵州 84个气象观测站 1981-2010年逐日平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日照时数和平均风速等气象观

测资料以及国家旅游局网站提供的贵州省 A级景区点数。

1.2方法

旅游气候潜力评价需要采用不同的舒适度指数进行综合的评价，本文利用温湿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得到舒适期长度，

利用温湿指数、着衣指数和风寒指数这 3 种舒适度指数的加权模型得到综合气候舒适度，再结合旅游资源丰度综合评价贵州省

的旅游气候潜力。

1.2.1舒适度指数

温湿指数（THI）通过温度和湿度的组合反映人与环境的热量交换；风寒指数（WCI）通过风速和温度的组合反映人体热量

散失量；着衣指数（ICL）通过温度、风速和日照组合反映人在轻活动量代谢的情况下通过着衣来改变气候带来的不舒适度；风

效指数（K）是从风寒指数演变而来，是通过风速、温度和日照的组合既考虑体表的热量交换，又考虑太阳辐射对人体增热的影

响。可以说这 4种指数均反映的是体表与环境间的热量交换。

式中：T平均气温，f相对湿度，V平均风速，S日照时数，H轻活动量下的代谢率，H=87kJ•m
-2
•h

-1
，a人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率，文中 a=0.06，R为垂直于阳光的单位面积上接收的太阳辐射 为太阳高度角。

1.2.2旅游资源丰度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关于一个地区旅游资源测定，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其中李琦等
[15]
提出的通过 A 级景

区的等级加权重的计算模型操作性强且合理性较好。根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提供的 A级景区点数按照式（5）计算各地州市旅游资

源丰度：

式中：N5A、N4A、N3A，N2A、NA为不同等级的 A级景区的数目，5.0、2.5、1.75、0.5、0.25为相对应的加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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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分析

2.1气候舒适期的分布特征

气候舒适期是反映各地适合旅游的时间长度的指标，其大小影响旅游选择和旅游潜力。根据贵州省 1981-2010 年的气象要

素资料，按照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的定义和分级标准（表 1），得到贵州省 3种指数的大小及对应的等级。根据分级

标准，符号 A、B和 b、C分别对应体感非常舒适、舒适和较舒适三个等级。当某一个月各气候指标等级必须为 A、B和 b、C时，

该月为气候舒适月
[16]
。根据贵州省各站各月各指数的分级情况，统计出贵州省

表 1 温湿指数、风寒指数、着衣指数和风效指数的分级标准及赋值

温湿指数/THI 风寒指数/WCI 着衣指数/ICL 风效指数/K 符号及赋值

分级值 体感 分级值 体感 分级值 着衣 分级值 体感 符号 赋值

＜40 极冷 ≤-1000 很冷风 ＞2.5 羽绒服 ＜-1200 酷冷 e 1

40～45 寒冷 -1000～-800 冷风 1.8～2. 5 厚实外套 -1200～-1000 冷 d 3

45～55 偏冷 -800～-600 稍冷风 1.5～1.8 冬季常用服装 - 1000～-800 冷凉 c 5

55～60 清凉 -600～-300 你风 1.3～1.5 春秋季便服 -800～-600 凉 b 7

60～65 凉 -300～-200 舒适风 0.7～1.3 衬衫+便服 - 600～-300 舒适 A 9

65～70 暖 - 200～-50 暖风 0.5～0.7 轻便夏装 -300～-200 暖 B 7

70～75 偏热 -50～80 稍热 0.3～0.5 短袖开领衫 -200～-50 暖热 C 5

75～80 闷热 80～160 热风 0.1～0.3 热带单衣 -50～80 热 D 3

＞80 极闷热 ≥160 极热 ＜0. 1 超短裙 ＞80 炎热 E 1

各站气候舒适期长度（图 1、表 2）。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全省气候舒适期长度呈现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分布形势。贵

州省 84站中气候舒适期为 5～9个月不等，其中 51站的气候舒适期在 7个月及以上，主要位于贵州省的中部至西南部地区，属

于长舒适期类，而位于贵州省东部和东北部的 33站的气候舒适期为 5～6个月，属于中舒适期类。

图 1 贵州省各站气候舒适期长度（单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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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贵州省不同气候舒适期长度的站数统计表

