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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城市热岛强度变化对区域温度序列的影响


初子莹　任国玉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通过对北京地区２０个台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月平均温度资料的对比分析，证实热岛效应对城市气象站记录的地

表平均气温的绝对影响随时间显著增大，近２０ａ尤为突出，但其相对影响即热岛增温对全部增暖的贡献却呈下降

趋势。近４０ａ来，北京地区的国家基本、基准站平均温度距平序列与被认为不受城市热岛影响的郊区站平均温度

距平序列差异明显，由于热岛效应加强因素引起的国家基本、基准站平均年温度变化速率为０．１６℃／（１０ａ），对整

个时期全部增温的贡献达到７１％；近２０ａ来热岛效应加强因素使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年平均温度每１０ａ增

暖０．３３℃，对该时期全部增温的贡献达到４９％。城市热岛效应加强因素对国家基本、基准站季节平均温度上升的

贡献在夏、秋季高，冬季最小。本文的结果说明，目前根据国家基本、基准站资料建立的全国或较大区域平均温度

序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城市化的影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验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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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气

候变化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目前全球气

候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建立在

对全球和区域地表平均气温等气候要素观测资料分

析的基础上（Ｊｏｎｅｓ等，１９９９年；ＩＰＣＣ，２００１年），然

而，长期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全球和区域地表平均气

温序列的代表性提出质疑，人们特别对现有温度序

列中可能保留的城市热岛效应随时间增强因素的影

响给予了密切关注。

Ｈａｎｓｅｎ和Ｌｅｂｅｄｅｆｆ
［１］发现，从数据中剔除人口

超过１０万的城市台站观测值后，全球过去１００多年

的平均气温大约只上升了０．１℃；Ｋａｒｌ等
［２］也发现

１９０１～１９８４年美国城市甚至村镇对地表气温记录

的影响非常明显；Ｋａｒｌ和Ｊｏｎｅｓ
［３，４］的研究结果则进

一步表明，该时期美国年平均温度序列中的城市化

偏差几乎与同期总的增暖趋势（＋０．１６℃）相当；

Ｂａｌｌｉｎｇ和Ｉｄｓｏ
［５］发现剔除了城市化影响后美国东

部１９２０～１９８４年气温仅增加０．０２ ℃；而 Ｇｏｏ

ｄｒｉｄｇｅ
［８］，Ｈｕｇｈｅｓ和Ｂａｌｌｉｎｇ

［９］也相继揭示了美国加

州与南非地区大城市与小城镇在增温幅度上的巨大

差异；Ｗａｎｇ等
［６］及赵宗慈［７］对中国地区进行相关

研究后，一致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而林

学椿等［１０］则专门研究了北京地区气温的年代际变

化和热岛效应，发现北京站记录中城市热岛效应的

影响非常显著。上述研究均印证了Ｋａｒｌ和Ｊｏｎｅｓ
［４］

的推测，即加强的城市热岛效应是全球和区域平均

气温数据中偏差的最可能来源。

但Ｊｏｎｅｓ等
［１１］对前苏联、中国东部、澳大利亚

东部以及美国的城市和农村站平均气温变化进行比

较分析的结果却表明，城市化对这些地区地表平均

气温变化的影响很小。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等
［１２］以ＮＯＡＡ绘

制的航空地图和卫星观测到的夜晚灯光为基准，区

分城市与乡村，建立全球乡村平均温度时间序列后，

也得出结论，由美国全球历史气候资料集建立的全

球平均温度序列受城市化影响并不显著。ＩＰＣＣ第

３次评估报告同样认为，从全球平均来看，城市化对

地表平均气温记录的影响微乎其微，其实际作用要

比观测到的增温值小一个数量级（ＩＰＣＣ，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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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现有的全球和区域平均温度序列中城

