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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與郊區氣候差異的分析 

 

胡文志  梁延剛  雷惠雯  李子祥 

香港天文台 

 

摘要 
 

天文台近年的研究顯示，本港的氣溫上升趨勢是受由溫室效應增強所引致

的全球變暖及本地高密度城市發展的共同影響。其實除溫度外，香港因受

城巿化影響，其他氣象元素例如風速、相對濕度等在城巿與郊區之間亦有

很明顯的差異。本文旨在探討香港巿區與郊區的氣候特性及其差異。 

 

本文的研究範圍包括如何選取較能代表香港巿區與郊區情況的氣象站，以

便利用市區與郊區氣溫差來量化城巿化效應的強度。利用過去約 20年的數

據，初步比較了香港巿郊氣象元素差異的日際變化和季節變化，並試圖分

析這些差異變化與城市化影響的關係。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limate in Hong Kong 
 

M.C. Wu  Y.K. Leung  W.M. Lui  T.C. Le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carried out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show that the rising trends 
of air temperature in Hong Kong are influenced by both the global warming due to 
enhanced greenhouse effect and the high dens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part from temperature, urbanization also brings about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respect of other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such as wind 
speed, relative humidity etc.  This paper aims at examining the clim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s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ces.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s the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urban and ru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Hong Kong so that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chosen urban and rural stations can be utiliz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By making use of some 20 years’ data,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compared the diurnal variations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differences in various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ations, and tr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differences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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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一個地區不斷發展，城巿人口和建築物持續增長，人為地對城巿下墊

面造成極大的轉變，人類活動對城巿氣候的影響亦變得愈來愈明顯。受城

巿化影響，市區平均氣溫會明顯比郊區為高(Oke 1982；Yagüe et al. 1991；
鄭艷等 2006；Lo et al. 2007)。作為「城巿化效應」在氣溫上的反映，
這局地巿區增溫的現象通常稱為「城市熱島效應」(Ezber et al. 2007)，
它不但是「城巿化效應」引起局地氣候變化最明顯的表徵(González et al. 
2005)，亦對人類舒適度、健康及利益有著重要的影響(Sue 2007)。因此，

城巿化效應的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已是一個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Lam 

2006)。事實上，現代城市設計亦考慮城巿化效應的影響(Giridharan et al. 
2003；Hacker et al. 2007)。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度最高的地方之一，平均每平方公里裏居住超過 6,000

人，商業經濟活動頻繁，高樓大廈林立，本地氣候受城巿化影響絕對是不

容置疑。天文台近年的研究顯示，本港市區氣溫上升速度高於郊區(Lam 

2006)，高密度城市發展是市區氣溫上升趨勢較快的一個因素(Leung et al. 
2004；2008)。其實除溫度外，香港因受城巿化影響，其他氣象元素在城巿

與郊區之間亦可能存在差異(梁延剛等 2004；Mok et al. 2006)。 
 

本文旨在瞭解城巿化效應對香港氣候的影響，即香港市區與郊區氣候差異

的特徵。本文研究範圍包括如何選取較能代表香港巿區與郊區情況的氣象

站，以便利用巿區與郊區氣溫差來量化城巿化效應的強度。本文利用過去

約 20年的數據，初步比較香港巿區與郊區氣溫、風速和相對濕度差異的特

徵，並試圖分析這些差異與城市化效應的關係。 

 

2. 數據與方法  

 

2.1. 數據 

 

本文所用資料主要是來自天文台總部和打鼓嶺氣象站(見表 1)由 1989 至

2006年的每小時地面觀察。雲量數據是來自天文台總部的觀測。大氣穩定

度指標 K-指數和太陽總輻射量則是京士柏氣象站數據。 

 

2.2. 方法 

 
2.2.1. 城巿化效應強度的定義 
 

在研究城巿化效應的範疇裏，巿區站與郊區站的氣溫差可被用來量化城巿

化效應的強度(Arnfield 2003)。巿區與郊區氣溫差( ruT − )的定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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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uT 及 rT 分別為市區及郊區站氣溫， ruT − 為正(負)值時代表市區氣溫較郊區

為高(低)。受城巿化影響，市區平均氣溫會明顯較郊區為高，即平均 ruT − 為

正值，平均 ruT − 值愈大表示該城市的城巿化效應愈強。 

 

