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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分别计算赤道、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北回归线、北回归线以北测站的太阳高度角和日出、日落方位，分析其变化规

律，通过分析，给出我国纬度范围内日照记录受障碍物影响的范围。以宜昌站（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为例，给出了测站障碍物对

日照记录影响分析流程，有利于指导气象台站对障碍物影响程度的定量计算，还可为日照、太阳辐射测量仪器的安装位置的

确定，提供有益的借鉴。以广州站（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宜昌站（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和北京站（３９°４８′Ｎ，１１６°２８′Ｅ）为例，给定

障碍物，统计分析出可能影响日照记录的日数和日期、影响日内可能受到影响的时间和日照时数，以及全年最大可能影响日

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结果表明：在我国，各地日出所处方位为３７°～１４３°，日落所处方位为２１７°～３２３°，在３２３°～３７°方位（正

北偏东或偏西）的任何障碍物对日照记录都不会产生影响；南面的障碍物及其偏东或偏西一定范围内，由于太阳高度角较高，

不容易对日照产生影响；相同宽度角和高度角的障碍物，单日影响日照时数的最大值随着纬度的增高而增大，最大影响方位

的障碍物对年日照百分率影响程度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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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气象观测站四周障碍

物的增多而使观测环境遭受破坏的现象日趋严重，

环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风、日照、地温、气

温、蒸发等气象要素的观测真实性，使其资料序列产

生严重的非均一性。然而，受条件的限制，观测环境

的改变对大多数气象要素的影响程度难以定量给

出，只能定性进行评估。

由于障碍物相对测站日照仪器的安装位置是可

测量的，通过计算测站的太阳位置，得到测站各时刻

的太阳高度角和太阳方位角，可以分析出四周障碍

物对全年各日日照记录的影响情况。

为了分析障碍物对日照记录的影响规律，从计

算测站不同时刻的太阳高度角、方位角，以及太阳高

度角或方位角对应的真太阳时入手，分析不同纬度

测站太阳高度角与方位角的变化规律。以宜昌站

（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为例，给出测站障碍物对日照

记录影响分析流程，有利于指导气象台站对障碍物

影响程度的定量计算，还可为日照、太阳辐射测量仪

器的安装位置的确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根据太阳位置计算公式，推导出计算障碍物所在

方位太阳高度角和真太阳时的公式，以广州站

（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宜昌站（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和北京