市热岛效应的可能影响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学者已

经利用不同的资料集建立了近５０ａ到上百年的中

国平均气温序列［１３～１９］。这些资料几乎均来自国家

基准和基本台站的记录。为了有效检测气候变化并

正确识别气候变化的原因，首先需要确认城市化对

这些台站地表气温记录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本文根

据北京地区不同强度城市化站点近４０ａ地表气温

资料，分析了各站点增温速率的差异，并对区域内国

家基本、基准站和北京站的平均温度变化序列中热

岛效应的相对贡献进行了估计。分析表明，至少在

北京地区，由国家基本、基准站资料建立的区域平均

气候序列中还严重地保留着城市热岛效应增强产生

的影响。

２　资料及其质量控制

本文采用北京地区２０个气象台站的地表平均

气温资料。在这些台站中，最高的佛爷顶站海拔

１２１６．９ｍ，而最低的平谷站海拔仅为２９．４ｍ。其

中，顺义、延庆、密云、怀柔、上甸子、平谷、通州、朝

阳、昌平、门头沟、北京、丰台、大兴、房山、霞云岭等

１５个台站资料选用时段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其余５

个站点由于开始观测时间较晚，仅有２３～２７ａ不等

的记录。此外，一些台站还存在少量缺测现象。

为保证原始温度序列的质量，参考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等［２０］的方法，对各站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由于

已经对作为基本、基准站的北京和密云站的月平均

温度资料进行了检验和订正，可以认为这两个台站

不含明显的迁站、仪器更换等人为因素影响［２１］。因

此，以北京站资料为参考序列，分别计算它与其他

１９个台站月均值间的温度差值序列。结果显示为

一４０×１９的矩阵，其中行代表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中的

一年，列向量代表除北京站外的１９个站年均温度与

北京站年均温度之差。所有２０个站点都被认为存

在于同样的大尺度环流系统或气候背景之中，因此

可以将各站差值序列的年间波动看作随机变化，即

各站用后一年值减去前一年值得到的新序列服从正

态分布。新的计算结果显示为３９×１９的矩阵。分

别对这１９个站点的新序列做狋检验，超出显著水平

０．０１的点被认为是不连续点。

结果表明，在这些台站中，只有顺义站在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年间存在显著不连续。经调查，顺义站确曾

在１９９８年迁站。因此，利用其他１８个站点与北京

站差值序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波动平均值，订正了顺

义站１９９９年后的温度序列。至于颇有争议的通州

站观测高度变化问题，本文并未在通州温度序列中

检测出明显的不连续点，此次迁移很可能并未对序

列产生显著影响。

３　研究方法

选取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作为气候参考期（资料序列

不足３０ａ的，取其记录存在时期的温度平均值），计

算各站逐年的月、季、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季节采用

气象季节定义，即１，２月和上一年的１２月为冬季，３

～５月为春季，６～８月为夏季，９～１１月为秋季）。

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站月、季、年平均温度变化的线

性趋势及其温度变化速率。线性趋势采用最小二乘

法进行估计，温度变化速率表示为每１０ａ温度变化

的摄氏度数。

分析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对气温记录的影响，其

关键在于确定有代表性的乡村站，以及怎样定义台

站所在地的热岛强度［２２］，如何确定热岛强度变化所

造成的增温幅度与速率。就地表气温来看，整个北

京地区处于同样的大尺度环流或气候背景下，即如

果地表温度受增强的温室效应或大尺度环流因素影

响，则在北京地区这样一个尺度上其影响在各个台

站附近当基本相同。因此，北京地区在同一时期不

同台站、特别是城郊台站之间地表平均气温增加幅

度或速率的差别应该主要反映台站所在地城市化或

土地利用变化等局地因子影响的差异。

本文采用对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２０个台站平均温度

做经验正交函数分解方法来确定乡村站，认为空间

函数第二特征向量指示城市热岛效应或土地利用对

局地温度的影响，并将年和季节平均温度ＥＯＦ第二

特征向量均为负值的站作为“乡村”站。包括霞云

岭、斋堂、佛爷顶、汤河口、怀柔和上甸子６个站点。

定义各站或区域平均温度变化速率与６个乡村站平

均温度变化速率之差为热岛增温率，各站或区域平

均热岛增温率在其总增温率中所占的百分比为热岛

增温贡献率。由于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全国平均温度

序列均由国家基准站、基本站资料计算得出，因此本

文重点分析北京地区的国家基本站、基准站即北京

站和密云站的平均热岛增温率及其城市热岛强度变

化对平均温度变化的相对贡献，同时也对北京站平

均温度记录中的城市化偏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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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果及其分析

从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ＢＲ）和６个乡村

站（ＲＳ）平均的年平均气温距平值变化看来，ＢＲ和

ＲＳ平均温度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可明显的分为两段时

期，即１９６１～１９６９年的降温期和１９６９～２０００年的

增温期。这４０ａ中，国家基准／基本站的平均增暖

幅度较乡村站的平均增暖明显得多，增温速率分别

为０．２２℃／（１０ａ）与０．０６℃／（１０ａ）。而北京站的

增温速率则更高，约为０．３２℃／（１０ａ）。分季节来

看，冬季增温最为显著，夏季最弱；在增温最迅速的

近２０ａ里，冬季增温更加迅速，但同期的夏季增温

率也有了显著提高，仅次于冬季（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增温最显著地区在北京、通州、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和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ＢＲ）、北京站（ＢＳ）和乡村站（ＲＳ）