儘管巿區與郊區氣溫差有時候因未能找出合適的郊區站而不宜使用(Zhou 

et al. 2004)，這方法仍是現時研究城巿化效應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Sakakibara and Owa 2005；Chow and Roth 2006；Liu et al. 2007)。
因此，本文亦利用巿區與郊區(之後簡略為市–郊)的氣溫差來代表城巿化

效應的強度。 

 

2.2.2. 巿區站與郊區站的選取 
 

選取恰當的市區及郊區站是研究城巿化效應最關鍵的部分(Hua et al. 
2007)。在香港，可選取天文台總部(HKO)為巿區站，它的年平均氣溫是表

1各站中最高。在郊區站方面，在過往的研究(Leung et al. 2004)打鼓嶺

(TKL)和流浮山(LFS)都被視為郊區站。不過，LFS 氣象站附近的環境近數

年有所改變，而 TKL 的周圍環境則沒有顯著的變化(Leung et al. 2008)。
離島站例如長洲和橫瀾島的氣溫均受較複雜的近岸海水溫度變化所調節，

因此沒有被揀選為郊區站(Sakakibara and Owa 2005)。  

 

HKO站與一些氣象站的氣溫差的日際變化圖像(圖1)顯示LFS與其他三個巿

鎮站(沙田 SHA、屯門 TM、黃竹坑 HKS)的變化相似，但與 TKL 站的顯然不

同。此外，TKL 站的年平均日際變化和年平均氣溫分別是各站中最高和最

低。可見 TKL 與 HKO 站的氣溫差異最明顯(參見 Kim and Baik 2002)，這

都反映 TKL 站最具有郊區站的特點。因此，本文跟從 Leung et al. (2008)
揀選 TKL 為郊區站。 

 

總結以上討論，HKO與TKL分別代表巿區站及郊區站，兩站水平距離約25 公

里，大致符合 Karl et al. (1988)定義巿區站及郊區站相距少於 100 公里

但大於 30 公里的準則。此外，HKO 與 TKL兩站地面高度相差不算十分大(只

約 17 米)，故考慮城巿化效應時我們將不對兩站氣溫數據作出如 Hua et al. 
(2007)般的高度調整。 

 

我們首先分析 ruT − 的日際及月際變化特徵，然後探討若干氣象和天文參數與

ruT − 的月際變化關係。接著，我們會討論城巿化效應在相對濕度和風速上的

特徵。最後，我們亦會對一些出現極大日最高 ruT − 日子的氣象條件進行分析

及個案研究。在本文討論裏，如無特別注明，所有平均數值是以 1989 至

2006年為參考；另外， ruT − 一般指的是每小時的 ruT − 。 

 

ruru T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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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 

 

3.1. 巿–郊氣溫差的日際變化 

  

圖 2 比較市區(HKO)與郊區(TKL)的每小時氣溫變化及差別。可見，雖然市

區日平均氣溫較郊區為高，市區日間(10 至 17 時)的氣溫卻比郊區低(因此

ruT − 出現負值，見圖 2c)。英國倫敦也出現類似的情況(即市區日間氣溫比

郊區低)，這可能與市區稠密的高樓大廈遮擋陽光直接照射地面加熱有關

(Mayor of London 2006)。另外，Oke (1982)則指出造成市區日間較涼的

原因亦包括城市建築表面有較大的熱容量和熱傳導(Bornstein 1968)，致

使市區在日出後的增溫較郊區慢(圖 2b)。 

  

約在 18 時開始，市區的氣溫高於郊區( ruT − 由負值轉為正值)，而這時候的

郊區降溫率則達至最大，市–郊降溫差別亦十分明顯(超過 0.5 
o
C h

-1
)。隨

後， 雖然 ruT − 持續上升，但隨著市–郊降溫差別愈來愈少， ruT − 的上升速度

在 21 時開始明顯減少，到早上 6 時 ruT − 達至全日最高值。比較圖 2b 和 2c

可看到， ruT − 的日最高值的出現時間與郊區及市區降溫率相等的時間大致吻

合。這是由於 ruT −  = uT  - rT  ，故此有 
 

，若           ，則 

 

