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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细网格的热舒适指标3

研究意义1

广州市热环境特征2



1 .研究意义

各类气象灾害造成的死亡率及其增长率
（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





土地利用

2.广州热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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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年平均气温热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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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3日热环境特征

Landsat8反演地表温度
10:52测站最高气温

10-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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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广州市城镇和建设用地覆盖度分布

城市化进程影响热环境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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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场强度指数线性趋势

城镇和建设用地覆盖度的变化



2016年9月18日LANDSAT‐8卫星遥感监测
地表温度（左，单位：℃）和植被覆盖度

（白色区域为云区）



Tmax 为日极端最高气温, 单位:℃;RH 为日平均相对湿度, 单位:%。

利用2001-2016年6-9月的日极端最高气温和日平均相对湿度资料计算逐日

炎热指数。

对此样本序列进行升序排列。分别取第96，92，87 和75 分位数作为当地

炎热指数的分级阈值。

3.基于精细网格的热舒适指标



区域
分级标准

热 很热 炎热 酷热

中心城区 89.5＞It≥88.7 90.1＞It≥89.5 90.7＞It≥90.1 It≥90.7

花都 90.4＞It≥89.5 90.8＞It≥90.4 91.5＞It≥90.8 It≥91.5

增城 91.3＞It≥90.2 91.9＞It≥91.3 92.7＞It≥91.9 It≥92.7

从化 91.2＞It≥90.1 91.9＞It≥91.2 92.7＞It≥91.9 It≥92.7

番禺、南沙 90.3＞It≥89.5 90.8＞It≥90.3 91.5＞It≥90.8 It≥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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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指数等级划分表

2017年7月25-31日平均炎热指数分布



1.建立卫星遥感地
温和测站气温的换

算方程

2.1基于遥感地温
估算高分辨率气温

3应用炎热指数公
式，计算各网格点
的炎热指数值

2.2测站相对湿度
插值为相同分辨率

卫星遥感数据估算气温方法
 单因子统计法；
 多因子统计法（地理位置参数，下垫面类型，湿度，建筑参数）；
 神经网络法；
 温度-植被指数法；
 地表能量平衡法。



原理：大气对地面长波辐射吸收能力强，气温的变化主要受到地表温度的

热量传递的影响。所以，单因子统计法依据地表温度和气温的高度相关关

系，建立遥感反演地表温度与近地表气温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

式中 为估算的气温值，X为地表温度值，a0和a1是回归系数。

该方法计算简单，原理清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hen 等，Kawashima, 

Jones等，刘勇洪等）。



以2017年夏季晴空日FY-3B卫星反演的地表温度和广州市观测站同时次最高气

温一一对应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以晴空日的地表温度≥35.0℃的点作为样本，

共得到722个样本点。

2017年6‐8月晴空高温
日：6月6、11、26‐28
日，7月11/29/30日，8
月6‐8、20、21、26日
共14日。



24.08 0.32 ∗ x

。

复相关系数是0.15

标准误差是1.51℃

有84.4%的点（609个点）预测值和观测值误差在2℃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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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时最高气温



不足：

 一元回归过于简单，对不同地理环境/下垫面/天气状况的差异未能表达。

 南方地区晴空样本太少。

 FY系列卫星自身偏差。

 炎热指数阈值需要相关健康统计数据验证。

下一步计划：

 根据 NDVI 分布信息对研究区不同下垫面进行分类，结合地表温度分布信息，

建立不同下垫面条件下的地温-气温转换模型，最后使用地温-气温转换模型反

演气温，并利用气温观测数据对模型精度进行精度验证。

 利用卫星过境时间相近时刻的气象站点的气温，作为气温的插值点。运用克

里金插值法，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对比三种插值方法对气温插值的精度。

 基于统计方法的气温反演模型依赖于建模数据所获取的时间和地点，建

 模时需要有代表性的、足够多的数据样本来提高模型精度，可移植性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