站（３９°４８′Ｎ，１１６°２８′Ｅ）为例，给定障碍物，通过大量的计

算，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可能影响日照记录的日数和

日期、影响日内可能受到影响的时间和日照时数，以及

全年最大可能影响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揭示出障

碍物随纬度变化和在不同方位时对日照记录的影响规

律。一些学者已在相关方面作了研究［１２］。

１　测站太阳位置及变化

１．１　测站太阳位置

确定测站的太阳位置，即太阳高度角和太阳方

位角，根据障碍物相对日照测量仪器的位置，可以判

断障碍物对日照测量是否产生影响。用下列符号表

示各参量：犺为太阳高度角；犃 为太阳方位角；犇犈

为太阳赤纬（简称赤纬）；犜０ 为时角；犙为与积日相

关的值，赤纬随季节或日期的变化由其决定；φ为

测站所在纬度；犾为测站所在经度。

１．２　正午时刻太阳高度角和任意时刻太阳方位角

的计算

　　根据参考文献［３、４］给出的辐射计算公式，正午

时刻的太阳高度角犺和任意时刻太阳方位角犃 可

转化为下列公式求得：

ｓｉｎ犺＝ｓｉｎφ·ｓｉｎ犇犈＋ｃｏｓφ·ｃｏｓ犇犈 （１）

ｃｏｓ犃＝（ｓｉｎ犺·ｓｉｎφ－ｓｉｎ犇犈）／（ｃｏｓ犺·ｃｏｓφ） （２）

　　通过参考文献［３］所给公式计算得到犙值和赤

纬犇犈（犙、犇犈 值的单位为角度（°）），可以求得犺和犃

值。

由于对障碍物的方位通常习惯以正北为０°，顺

时针方向的角度来表示，所以将太阳方位角转化为

太阳所处方位来表示，说明其与障碍物的位置关系，

用犃狉表示日出时刻太阳所处方位，犃狊 表示日落时

刻太阳所处方位。由于日出、日落时刻太阳高度角

为０°，公式（２）可简化为：

ｃｏｓ犃＝－ｓｉｎ犇犈／ｃｏｓφ （３）

则有

犃狉＝１８０－（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犃

１－ｃｏｓ
２

槡 犃
＋

２ａｒｃｔａｎ１）
１８０

π
（４）

犃狊＝１８０＋（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犃

１－ｃｏｓ
２

槡 犃
＋

２ａｒｃｔａｎ１）
１８０

π
（５）

公式（４）、（５）求得的太阳所处方位的单位为角度

（°）。

１．３　正午时刻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由于我国纬度范围为４°～５３°３３′Ｎ，故以赤道（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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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０°）、１２°Ｎ、２３°２７′Ｎ（北回归线）、４０°Ｎ、６０°Ｎ为例，经

度取１２０°Ｅ，分别计算２００８年逐日正午时刻的太阳高

度角，分析其随纬度和季节或日期的变化规律。正午

时刻太阳高度角即为一日的最大太阳高度角，用犺犕

表示，通过计算得到如图１的曲线图。

图１　不同纬度逐日最大太阳高度角（犺犕）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ｏｌａｒ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
（犺犕）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从图１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１）太阳在春、秋分日两次直射赤道，在赤道与

北回归线之间，一年中，犺犕 会出现两个最高值，为

９０°，赤道上两个最高值分别出现春分日和秋分日，

随着纬度的增高，两个最高值逐渐向夏至日靠近，在

北回归线时重合。

（２）在北回归线以北，一年中，犺犕 的最高值出

现在夏至日，同一日随着纬度的增高，犺犕 减小。

（３）在北半球，一年中，各纬度犺犕 的最小值均

出现在冬至日，在赤道犺犕 会出现两个最小值，分别

在冬至日和夏至日。

１．４　日出、日落太阳所处方位的变化

仍以赤道（纬度０°）、１２°Ｎ、２３°２７′Ｎ（北回归

线）、４０°Ｎ、６０°Ｎ为例，经度取１２０°Ｅ，分别计算２００８

年逐日日出日落时刻太阳所处方位（犃狉、犃狊），分析

其随纬度和季节或日期的变化规律。通过计算得到

如图２、图３的曲线图。

图２　不同纬度逐日日出时刻太阳所处方位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ｓｏｌａ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ｔ

ｓｕｎｒｉｓ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从图２、图３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１）在春分、秋分日，北半球任意位置于正东日

