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传承下来的传统服

饰，因其蕴涵丰富的文化历史、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而具较高旅游价值 。作为具有御寒、遮羞和装饰

三大功能的服饰，其产生和演变与经济、文化、地理、

历史以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密切关系，如藏族服

饰文化的形成与特色魅力与当地社会发展、宗教信

仰、民族交流等历史渊源密切 。地理气候环境对于

形成地方服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藏北服

饰的简单款式结构与当地高海拔地区的大风、寒冷

气候密切相关 。已有研究中，多以冷暖等定性描述

来分析地理气候环境对地方服饰特色文化形成中的

作用。近年来，有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温湿指数、风寒

指数来定量研究气候舒适度 ，揭示着装厚度与风

力、气温以及与面料和款式之间的定量关系 ，通过

调整着装厚度来改变人体对气候环境的不舒适

性 。不同气象条件下的穿衣指数标准等级越来

越细化 ，基于气温、太阳辐射、人体代谢和风速

等环境气候要素变化给出细致的着衣指数等级，根

据着衣指数等级预报结果建议居民选穿不同服装 。

关于福建惠安女服饰及习俗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

卢新燕 通过田野实地考察，详细研究了惠安女服

饰的款式结构、面料、色彩和工艺特点。本文借鉴已

有的着衣指数定量研究方法，根据惠安气候特点，结

合各种颜色布料吸热升温差异、服装款式和厚度的

阻热性能、人体活动的热量代谢状况，探讨惠安女服

饰形成的人体皮肤和衣着之间的微气候特征。从服

装气候角度出发，定量分析形成惠安女服饰文化的

独到气候作用与必然性，尝试推动传统服饰旅游文

化丰厚内涵的气候条件定量研究新发展。

资料与方法

气象数据

整理了福建省泉州市位于滨海的惠安县崇武国

家基准气候站和内陆同纬度的南安市气象局

观测资料，包括气温、风速、大风日数、日照时数、日

照百分率、相对湿度、蒸发量等基本气象要素。

着装指数

适宜的服装可以形成人体与衣物以及分层衣物

之间的微气候，有助于调节体温、维持健康。通过着

装变化来改变辐射和对流散热强度，进而实现人体

体温调节。通常采用着装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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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克罗， ）表示衣服保温与隔热的绝缘热阻能

力 ， ，着装指数克罗的定义是：在空气温度 益、

相对湿度 、风速约 的环境条件下，静坐或

从事轻度脑力劳动的人感到舒适时所穿服装的隔热

值为 ，即在此气候条件下，人体达到舒适状态

的着装要求为 的服装热阻，此时人体平均皮肤

温度为 益，单位面积人体的产热约为 ，

此称为 个代谢（ ，简称 ），也为人体的

基础代谢。根据上述克罗值定义， 服装的热阻

力为 益· ，即 益· ，表示在衣

服的表面与内里之间存在 益的温度差时，每

小时每平方米布料可以绝缘或阻止 的热量。

通常采用澳大利亚学者 提出的标准模型

计算着装指数，模型如下：

琢

（ 姨 ）
（）

式中， 为着装指数，为气温（益）， 为地面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 ）， 代表人体代谢率的