因此 ruT − 日最高值(或峰值)的出現時間一般與郊區及市區降溫率相等的時

間相同。 

 

謝庄等(2006)的研究亦顯示北京的情況與香港相同，峰值 ruT − 同樣出現在接

近日出的時間(即清晨 6至 7時)。但 Weng and Yang (2004)則指出廣州市

日最高 ruT − 一般出現在晚上 21 時(即日落後數小時)，然後 ruT − 逐漸下降。廣

州市的情況可按照 Haeger-Eugennsson and Holmer (1999)提出的概念模

型解釋: 市區晚間氣溫比郊區高基本上是與市區較大的熱能容量和郊區夜

間較大的輻射冷卻有關，然而一個由市–郊溫差引發造成的局地環流將可

以對兩地之間溫差產生調節作用，可能導致出現市區降溫略高於郊區的情

況，最終引致 ruT − 在晚間(峰值出現後)出現下降或不持續上升的情況。 

 

先前已討論過，香港市區晚間至早上 6 時前的降溫一直是低於郊區，在這

段時間 ruT − 持續上升，情形與 Haeger-Eugennsson and Holmer (1999)的概

念模型有所不同，部份原因可能是香港市區人為因素的熱釋放量頗大；另

外，香港市區建築物高而天空視域因子(sky view factor)小(見 Giridharan 

et al. 2003)，亦限制了市區晚間的輻射冷卻(Peterson 2003)。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 ruT − 的上升速度在 20 至 21 時後明顯較之前為慢，出現不同階段

的 ruT − 上升變化。 

ruru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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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和郊區在日出後出現升溫， ruT − 亦開始迅速下降，約至早上 10 時，郊

區氣溫開始高於市區， ruT − 由正值轉為負值。總的來說 ruT − 為正值的時間超

過 16 小時(即佔全日的時間之 2/3)，因此市區日平均氣溫高於郊區。到 14

時 ruT − 達至全日最低值(負值)，與廣州市的情況相同(見 Weng and Yang 

2004)。 

 

從圖 2b 可看到，郊區的升溫明顯比市區快且幅度大。事實上，市–郊日間

的最大升溫差別比晚間的最大降溫差別還要大，市–郊升溫差別可以超過

0.8 
o
C h

-1
。市區日間最高升溫率約在 11 時出現，而郊區日間最高升溫率

則在 9時出現，較市區遲 2小時。 

 

總的來說，香港市區晚間至清晨氣溫較郊區為高，日間情況逆轉，但市–

郊氣溫差別幅度晚間明顯較日間大。不論日間或晚間，郊區的氣溫變化幅

度比市區大、變化也較快，清楚反映市區熱容量較大的特性。 

 
3.2. 巿–郊氣溫差的季節變化 

 

從圖 3a 我們可見 ruT − 的日際變化在不同季節或月份基本上是一致，即日間

一般為負值而晚間為正值，不過，冬季 ruT − 出現正(負)值的時間比夏季長

(短)。一年之中，晚間 ruT − 最不明顯的季節是春季。冬季(特別是 12 月)晚

間 ruT − 則是非常顯著，情況與廣州市(Weng and Yang 2004)及北京市(謝庄

等 2006；Liu et al. 2007)相同，Hua et al. (2007)亦指出中國大部分
大城市的最高 ruT − 值多出現在冬季。另外，韓國首爾的情況亦相約(Kim and 

Baik 2002)。Oke et al. (1991)解釋這可能因為人為因素熱釋放量的影響

在冬季變得更為重要。事實上，研究顯示在(亞)熱帶地區，最高的 ruT − 一般

都出現在旱季(香港即是冬季)，原因與郊區土地表面的土壤水氣特徵在雨

季會有較明顯的變化有關(Roth 2007)。 

 

但倫敦市區晚間 ruT − 值在夏季才是四季中最大(例如: Wilby 2003)，而新加

坡商業中心(市區)晚間平均最高 ruT − 值同樣出現在平均氣溫較高的6至8月

(Chow and Roth 2006)，說明不同地區因應不同地理及氣候環境可以有不

同結果。另一方面，王喜全等(2006)發現北京市(根據 2002年資料)的最高

ruT − 值出現在夏季，與過去一些研究的結果不同，他們的解釋是因為近年北

京市區夏季普遍使用室內空調，大大增加夏季晚間人為熱釋放量所致。因

此， ruT − 的季節變化也可隨社會環境變化改變，在不同時期有不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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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清楚看到 ruT − 與日出日落時間的季節變化關係。例如，隨著日