图３　不同纬度逐日日落时刻太阳所处方位

Ｆｉｇ．３　Ｄａｉｌｙｓｏｌａ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ｔ

ｓｕｎｓｅ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出，正西日落。

　　（２）从春分日至秋分日，即夏半年，日出方位为

东偏北，至夏至日越近越偏北，夏至日偏北达到最

大；日落方位为西偏北，至夏至日越近越偏北，夏至

日偏北达到最大。

（３）在秋分日至春分日，即冬半年，日出方位为

东偏南，至冬至日越近越偏南，冬至日偏南达到最

大；日落方位为西偏南，至冬至日越近越偏南，冬至

日偏南达到最大。

（４）除春、秋分日外，同一日中，日出、日落所处

方位偏北或偏南的程度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大，至

春分日或秋分日越近，偏北或偏南的程度越小。

（５）在我国，各地年内日出所处方位为３７°～

１４３°，日落所处方位为２１７°～３２３°，在３２３°～３７°方

位（正北偏东或偏西）的任何障碍物对日照记录都不

会产生影响。

２　障碍物所在方位太阳高度角和真太

时的计算

　　已知障碍物相对日照测量仪器感应面的高度角

和方位，即给定太阳所处方位，通过公式（２）即可反

推得到对应时刻的太阳高度角，若此时刻太阳高度

角小于或等于障碍物的高度角，则该障碍物对此时

刻的日照记录有影响，否则无影响。由参考文献［３］

所给太阳高度角公式推导，有

ｓｉｎ（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犃·ｃｏｓφ
ｓｉｎφ

－犺）＝

－ｓｉｎ犇犈

ｓｉｎ２φ＋ｃｏｓ
２犃·ｃｏｓ２槡 φ

（６）

令犿＝
－ｓｉｎ犇犈

ｓｉｎ２φ＋ｃｏｓ
２犃·ｃｏｓ２槡 φ

，

狀＝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犃·ｃｏｓφ
ｓｉｎφ

，

则

犺＝狀－ａｒｃｔａｎ
犿

１－犿槡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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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障碍物对日照记录有影响的太阳高度角，

利用参考文献［３］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对应时刻

的真太阳时（犜犜），公式如下：

犜０ ＝ａｒｃｃｏｓ［（ｓｉｎ犺－ｓｉｎφ·ｓｉｎ犇犈）／

（ｃｏｓφ·ｃｏｓ犇犈）］ （８）

犜犜 ＝ （犜０×１８０／π）／１５＋１２ （９）

　　在太阳辐射中，由于计算太阳日出、日落时间考

虑了蒙气差，由公式（９）计算得到的日出、日落时间

约有０．０４ｈ的差别。

３　障碍物对日照记录的影响分析

３．１　影响日照记录的障碍物

由于太阳高度角较低时，太阳到达地面的辐射

较弱，辐射强度不能达到形成日照的标准，故在《气

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７

号）［５］规定“在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的高度角≤

５°”，所以可以将太阳高度角设置为５°，计算此时日

出、日落太阳所处方位，不在日出、日落方位内的障

碍物，其对日照记录不会造成影响。以广州站

（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宜昌站（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的

北京站（３９°４８′Ｎ，１１６°２８′Ｅ）为例，通过计算得到一

年内日出、日落太阳所在方位的变化，可以看到不同

纬度影响日照记录的障碍物位置区间，见表１。

表１　不同观测站影响日照记录的障碍物位置区间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狕犻犿狌狋犺狊狅犳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狊狌狀狊犺犻狀犲

狉犲犮狅狉犱狊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狅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测站
影响开始方位／° 影响结束方位／°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无影响方位／°