，取轻度活动时的代谢率 ，则 值为

； 琢 表示服装吸收太阳辐射能量，其

中，表示人体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率， 为太阳辐射常

数，取 依 ，琢是太阳高度角。

着装指数大小与外界环境气温、太阳辐射、风速

及人体代谢能力等因素有关，反映人体热平衡调节

状态。克罗值越大，意味着服装的保温性越好。着装

指数的 值与着装厚度存在如下关系 ： 的

热阻相当于一套 英寸（ ）的西服，因此通

过计算着装指数，可得到不同服饰影响小气候的量

化程度。

服装微气候主要影响因素

人体皮肤和衣着之间的微气候被称为服装气

候 ，服装气候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外界环境气候条

件 、服装特性和人体活动强度。外界环境是基本气

候背景，服饰特性又包括服装材料热阻性能 、材料

颜色吸热率 、服装结构 等，活动激烈程度不同会

导致人体散发热量有明显差异，直接影响着装厚度

等。

服饰特性是影响服装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夏

季人体需要散热，服饰材料热阻性能越小越好，而在

冬季人体需要保暖，服饰材料的热阻性越强越好。相

同太阳辐射条件下服装表面温度还会因颜色吸收阳

光辐射性能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因此冬夏服装颜色

的选择各不相同，夏季升温效果显著的服装会影响

人体正常散热，人体由此会产生不适；冬季服装吸热

升温效果好则会提升服装温度使人更加舒服。服装

的宽窄款式影响人体皮肤和衣着之间的接触面积和

空气流动，进而影响人体热量的散失，而服装的长短

则涉及覆盖度与热阻量。

服装颜色

不同颜色服装吸热能力有差异。有研究分析在

容器外层涂上不同颜色涂料而达到容器内部升温或

制冷的工艺目的 。

同理，服装因面料颜色不同，其吸热能力和升温

幅度各异，进而带来服装气候的微环境气温变化效

应。太阳的辐射能量绝大部分集中在 耀

波段，其中可见光区（ 耀 ）占 。利用

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仪测得的

一组不同颜色棉布质的反射率，由于各种颜色衣服

为不透明物，可换算成可见光吸收率图（图 ）。黑体

可吸收 以上的可见光，吸热最多，而白体则全

反射太阳光，吸热最少，其他颜色则因不同反射率而

吸热各异。图 中各曲线对应各色布料（以圈中颜色

代表）的吸收率，由强到弱顺序依次为：黑、蓝、绿、

灰、红、橙、黄、白，平均吸收率分别是 、

、 、 、 、 、 、

，即物体颜色越深、吸热能力越强。

图 不同颜色棉质布料对太阳可见

光辐射的吸收率

为进一步测试在惠安县同样材质不同颜色服饰

在同样太阳辐射环境下的服装表面温度变化差异，

对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吸热变温实验。 年 月

日北京时间 — 时，惠安崇武天气晴间多云，

选取了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 种颜色

棉质短袖放置在室外，用红外线测温枪进行温度变

化测试，每隔 测试 次布料温度。 种不同

颜色布料的表面温度变化曲线见图 ，所有观测时

次的温度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绿、黑、蓝、紫、红、

青、橙、灰、黄和白色布料，与环境气温的温差分别为

、 、 、 、 、 、 、 、 和 益。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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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相同太阳辐射条件下，绿色布料的吸热升温效

果最强。比较而言，绿色、黑色、蓝色、紫色、红色等深

色布料升温效果较强，而青色、黄色、白色等浅色布

料的升温效果相对弱。

图 种颜色棉质布料短袖的吸热升温状况

服装厚度

服装具有热阻保暖功能，其热阻能力与服装厚

度密切相关。冬季服装厚度高，阻挡热量传输能力越

强，保温性能越好；夏季服装覆厚度低，阻挡人体热

量传输能力弱，人体散热快而感舒适 。单件服装的

热阻值 如表 所示。

表 单件服装的着装指数和对应的服装厚度

人体衣着厚度是内外各件衣服的总和 ，通常

采用 推荐的计算公式 估算人体实际穿

着的整套服装热阻值 和总厚度 ：

移 ， （）

（ 移 ）

移 移 。 （）

式中， 为整套服装的总热阻值， 为单件服装的

热阻值， 为整套服装的总厚度， 为单件服装厚

度，由公式（）、（）计算得到各季节典型的组合套装

热阻值和着装厚度估算（表 ）。

服装款式

不同的服装结构也是影响服装材料热阻性能的

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服装热阻与包围人体面积的覆

盖度成正比 。服装开口度在跃 的情况下，其

热阻随开口度的增加而下降，开口度达 则接

近裸体时人体的边界空气层热阻值为 。

人体活动强度

人体劳（活）动强度不同所散发热量有差异，人

体活动强度对服装气候有直接影响。为保持人体温

度在适宜范围内，人体活动强度高则散热快，需着装

厚度越薄，反之亦然。人体各种活动强度下的代谢率

见表 。

表 各种活动的人体代谢率

活动情况 平躺 基础代谢
极轻

轻度 中度 重度

代谢率

代谢率
（ ）

活动
举例

清醒、
平躺

静坐、看书、
伏案工作

散步、
打扫

跳舞、犁田，
重家务活

打篮球、重
体力劳动

惠安女服饰的微气候特征

惠安气候特征

福建省惠安县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地处台湾海峡中部西岸，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