出時間(圖 3a 中綠色虛線)的改變，一天中出現峰值 ruT − 的時間在冬季較夏

季遲；而早上 ruT − 出現正負交替的時間夏季亦較冬季早(夏季在上午 9 時而

冬季在上午 11 時)。 

 

圖 3b 分析氣溫變化率的市–郊差別，可看到秋冬季在日落後的市–郊降溫

變化率差別明顯較之春夏季顯著，而日出後的市–郊升溫差別在春季(特別

是 4 月)則較之其他季節小。在章節 3.1. 曾討論過出現日最高正值 ruT − 的

時間與市–郊氣溫變化率差別的關係，同理，出現日最低負值 ruT − 的時間亦

有類似關係。如此，圖 3b 中接近 14 時及接近 6時的深黑色線(代表市–郊

氣溫變化率差別為 0)分別可表示出現日最高正值 ruT − 及日最低負值 ruT − 的

時間。可見出現日最低負值 ruT − 及日最高正值 ruT − 的時間在夏季都較冬季

早，但出現日最低 ruT − 負值的時間差別更為明顯。此外，從圖 3b 同樣清楚

看到日最高 ruT − 正值(即峰值 ruT − )與日出時間季節變化的一致性。 

 

表 2列出各月份不同 ruT − 參數的統計資料。在 1989 至 2006年間香港年平均

ruT − 是 0.8
 o
C。根據 Liu et al. (2007)的研究，北京地區 1977 至 2000年

間的年平均 ruT − 值約介乎 1至 2 °C。至於廣州地區，從 Weng and Yang (2004)

的月平均 ruT − 數據可推算 1985 至 2000年間的年平均 ruT − 值約為 0.2 至 0.3 

°C。另外，西班牙南部城市格拉納達(Granada)的多年平均 ruT − 是 2 °C 

(Montavez et al. 2000)。需要注意是 ruT − 可能受巿區站與郊區站選取及統

計年期的影響，所以上述地區的年平均 ruT − 值只可以作參考，不能客觀比較

不同地區城市化效應的強弱。但普遍也發現高緯度地區(溫帶)的 ruT − 一般會

較低緯度地區(熱帶)為高(Roth 2007)。 

 

從表 2 亦可看到，出現日最高 ruT − 值的時間夏季多在 6 時而冬季則多在 7

時，結果與圖 3顯示的無異。年平均日最高 ruT − 為 2.8 °C，是年平均 ruT − 值

(0.8 °C)的 3 倍有多。全年絕對日最高 ruT − 超過 10 °C。最後，可以看到春

季的日平均 ruT − 及平均日最高 ruT − 都是全年最低，分別少於 0.5 °C 及接近 2 

°C，但夏季絕對日最高 ruT − 則比春季為高。 

 

3.3. 市–郊氣溫差與雲量，太陽總輻射量，日出及日落時間的關係 

 

前面討論過 ruT − 有明顯的月際變化，現在我們綜合探討其月際變化與若干氣

候及天文背景因素的聯繫和重要性。首先，月平均雲量和太陽總輻射量及

日出日落時間都可假定為沒有明顯市–郊差異，分別能代表區域氣象及天

文背景因素。 

 

圖 4 為 1989 至 2006年不同月份平均 ruT − 與各參數月份平均的零散分佈圖。

就討論的 4 個參數中，只有太陽總輻射量與 ruT − 的相關不達 5%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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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天文特徵日出遲日落早都有利 ruT − 增強，但日落時間與 ruT − 的相關要

比日出時間為高。而雲量愈少愈有利郊區晚間的輻射冷卻，因此市–郊氣

溫差別 ruT − 便愈大。 

 