广州站 ６６．６ １１８．２ ２４１．８ ２９３．４ ２９３．５～６６．５

宜昌站 ６５．６ １２１．１ ２３８．９ ２９４．４ ２９４．５～６５．５

北京站 ６３．５ １２６．３ ２３３．７ ２９６．５ ２９６．６～６３．４

３．２　障碍物的测量

在日照测量仪器的旁边架设经纬仪，经纬仪安

装高度与日照测量仪器感应面的高度一致。根据测

站日出、日落太阳所处方位的范围，对可能影响范围

内的障碍物逐一进行测量，测量内容包括障碍物的

开始方位、结束方位（即宽度角）和高度角，对高度角

＞５°的障碍物逐一进行登记，以便分析逐个障碍物

对日照记录的影响。

３．３　举例分析

３．３．１　测站和障碍物的选取

通过选取不同纬度的典型站，分析障碍物随纬

度变化的影响，详细介绍单站的分析流程，说明单站

观测场四周障碍物位置变化对日照的影响。

（１）典型站。选取广州站（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

宜昌站（３０°４２′Ｎ，１１１°１８′Ｅ）和北京站（３９°４８′Ｎ，

１１６°２８′Ｅ）。

（２）障碍物。宽度角和高度角均为１０°。

（３）障碍物位置。从障碍物影响的开始方位开

始，以障碍物的宽度角为间隔，确定障碍物所处的方

位。

３．３．２　障碍物位置变化分析

以宜昌站进行分析，从表１可知，一年中太阳高

度角＞５°的方位为６５．６°～２９４．４°，故以该障碍物分

别位于 ６５．６°～７５．６°、７５．６°～８５．６°、９５．６°～

１０５．６°、１０５．６°～１１５．６°、１１５．６°～１２５．６°、２３４．４°～

２４４．４°、２４４．４°～２５４．４°、２５４．４°～２６４．４°、２６４．４°～

２７４．４°、２７４．４°～２８４．４°、２８４．４°～２９４．４°分析其对

日照记录的影响，不作１２５．６°～２３４．４°范围的影响

分析，是因为太阳照射此范围时，其太阳高度角远大

于障碍物的高度角，该范围内的障碍物不会影响到

日照记录。

由于上、下午的日照具有对称性，只需对上午日

照影响的情况进行分析。

（１）计算全年（以２００８年为例）逐日障碍物所

处开始方位、结束方位对应的太阳高度角，由于障碍

物的高度角为１０°，即在障碍物宽度范围内太阳高

度角≤１０°，则可能造成对日照记录的影响，表２给

出了位于宜昌站６５．６°～７５．６°方位的障碍物可能影

响日期所在开始、结束方位时的太阳高度角，太阳高

度角一直处在５°以下或＞１０°所对应的日期不会影

响，为了简便，整月没有可能影响日照记录时，该月

数据没有给出。限于篇幅，其他方位障碍物可能影

响日期所在开始、结束方位时的太阳高度角表没有

给出，有关统计结果见表３。

　　（２）根据表２中的太阳高度角计算所对应的真

太阳时，若障碍物所处开始方位的太阳高度角＜０°，

则日照记录受影响的开始时间为日出时间，若障碍

物所处结束方位的太阳高度角＞１０°，则日照记录受

影响的结束时间为太阳高度角等于１０°时对应的时

间（表略），根据影响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计算

逐日影响的日照时数。分别统计不同方位障碍物的

影响日期、最早和最迟影响时间、日平均遮挡日照时

数、最大影响日、年最大可能减少日照时数和日照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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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宜昌站障碍物可能影响日期所在

开始、结束方位时的太阳高度角（°）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犪狀犱犲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狊狅犾犪狉

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犪狀犵犾犲（°）犱狌狉犻狀犵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狔

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犪狋犢犻犮犺犪狀犵狅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年份：２００８年 障碍物方位：６５．６°～７５．６°纬度：３０°４２′Ｎ经度：１１８°１８′Ｅ

日期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６５．６°７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６５．６°７５．６°