气候舒适期长度/月 5 6 7 8 9

站数/站 16 17 43 5 3

2.2综合气候舒适度的时空分布

从温湿指数、风寒指数、着衣指数的定义来看，

这三种指数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气候环境对体感的影响程度，但单用某一种指数又有一定的局限性，马丽君等
[17]
将这三种

指数综合起来，将各指数划分为 5 个等级（表 1），以 1～9 按照间隔为 2 的数值赋值，值越大，表明其舒适度越高，并利用加

权模型重新构建一种综合性强的气候舒适度指数，该指数的优点在于综合考虑了湿度、温度、风速、太阳辐射和人体代谢对体

感的影响，且该指数具有可对比和可加各的特点。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XTHI、XWCI和 XICL分别为温湿指数、风寒指数、着衣指数的等级值。根据各月综合气候舒适度大小，将其划分为 4 个等

级，其中 1～3为不舒适，3～5为较不舒适，5～7为较舒适，7～9为舒适。

也有学者对贵州的舒适度进行过分析，但往往都局限于某一种指数。

2.2.1春季综合气候舒适度分布特征

图 2 为贵州省春季（3-5 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的分布图。3 月冬季风开始撤退，气温逐步回升，3 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在

舒适与较不舒适之间。其中威宁和开阳为较不舒适等级（图 2a），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地势较高，气温低，平均风速大，造成

体感不舒适。省之南部边缘地区由于气温相对较高，属于舒适等级范畴，而省内其它大部地区体感为较舒适状态。4月夏季风在

我国华南盛行，贵州省的东部开始进入雨季，并向西递进，大部地区温和湿润，除省之西部和中部局地属于较舒适等级范畴外

（图 2b），其余大部地区综合气候舒适度为舒适等级。5月除威宁、赤水、沿河以及南部边缘地区属于较舒适范畴外（图 2c），

其余大部地区综合气候舒适度为舒适等级。总的来说，全省各地春季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基本介于舒适与较舒适之间，对

开展户外休闲、旅游活动十分有利，旅游气候资源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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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季各月综合气候舒适度指数分布图

2.2.2夏季综合气候舒适度分布特征

图 3为贵州省夏季（6-8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的分布图。每年夏季，贵州省东部处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夏季平

均气温在 24～271，而省之中部至西部地区，处于副高外围，水汽、降水充沛，同时海拔高气温相对较低，因此造成夏季综合气

候舒适度呈现西部舒适东部较不舒适的分布特征。其中 6 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在舒适与较不舒适之间。沿河、铜仁和南部边

缘地区为较不舒适等级（图 3a），省之西部至中部地区属于舒适等级范畴，其它地区体感为较舒适状态。盛夏（7-8 月），由

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西伸和青藏高脊稳定东移的共同影响，高温区向两逐渐延伸，因此较不舒适的范围也向西扩大（图

3b、c），而西部舒适区范围也向西缩小。总的来说，夏季中部至西部地区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基本介于舒适与较舒适之间，

有利于开展消夏旅游活动，而东部地区由于气温相对较高，舒适度等级相对较差，不适宜开展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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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夏季各月综合气候舒适度指标分布图

2.2.3秋季综合气候舒适度分布特征

图 4 为贵州省秋季（9-11 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的分布图。秋季太阳辐射强度渐弱，西太平洋副热带主体东退，大部地区水

汽来源减弱，降水减少，多为秋高气爽的天气，因此进入秋季后，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基本为舒适与较舒适等级。9-10 月综合

气候舒适度等级在舒适与较舒适之间（图 4a、b），尤其是 10 月，除省之西部和中部局地属于较舒适范畴外，其余大部地区属

于舒适等级范畴。进入 11月后，大气环流进入调整期，东亚大槽开始建立，西风急流分为南北两支并逐渐加强，冬季风迅速南

下，同时副热带高压继续东撤南退，造成气温下降，舒适等级范围明显减少（图 4c），较舒适范围大幅度增加，而威宁站由于

地势尚，平均气温在 11℃左右，由于气温较低造成体感较不舒适。总的来说，全省各地秋季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和春季一

样基本介于舒适-较舒适之间，对开展户外休闲、旅游活动十分有利，旅游气候资源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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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秋季各月综合气候舒适度指数分布图

2.2.4冬季综合气候舒适度分布特征

图 5为贵州省冬季（12-翌年 2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的分布图。冬季各月主要受极地冷气团影响，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受

偏北气流控制，冬季风全面爆发，气温为各季最低值，舒适度等级大幅变差。12 月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在较舒适与较不舒适之