3.4. 城巿化對相對濕度及風速的影響 

 
3.4.1. 相對濕度 
 
很多研究都指出(例如: Liu et al. 2007)，因受城巿化影響(例如市區表
面的土壤濕氣比郊區為少)，市區的日平均相對濕度應會比郊區低，但 WMO 

(1974)曾指出市–郊差異可能不甚顯著，亦有文獻提出相反的論證。HKO(市

區站)的日平均相對濕度與溫度露點差都較 TKL(郊區站)高，原因可能與

HKO 地理位置相對 TKL更為接近海港有關。事實上，HKO 及 TKL 在 10 時及

18 時的平均氣溫接近，但前者的平均相對濕度較後者大(圖 5a)。  

 

在一般情況下，相對濕度會隨著氣溫日際變化的上升或下降而減少或增加

(圖 5a)。總的而言，市–郊相對濕度差別的日際變化很明顯，晚間至清晨

市區相對濕度較郊區為低，日間相反(圖 5b)，與氣溫差別的變化大致吻合。 

 

根據 Kim and Baik (2002)的分析，市–郊相對濕度差與城市化效應的強

度(或 ruT − )存在負相關。圖 6是市–郊每小時相對濕度差和市–郊每小時氣

溫差(即 ruT − )的相關分析。可以看到，市–郊相對濕度差與 ruT − 在晚間 22

時開始至翌日上午 9時明顯存在負相關，其相關係數達 5%顯著水平，表明

城市化效應對相對濕度確實存在影響，當 ruT − 增加時，市–郊相對濕度差減

小(即晚間負值差別更大)，結論與 Liu et al. (2007)一致。有關城巿化
效應影響相對濕度的物理機制可參考 Kim and Baik (2002)。 

 

3.4.2. 風速 
 

無論市區站或郊區站，風速同樣出現明顯的日際變化(圖 5a)，即日間風速

較晚間為大，與過去 Wai(1993)及 Peterson(1980)的討論相符，然而其他

地方的風速觀測亦顯示類似的日際變化結果(例如: Llyas et al. 2006)。
日間混合層高度增加導致動量自高空傳送至地面是其中原因(例如: 

Leopold 1948)，但海陸風及城市化效應的影響(Wai 1993)亦不能忽略。普

遍認為，市區因受到城市化的影響(例如市區有較大的表面粗糙度或磨擦

力)，平均風速一般較市區以外其他地區如郊區及離島為小(Wai 1993；Lam 

2006)，TKL(郊區站)的平均風速相對 HKO(市區站)為小，可能與局地地理

環境和地形因素有關，其真正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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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TKL與HKO的風速差異可看到前者晚間風速的下降幅度較後者為大(圖

5b)，根據 Wai (1993)的解釋，市區在黃昏轉變至晚間期間風速下跌較小

可能是因為城市化影響引致市區邊界層低部的層狀情況較慢造成。此外，

我們亦可看到市–郊風速差別最小的出現時間平均約在 16 時，比出現日最

低負值 ruT − 的時間(約 14 時)滯後 2 小時，而市–郊風速差別最大的出現時

間約在早上 8時，比出現日最高正值 ruT − 的時間(約 6 時)同樣滯後 2小時。

這反映市–郊風速差與 ruT − 之間可能存在某些因果(滯後)影響。 

 

雖然風速差與 ruT − 相關分析的結果不及相對濕度差別般明顯(圖 6)，但在晚

上 19 時至上午 6 時之間，兩者的相關係數亦大致達 10%顯著水平，在 20

至 22 時更達 5%顯著水平，揭示晚間市郊風速的下跌的差異與城市化效應

的強弱仍是存在一些聯繫。 

 

3.5. 極端日最高 Tu-r值分析 

 

表 3列出在 1989 至 2006年間錄得的首 10 位最大日最高 ruT − 值的日期及該

10 天錄得日最高 ruT − 值時市區(HKO)和郊區(TKL)的相關氣象觀測數據。從

表 3 可見，首 10 位的排名均出現在冬季 12 月或 1 月，並集中於早上 5 至

8 時之間，與章節 3.1 和 3.2 的討論一致。在氣象觀測方面，這些個案有

以下共通點 : 

 

(1) 天睛，雲量為 2 okta 或以下; 

(2) 大氣穩定，K-指數都是負數 (George 1960) ; 

(3) 吹輕微北或東北風，風速在 2 ms
-1
或以下; 和 

(4) 日最高 Tu-r 超過 10 
o
C。 

 