１ ２．１ １９．８ ４．４ ２２．５ －４．７ １１．６

２ －９．９ ５．５ ２．４ ２０．１ ４．３ ２２．４ －５．２ １１．０

３ －９．４ ６．１ ２．６ ２０．４ ４．１ ２２．２ －５．６ １０．５

４ －８．９ ６．７ ２．９ ２０．７ ４．０ ２２．０ －６．１ １０．０

５ －８．４ ７．３ ３．１ ２０．９ ３．８ ２１．８ －６．５ ９．４

６ －７．９ ７．８ ３．３ ２１．２ ３．６ ２１．６ －７．０ ８．９

７ －７．４ ８．４ ３．５ ２１．４ ３．４ ２１．４ －７．５ ８．３

８ －７．０ ９．０ ３．７ ２１．７ ３．２ ２１．１ －８．０ ７．８

９ －６．５ ９．５ ３．９ ２１．９ ３．０ ２０．９ －８．５ ７．２

１０ －６．０ １０．１ ４．０ ２２．１ ２．８ ２０．６ －９．０ ６．６

１１ －５．６ １０．６ ４．２ ２２．３ ２．６ ２０．３ －９．５ ６．０

１２ －５．１ １１．１ ４．３ ２２．４ ２．３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５

１３ －４．７ １１．７ ４．４ ２２．６ ２．１ １９．７

１４ －４．２ １２．２ ４．５ ２２．７ １．８ １９．４

１５ －３．８ １２．７ ４．６ ２２．８ １．５ １９．０

１６ －３．４ １３．２ ４．７ ２２．９ １．２ １８．７

１７ －３．０ １３．７ ４．８ ２３．０ ０．９ １８．３

１８ －２．５ １４．１ ４．８ ２３．１ ０．６ １７．９

１９ －２．２ １４．６ ４．９ ２３．２ ０．３ １７．５

２０ －１．８ １５．１ ４．９ ２３．２ ０．０ １７．１

２１ －１．４ １５．５ ４．９ ２３．２ －０．４ １６．７

２２ －１．０ １６．０ ４．９ ２３．２ －０．７ １６．３

２３ －０．７ １６．４ ４．９ ２３．２ －１．１ １５．９

２４ －０．３ １６．８ ４．９ ２３．２ －１．５ １５．４

２５ ０．０ １７．２ ４．９ ２３．１ －１．８ １５．０

２６ ０．４ １７．６ ４．８ ２３．１ －２．２ １４．５

２７ ０．７ １８．０ ４．８ ２３．０ －２．６ １４．０

２８ １．０ １８．４ ４．７ ２２．９ －３．０ １３．６

２９ １．３ １８．８ ４．６ ２２．８ －３．４ １３．１

３０ １．６ １９．１ ４．５ ２２．７ －３．９ １２．６

３１ １．９ １９．５ ２．８ １９．０ －４．３ １２．１

分率（该站年可照时数为４４３５．９ｈ）。统计结果见

表３。

３．３．３　纬度变化分析

按照对宜昌站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广州

站（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北京站（３９°４８′Ｎ，１１６°２８′Ｅ）

一年中太阳高度角＞５°的方位范围内相同障碍物对

日照记录的影响情况，见表４、表５。

４　结论

从表２～５分析，在日出至日落范围内，相同宽

度角和高度角的障碍物，在不同方位对日照记录的

影响情况归纳如下：

（１）在我国，任意测站的上午和下午各有一个

最大和一个次大影响方位，在低纬度时，最大值出现

在日出（或日落）最先开始（或结束）的方位，次大值

出现在东南（或西北）方位，随着纬度的增加，最大值

（或次大值）越向南靠近，纬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最

大值与次大值的位置互换。

（２）上午和下午各有一个最小影响方位，大约

在东（或西）或东偏南（或西偏南），随着纬度的增高，

其方位越向南靠近。

（３）南面的障碍物及其偏东或偏西一定范围

内，由于太阳高度角较高，障碍物不容易对日照产生

影响。

　　（４）单日影响日照时数的最大值随着纬度的增

高而增大。

（５）在各纬度，最大影响方位的障碍物对年日

表３　宜昌站不同方位障碍物影响日照记录的统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狌狀狊犺犻狀犲狉犲犮狅狉犱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狋犢犻犮犺犪狀犵狅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年份：２００８年　　纬度：３０°４２′Ｎ经度：１１８°１８′Ｅ