平均增温速率（单位：℃／（１０ａ））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Ｂ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Ｓ）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６１－２０００ａｎｄ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丰台、大兴这些城市化比较明显的地点，北京站附近

是增温速率最大的地点之一。受北京地区地形与盛

行风向的影响，增温速率在东北—西南向的梯度变

化较明显，呈中间高两侧低的状态，同时由于北京

站、朝阳站地处城市四环路附近，既不在市中心，又

远离通州、丰台等京郊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带，因而并

未表现出最高的温度增幅。同时，如图２ａ所示，在

北京西部和北部的山区台站，近４０ａ的平均气温没

有出现显著的增暖。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平均温度变化

速率（图２ｂ）较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平均温度变化速率明

显增大，温度变化速率等值线也表现得更加密集。

同时，海淀、石景山、丰台、大兴、北京、通州、顺义地

区基本上已经连成一片高值区，这与近年来北京关

于城市热岛的卫星观测结果相一致［２３］。以此为中

心，增温速率在东北—西南向的变化梯度仍然很大。

同时，与以往的研究相类似［２４］，在北京东南部，始终

存在增温最为明显的‘暖脊’，但也有专家认为，该

‘暖脊’主要由通州站器测资料的不确定性引起。考

虑到北京地区在通州以南再无观测站点，作为小区

域的案例分析，本文仅以河北廊坊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

年平均气温序列为参考，得其年平均温度变化速率

为０．４７６℃／（１０ａ），较通州站的０．４５８℃／（１０ａ）稍

高，因此，该‘暖脊’可能是确实存在的。

上述结果表明，北京城区和近郊区城市发展对

温度记录的影响更明显，而远郊台站、特别是远郊的

乡村站由于城市化过程不明显，对温度记录的影响

也很弱。过去的４０余年内北京城区及其近郊地区

记录的显著增温主要是城市化影响的结果。同时，

近２０ａ来北京地区气温变化速率等值线增密的现

象可能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及其对温度影响的区域差

异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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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京地区年平均温度变化速率

（ａ．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ｂ．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实线为年平均温度变率等值线；单位：℃／（１０ａ））

Ｆｉｇ．２　Ｗａｒｍ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

（ａ．１９６１－２０００，ｂ．１９７８－２０００；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１０ａ））

　　表１是对国家基本／基准站（ＢＲ）和北京站（ＢＳ）

热岛增温率的计算结果。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冬、春、秋

季热岛效应造成的增温较显著，夏季略弱，但总体上

看各个季节间的差别比较小，这在ＢＲ站平均值上

表现得更明显。这表明，尽管城市热岛效应本身在

各季节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但由于热岛效应加强

因素引起的长期增温趋势在各个季节和全年是很相

似的。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的热岛增温速率随着该地区

城市化的发展而急剧增大，该趋势在夏、秋季节尤为

明显。其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分析，推测可能与近

些年来夏季空调的广泛使用以及城市绿地面积的相

对减少相关。

表１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和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ＢＲ）和北京站（ＢＳ）热岛增温率（单位：℃／（１０ａ））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ｒｂａｎｗａｒｍ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００ａｎｄ１９７９－２０００（ｕｎｉｔ：℃／（１０ａ））

冬 春 夏 秋 年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 ＢＲ站平均热岛增温率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０ ０．１５６

ＢＳ站热岛增温率 ０．２０５ ０．３２９ ０．１８７ ０．２３０ ０．２５８

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ＢＲ站平均热岛增温率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２ ０．３５６ ０．３６１ ０．３３３