詳細分析這 10 天的天氣形勢顯示，這些個案全是在東北季候風抵達華南沿

岸數天後季候風緩和期間出現。在這種天氣背景下，大氣穩定及風力微弱，

加上雲量稀少，有利晚間的輻射冷卻使氣温下降。而 TKL 位於空曠的郊區，

輻射冷卻的效率遠較位於高密度發展的市區中的 HKO 高，再加上在大氣穩

定和風力微弱的情況下，不同地區的氣團較難混合，形成郊區與市區出現

很大溫差。 

 

3.6. 個案分析 

 

在 2001年 12 月 24 日上午 6時出現的 ruT − 值為 11.5 
o
C，是 1989 至 2006年

間錄得的最大 ruT − 值。當時 HKO 和 TKL 的氣溫分別為 12.8 及 1.3 
o
C。 

 

天氣形勢方面，一股強烈冬季季候風於 12 月 20 日抵達華南沿岸，為該區

帶來乾燥的大陸氣流 (圖 7a 至 7e)。隨後數天香港持續天晴寒冷。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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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早上 HKO 氣溫下降至該月最低的 8.9 
o
C。12 月 23 日和 24 日北風轉弱，

期間 HKO 的最低氣溫逐步回升，但在天晴及風勢微弱的情況下，強輻射冷

卻效應使 TKL 在該兩天的最低氣溫下降至 12 月 24 日最低的 1.1 
o
C (表 4)。

打鼓嶺、粉嶺及沙田地區在 24 日更有結霜報告。  

 

從 2001年 12 月 23日至 24日期間 HKO和 TKL的每小時氣溫變化圖可見(圖

8)，在 23 日晚上 8時至 24 日早上 8時期間，HKO 的平均氣溫下降速度(0.18 
o
C hr

-1
)遠比 TKL 慢(0.46 

o
 C hr

-1
)，城市化效應十分明顯。 

 

4. 結論 

 

本文分別選取天文台總部及打鼓嶺代表香港巿區站及郊區站，初步分析受

城市化影響下市區與郊區氣候的差異，並利用巿區與郊區氣溫差來反映城

市化效應的強度。 

 

結果顯示郊區的氣溫變化幅度比市區大、變化也較突然。市區晚間至清晨

氣溫較郊區為高；日間情況大致逆轉，但氣溫差別幅度不及晚間。一年之

中，城市化效應在冬季最為顯著，春季則最不明顯。月平均雲量，月平均

日出日落時間等都與月平均巿區與郊區氣溫差存在顯著相關。雲量少、日

出遲和日落早都有利強城市化效應的出現。 

 

城巿化影響在相對濕度和風速的日際變化同樣很明顯。晚間至清晨市區相

對濕度較郊區為低，日間相反。對比巿區與郊區的風速變化差異顯示郊區

晚間風速的下降較市區為大。相關分析顯示巿區與郊區晚間相對濕度和風

速差異與城市化效應強有關。最後，分析亦顯示在東北季候風抵達華南沿

岸數天後季候風緩和期間的天氣背景下，由於大氣穩定及風力微弱，加上

雲量稀少，是最容易出現極高的市區與郊區氣溫差，城市化效應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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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O

SHA

HKS

TKLLFS 

TM 

 
 
表 1 :  一些氣象站分佈及資料。平均數值是以 1989 至 2006年為參考。 

 

氣象站 
(縮寫) 

站高度* 
(m) 

平均
氣溫 
(oC) 

平均 
日際變化
(oC) 

天文台總
部(HKO)

33.8 23.4 4.1 

打鼓嶺 
(TKL) 

14.7 22.6 7.5 

流浮山 
(LFS) 

31.4 22.7 6.1 

黃竹坑 
(HKS) 

5.0 23.2 5.1 

沙田 
(SHA) 

5.5 22.9 5.8 

 

屯門 
(TM) 

62.6 23.2 5.2 

*測量氣溫儀器的高度與氣象站高度略有不同 
 

表 2 :  不同 Tu-r參數的統計數據。 

 

月份 

春 夏 秋 冬 各 Tu-r參數 (oC)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年 

絕對日最高 Tu-r1 8.9 6.8 5.6 4.7 4.9 4.5 6.5 7.9 10.3 11.5 11.0 9.1 11.5

平均日最高 Tu-r2 2.0 1.9 2.1 2.3 2.5 2.5 2.7 3.2 3.8 4.4 3.6 2.5 2.8 

(出現最多時間)3 (7) (7) (7) (6) (6) (6) (6) (6) (7) (7) (7) (7) (6) 