特的气候环境。位于滨海的惠安县崇武国家基准气

候站和内陆同纬度的南安市气象局 各基本气

象要素观测结果见表 。可见，惠安沿海崇武年平

均气温为 益，年平均风速为 ，年 级以

上大风日数为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年

服装款式品种
服装厚
度

着装指
数

裸身

短裤，短袖开领棉衬衫，薄短袜，凉鞋

长袖 恤，薄内衣、长袖棉衬衫，薄长裤，单层棉涤
纶夹克，工作服，长内裤，羊毛袜和鞋子，手套，呢帽

棉质长内衣，风衣，双层夹克，西服上衣，长裤，毛皮
靴子，厚长裤，棉背心，羊毛帽子，薄棉裤，薄毛衣

羊毛衣，棉衣，大衣，皮夹克，棉外套，棉裤，羊毛裤

羽绒服，风雪大衣，貂皮大衣，太空棉衣，

表 常见套装组合的着装指数与着装厚度对应

季节 套装类型（内外衣裤 鞋帽）
着装指数 着装厚度

夏季

盛夏套装：序号 组合。如，短
裤 短袖开领棉衬衫 凉鞋

耀 耀

一般夏套装：序号 、组合。如，
薄长裤 短袖开领衬衫 长袖
恤 薄短袜 凉鞋

耀 耀

春秋

轻便套装：序号 组合。一般夏
套装 单层棉涤纶夹克 其他

耀 耀

较凉便套装：序号 、 组合。棉
质长内衣 风衣 双层夹克西
服上衣 长裤 羊毛袜和
鞋子

耀
（ ）

耀

冬季

较冷冬装：序号 、 组合。薄厚
内衣 羊毛衣 棉衣 双层
夹克 薄棉裤 长裤
羊毛袜和鞋子 其他

耀
（ ）

耀

寒冷冬装：序号 组合 其他。棉
质长内衣 羊毛衣 棉衣 大衣皮
夹克棉外套 棉裤 羊毛裤
长裤 手套 呢帽 其他

耀 耀

严寒冬装：序号 组合 其他。寒
冷冬装 靴子 羽绒服 风雪大衣
貂皮大衣太空棉衣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沙 漠 与 绿 洲 气 象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日照时数为 ，日照百分率达 ，年蒸发量

为 ，太阳辐射年总量多达 。

崇武的风力大、太阳辐射强，均为福建最多地区之

一 。对照同纬度位于内陆的南安，可以看到崇武的

气温略低，风速更大，大风日数偏多 倍，相对湿

度偏高，日照时数略多，太阳辐射更强，蒸发量更大。

惠安女服饰

福建省惠安县地处台湾海峡中部西岸，惠安县

男子多出海打鱼，女子则从事重体力劳动冥冥开公

路、修水利、补渔网、扛石头、拉板车、种田、锯木、驾

船、晒盐……。典型的惠安女服饰特征为：头披青色

花头巾与戴黄色斗笠，上穿白或蓝色的露肚脐斜襟

短衫，下着比正常大一倍的宽大黑裤，由此得“封建

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之雅称。辛勤劳作中的

惠安女身着艳丽服饰，成为一道流动风景（图 ）。

对于本属汉族的惠安女，其服饰与传统汉族服

饰迥然有别并流传千年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服饰中

一朵瑰丽的奇葩。“惠安女服饰”成为文学艺术家们

的摄影、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等创作素

材， 年被首批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惠安女服饰和惠安女形象

逐渐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惠安女服饰的服装气候特征

惠安县属于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其在气候

上与同纬度的内陆南安市相比则呈现“冬暖夏凉”的

气候特征。因海陆风效应较强，加上台湾海峡中部的

“狭管效应”增风作用影响，惠安沿海常年风力较

大 ，呈现出多大风特征。当地服饰的服装气候特征

为：“夏可长衣、冬不臃肿”的着装特性是“冬暖夏凉”