间（图 5a），其中较不舒适范围主要位于西部至中部一带、东部局地以及遵义市西部，而省之东部和南部属于较舒适等级范畴。

进入 1 月后，太阳辐射低且西伯利亚地区的冷气团发展到强盛阶段，强冷空气的频频入侵造成气温为全年最低值，因此造成除

省之南部边缘地区外的大部地区综合气候度为较不舒适范畴（图 5b），甚至部分站点出现不舒适等级，如：威宁、水城、大方、

习水、白云、开阳、瓮安和万山。2 月气温仍相对较低，其气候舒适度等级分布图和 12 月大致相同，但相对 1 月来说较不舒适

范围缩小，较舒适范围不断扩大，全省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在较舒适与较不舒适之间（图 5c）。总的来说，全省各地冬季综合

气候舒适度等级相对较差，较不舒适地区主要位于中部至西部一带，东部和南部在 12月和 2月舒适度等级较好，而南部边缘地

区在整个冬季舒适度等级均较好，适宜开展避寒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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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冬季各月综合气候舒适度指数分布图

2.3旅游资源丰度及旅游潜力分析

根据李琦提出的计算各地州市旅游资源丰度的公式（式 5），以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贵州省 A级旅游景区数目，以地州市为单

位来计算各地旅游资源丰度（表 3）。从表 3中可以看出，贵州各地旅游资源颇丰，既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多民族原文化旅游

资源、珍贵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更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得天独厚的旅游气候条件，其中遵义市旅游资源丰度值最高，

主要是珍贵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而黔西南州旅游资源丰度最低，主要是独特的嘻斯特地貌。

表 3贵州省各地州市 A级景区数目及旅游资源丰度统计表

地州 5A级景区 4A级景区 3A级景区 2A级景区 旅游资源丰度

安顺市 2 7 0 0 27.5

贵阳市 0 14 4 0 42

六盘水市 0 3 14 5 34.5

遵义市 0 17 19 5 78.25

铜仁市 0 9 11 0 41.75

黔西南州 0 3 0 1 7.5

黔南州 0 2 22 2 44.5

毕节市 0 4 6 1 21

黔东南州 0 6 10 0 32.5

将旅游资源丰度、舒适期长度和各月舒适度分布结合来看，黔西南州是典型的旅游资源低、舒适期长的城市，该城市在旅

游业的发展中，应当加强消夏和避寒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开展 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遵义市、铜仁市、黔东南州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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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丰富、舒适期相对较短且集中在春秋两季的城市，该类城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当整合资源，优化旅游产品；六盘

水市、毕节市和安顺市属于旅游资源适中，舒适期也适中且集中于春夏秋三季的城市，该类城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当加强

消夏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黔南州也属于旅游资源和舒适期均适中的城市，只是舒适期集中在春秋冬三季，该城市在旅游业

的发展中应当加强避寒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其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发达，舒适期集中在春夏秋三季，

该城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当整合全省的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路线，实施区域合作，提高旅游产品质量。

有学者也提出交通区位是影响旅游的一个外部因素，但随着 2016 年贵州省“县县通高速”、机场扩建、高铁运行的快速发

展的影响，这一影响因素已然成为加速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优越条件。

3、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贵州省舒适期、综合旅游舒适度和旅游资源丰度的综合分析，表明：

1）全省气候舒适期长度呈现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分布形势。贵州省气候舒适期为 5～9个月不等，其中 51站的气候舒适

期在 7 个月及以上，主要位于贵州省的中部至西南部地区，属于长舒适期类，而贵州省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气候舒适期为 5～6

个月，属于中舒适期类。

2）由于天气气候的发展演变，各季的综合气候舒适度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其中春、秋季全省各地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

宜开展旅游活动；夏季中部至西部地区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好，有利于开展消夏旅游活动，而东部地区夏季由于气温相对较高，

舒适度等级相对较差，不适宜开展旅游活动；冬季各地综合气候舒适度等级相对较差，较不舒适地区主要位于中部至西部一带，

而南部边缘地区在整个冬季舒适度等级均较好，适宜开展避寒旅游活动。

3）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其中遵义市旅游资源丰度值最高，主要是珍贵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而黔西南州旅游资源丰度最

低，主要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各地州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加强消夏和避寒旅游项目的开发，发展特色

旅游，打造旅游知名品牌，提高旅游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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