上午 6 時平均 Tu-r 1.3 1.4 1.6 1.8 1.9 1.9 2.1 2.6 3.2 3.7 2.9 1.9 2.2 

日平均 Tu-r 0.4 0.3 0.4 0.5 0.5 0.6 0.7 1.0 1.4 1.8 1.4 0.7 0.8 

註解: 
1只考慮早上 5至 7時的數據，亦不包括有雨量記錄的日子 
2計算不包括日最高 Tu-r為負值的數據 
3以出現日最高 Tu-r的時間的眾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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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989 至 2006年間錄得的首 10 位最大日最高 Tu-r值的日期及當時在天文台總部
和打鼓嶺的氣象觀測數據摘。 
 

天文台總部(HKO) 打鼓嶺(TKL) 京士柏 
出現日期時間 

(年月日時) 氣溫 

(oC) 

風向 

(o) 

風速 

(ms-1) 

雨量

(mm)

雲量

(Okta)

氣溫

(oC) 

風向

(o) 

風速

(ms-1)

雨量 

(mm) 

上午 8 時 

K-指數 

Tu-r 

(oC) 

2001122406 12.8 70 0.5 0 1 1.3 微風 0.2 N/A -43 11.5 

1995123107 12.7 60 0.5 0 2 1.4 0 0 0 -21 11.3 

1996010108 14.5 30 0.5 0 0 3.2 0 0 0 -38 11.3 

1996010307 16 230 0.5 0 0 5 微風 0.1 0 -4.1 11 

1993122608 14.2 270 0.5 0 0 3.3 240 0.2 0 -69 10.9 

1989120507 16.7 90 0.5 0 0 6.2 310 0.4 0 -30 10.5 

2005122305 12.1 360 0.1 0 0 1.6 微風 0.1 0 -47 10.5 

1993013106 12.9 110 2 0 0 2.5 360 0.1 N/A -64 10.4 

1996010207 15 60 0.5 0 1 4.6 0 0 0 -28 10.4 

1999122606 12.4 70 2 0 0 2 微風 0.1 0 -64 10.4 

N/A – 沒有數據 

 

表 4 : 天文台總部和打鼓嶺在 2001年 12 月 20 日至 24 日的每日最低氣溫及日平均風

速資料。 

 

天文台總部(HKO) 打鼓嶺(TKL) 
日期 

最低氣溫 (oC) 平均風速 (ms-1) 最低氣溫 (oC) 平均風速 (ms-1) 

12 月 20 日 17.2 2.2 13.8 [2.0] 

12 月 21 日 11.0 2.4 8.7 4.2 

12 月 22 日 8.9 1.5 5.8 3.9 

12 月 23 日 11.3 0.9 3.8 1.6 

12 月 24 日 12.6 2.0 1.1 1.4 

[  ] 數據不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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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天文台總部與一些氣象站氣溫差的日際變化。有關各站資料見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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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天文台總部與打鼓嶺的平均(a) 氣溫日際變化，(b) 氣溫變化率及(c) 氣溫差

(Tu-r)日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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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 天文總部與打鼓嶺氣溫差(即 Tu-r)的逐小時月際變化。(b) 天文總部與打

鼓嶺氣溫變化率差(天文台總部減打鼓嶺)的逐小時月際變化。 深黑色線為＇0＇

線，綠色虛線代表日落或日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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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月平均 Tu-r與(a) 雲量，(b) 每日太陽總輻射，(c)日出及(d)日落時間的零散分佈

圖。 r 代表相關係數，除(b)外，全部相關係數達 5%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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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市區與郊區相對濕度差和市郊風速差與市-郊氣溫差(即 Tu-r)的相關分析。 相

關分析是根據1989至 2006年間逐年平均資料計算。 橫向虛線及點線分別表示10%

及 5%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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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月 20 日 (b) 12 月 21 日 

(c) 12 月 22 日 (d) 12 月 23 日 

(e) 12 月 24 日

圖 7  a 至 e 分別為 2001年 12 月 20 日至 24 日(上午 8時)之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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