ＢＳ站热岛增温率 ０．３２７ ０．４０７ ０．４２７ ０．５６９ ０．４３５

　　图３表明，在北京地区国家基本站／基准站（ＢＲ

站）平均的全部增温率中，城市热岛增温率占有很大

的比重。在近４０ａ中，年平均热岛增温对全部增温

的贡献率为７１．２％。夏季和秋季的背景气候变化

应该是变凉的，热岛增温贡献率达到１００％，表明本

区国家基本／基准站记录的增温全部由城市热岛效

应增强因素引起；春季里热岛增温的贡献也比较大，

而冬季热岛增温贡献率反而最小。这种规律在近

２０ａ里也表现得很清楚。热岛增温贡献率自冬、春

至夏、秋呈现出了逐季上升的戏剧性变化。这说明，

在北京地区冬、春季快速变暖的过程中，城市热岛效

应增强因素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其主要贡献因子可

能是大尺度环流作用或增强的温室效应影响，或二

者的结合作用。近２０ａ来夏、秋季节城市热岛强度

变化对增温的贡献率仍然是各个季节中最大的，但

与整个时期比较，春、夏、秋和年平均热岛强度变化

的相对作用却有了显著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

段时期的冬季热岛增温贡献率要较近４０ａ有所提

高。近２０ａ来基准、基本站平均年热岛增温贡献率

为４８．５％，说明在这段时期里记录的全部年平均增

温中，仍有一半左右为城市化影响造成。

５　讨论与结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北京地区多数台站表现出明显

的气候变暖趋势，冬季变暖尤为显著。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期以来，加速的城市化建设大大加强了城市

热岛强度。但是，近４０ａ或最近２０ａ来，城市热岛

效应增强因素对城市站记录的温度变化到底有多大

贡献，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在更大的空间

尺度上，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更多注意。当前全国平

７３５　４期　　　　　　　　　　　　 初子莹等：北京地区城市热岛强度变化对区域温度序列的影响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和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ＢＲ）热岛增温贡献率（％）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ｗａ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００ａｎｄ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均温度序列的构建过程中，原始资料大多来自国家

基本站和基准站，而这些站点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已

受到城市热岛强度变化的影响。

本文选择北京地区国家基本／基准站温度记录

与远郊区城市化影响微弱的台站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表明，尽管城市热岛效应本身在各季节之间存在

着明显差别，但由于热岛效应加强因素引起的基本、

基准站长期增温，也就是热岛增温率在各个季节的

差异并不显著，近４０ａ为０．１３～０．１９℃／（１０ａ），近

２０ａ来则上升到０．３１～０．３６℃／（１０ａ）。同时，不

论是近４０ａ，还是最近的２０余年，城市热岛增温因

素对基本站／基准站平均温度增暖的贡献均呈自冬

春至夏秋逐季增大趋势，其中夏、秋季４０ａ平均贡

献达到１００％，即增温完全由城市化因素引起，而贡

献最少的冬季４０ａ均值也在３０％左右。近２０ａ

里，年平均热岛增温贡献率为４８．５％，即在年平均

地表气温的增暖中大约有一半左右由城市热岛强度

的增加引起。而近４０ａ来的年平均热岛增温贡献

率则达到７１．１％。

和近４０ａ相比，最近２０ａ里城市热岛增温贡献

率有所下降，但此时却是记录增暖最明显的时期。

这说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尽管北京地区基本、

基准站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绝对增温幅度或速率比

近４０ａ平均要高出１倍左右，但它对全部增温的贡

献份额却明显减小。在近２０ａ的增温中，自然因素

或全球性人为因素的贡献也可以达到５０％。直接

的自然因素可能是大尺度大气环流场的变化，而全

球性人为因素可能主要是增强的温室效应影响。由

于缺乏更早时期的资料，现在还不清楚，北京地区基

本、基准站平均或北京站的城市热岛增温贡献率随

时间向前延长将发生什么变化，但这对于近１００ａ

本区气候变化的检测分析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

文中采用的“乡村站”资料可能比较有效地避免

了城镇化对温度记录的影响，较好地代表了大尺度

背景气候场条件。但它们可能仍然或多或少保留着

局地城镇化或局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

一般也会引起增温。如果这种局地城镇化的影响存

在，本文给出的国家基准／基本站平均热岛增温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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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热岛增温贡献率应该看作是最低估计值。

总之，２０世纪后期，不论各个季节或是全年，在

北京地区国家基准／基本站地表平均气温的变化中，

城市热岛强度变化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气候变化的

检测和原因识别研究中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在暖季

的增温中更需要考虑城市热岛效应增强的影响。这

项工作也说明，从时间尺度较长的气候序列中剔除

城市热岛强度变化的影响可能是很重要的；但同时

也说明，根据近２０ａ资料得到的热岛增温贡献率对

更长时期来说不具有代表性。由于绝大多数一般站

建站时间较晚，这一结果表明，从长时间地表平均温

度序列中完全分离出城市化的影响比预想的要困难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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