的气候产物。根据公式（）计算惠安县滨海崇武和内

陆南安市不同活动状况下的着装指数，结果见表 。

惠安县滨海的着装指数在 耀 （对应着装厚

度 耀 ），可以看出，夏季相对高的着装指

数，可以让当地妇女在平时不至于非得穿着短装，长

衫长裤也可以达到舒适状态，而冬季则仅需普通毛

衣和外套而不影响正常的劳作。如此，一年四季的外

装服饰款式可保持相对固定的长袖装。“夏可长衣、

冬不臃肿”的着装特性是切合当地着衣指数变化的

气候产物。

表 崇武和南安的气候要素值

月份
蒸发量

崇武 崇武 崇武 崇武 崇武 崇武 崇武 南安

年平均 — — — —

年合计 — — — —

风速（ ）

南安

—

风力级

南安

—

大风日数

南安

—

气温 益

南安

—

相对湿度

南安

—

日照时数

南安

—

图 惠安女服饰

（曾梅霞女士提供）



活动重度

崇武 崇武 崇武 崇武 南安

活动极轻

南安

活动轻度

南安

活动中度

南安
月

张加春等：气候条件对惠安女服饰文化的影响探究

表 崇武和南安两地各月不同活动

条件下的着装指数

服装颜色丰富，不同季节调适人体温度在舒适

范围。头饰：头部戴黄色斗笠和披青色花头巾，可强

烈反射太阳光辐射，除了常年可防紫外线辐射外，夏

季头部吸热最少；此外，头饰可防海边常年大风飞沙

袭脸，甚至 的风速即可起砂 。此种包裹头

巾的模样如同中东、新疆等地的妆饰，亦富有异域风

情，在汉族区中极少见而显奇特。上衣：冬季采用吸

热升温高的绿色、黑色、蓝色深色布料，夏季则为吸

热升温少的白底配绿柳条线或缀花，也有浅色的苹

果绿或青色布料。下裤：一年四季长裤以黑色为主

（少量蓝色），黑色可让下身免受紫外线的辐射，且黑

色布料在冬季吸热最多。上述研究表明，各种布料颜

色的升温能力从高到低顺序总体结果为绿色、黑色、

蓝色、紫色、红色、青色、橙色、灰色、黄色、白色，惠安

女服饰的颜色搭配的科学性显示其睿智。

服装款式独特，适应勤于劳作的生活习俗。随

着劳动强度的增强，着装指数需求减少，即需要减

少服装量。夏季，惠安女平常承担扛石头、拉板车、

种田、锯木、驾船等中重度劳动，所需着装指数低至

，而惠安女服饰仍能保持相对“封闭”状态，

此与惠安女服饰在款式、性能、结构等方面的良好气

候适应性有关。夏季所穿长裤虽为吸热多的黑色（少

量蓝色），但在做工上却另有讲究而化解黑布的多吸

热弊端，宽至 ，比正常多一倍的肥大裤管，便

于日常劳作，服装的热阻也几乎降为与空气热阻相

当，极利肌肤散热。此外，宽大的裤筒更易被风吹摆，

从而使得衣服上淋到的海水或身上的汗水更易蒸发

而干爽舒适；上衣衣摆短，既有露肚脐的风俗，也减

少了衣服的人体覆盖度而大大降低服装热阻。

结论

深入研究气候条件对优秀传统文化丰厚内涵的

影响，是保护、传承独特地域文化的有效方法。本文

从服装气候角度揭示惠安女服饰所体现的高度结合

的内外美，让更多人体悟这一“非遗”魅力。

（）“冬暖夏凉、常年大风”是形成惠安女服饰文

化的基础条件。为了应对在大风、潮湿、烈日等独特

的气候环境下能更舒适地劳作生息，惠安女服饰由

此逐渐形成独特的地区文化符号。惠安女服饰从颜

色、布料、款式以及工艺上进行了相应处理，不仅发

挥防暑御寒功效，更重要的是服饰中还体现出便于

日常劳作的生活智慧和勤劳品行。

（）惠安女服饰因应自然气候环境以更好地生

活劳作所体现出的色彩丰富、款式独特的鲜明特征，

还带给旅游者视觉上冲击力极强的外观奇特美，由

此逐渐形成独特传统服饰文化。外观奇特美和蕴含

的惠安女内在勤劳品行美德与科学智慧及独到审美

能力，是惠安女传统服饰文化成为当今泉州旅游独

特文化品牌的两大重要因素。

（）从服装气候等多角度深度挖掘传统服饰文

化内涵，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独特的气候环境是形成一地服装气候和服饰文

化特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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