障碍物方位 影响日数 影响日期
影响时间段

开始 结束

日平均遮挡

日照时数

最大影响日 年最大可能影响

遮挡时数 日期 日照时数 日照百分率

６５．６°～７５．６° １０３ ５月２日—８月１２日 ５．０８ ６．１０ ０．６７ ０．８８ ７月２２日 ６９．１６ １．６％

７５．６°～８５．６° ６７
４月７日—５月９日

８月４日—９月６日
５．４６ ６．４３ ０．５７ ０．８４

４月２２日

８月２５日
３８．２１ ０．９％

８５．６°～９５．６° ５８
３月１６日—４月１３日

９月１日—９月２９日
５．８１ ６．７６ ０．５７ ０．８２

３月２６日

９月１８日
３３．２５ ０．７％

９５．６°～１０５．６° ５７
２月２３日—３月２１日

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２１日
６．１５ ７．１１ ０．５９ ０．８４

３月１日

１０月１２日
３３．４４ ０．８％

１０５．６°～１１５．６° ６８
１月２７日—２月２９日

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１７日
６．５０ ７．４９ ０．６１ ０．８８

２月８日

１１月６日
４１．６２ ０．９％

１１５．６°～１２５．６° ９２
１月１日—２月６日

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３１日
６．８７ ７．９０ ０．６９ ０．９６

１２月１９日

１２月２５日
６３．５７ １．４％

１２５．６°～１３５．６° ０ ０ ０％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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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广州站不同方位障碍物影响日照记录的统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狌狀狊犺犻狀犲狉犲犮狅狉犱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狋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狅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年份：２００８年　　纬度：２３°１０′Ｎ经度：１１３°２０′Ｅ

障碍物方位 影响日数 影响日期
影响时间段

开始 结束

日平均遮

挡日照时数

最大影响日 年最大可能影响

遮挡时数 日期 日照时数 日照百分率

６６．６°～７６．６° １０７ ４月３０日—８月１４日 ５．３１ ６．２７ ０．６６ ０．８３
５月２６日

７月１７日
７０．６１ １．６％

７６．６°～８６．６° ６５
４月４日—５月５日

８月９日—９月１０日
５．６１ ６．５３ ０．５９ ０．７８

４月１８日

８月２６日
３８．２４ ０．９％

８６．６°～９６．６° ５７
３月１１日—４月８日

９月６日—１０月３日
５．８７ ６．７８ ０．５９ ０．７７

３月１９日

９月２１日
３３．７６ ０．８％

９６．６°～１０６．６° ５９
２月１６日—３月１５日

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２８日
６．１４ ７．０６ ０．６０ ０．７９

２月２９日

１０月２１日
３５．５７ ０．８％

１０６．６°～１１６．６° ８３
１月１２日—２月２１日

１０月２３日—１２月３日
６．４１ ７．３８ ０．６３ ０．８４

１月２４日

１１月１９日
５２．６２ １．２％

１１６．６°～１２６．６° ６４
１月１日—１月２３日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６．８７ ７．５４ ０．４３ ０．６７ １２月２２日 ２７．８１ ０．６％

１２６．６°～１３６．６° ０ ０ ０％

表５　北京站不同方位障碍物影响日照记录的统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狌狀狊犺犻狀犲狉犲犮狅狉犱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狋犅犲犻犼犻狀犵狅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年份：２００８年　　　纬度：３９°４８′Ｎ经度：１１６°２８′Ｅ

障碍物方位 影响日数 影响日期
影响时间段

开始 结束

日平均遮挡

日照时数

最大影响日 年最大可能影响

遮挡时数 日期 日照时数 日照百分率

６３．５°～７３．５° １１３ ４月２７日—８月１７日 ４．９２ ５．９５ ０．５１ ０．９７
５月９日

８月５日
５７．３１ １．３％

７３．５°～８３．５° ６５
４月６日—５月７日

８月７日—９月８日
５．３７ ６．３６ ０．５５ ０．９３

４月１５日

８月２９日
３５．８５ ０．８％

８３．５°～９３．５° ５７
３月１７日—４月１３日

８月３１日—９月２８日
５．８１ ６．７９ ０．５６ ０．９２

３月２６日

９月１８日
３２．０２ ０．７％

９３．５°～１０３．５° ５５
２月２７日—３月２４日

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１７日
６．２４ ７．２２ ０．５７ ０．９４

３月６日

１０月７日
３１．４４ ０．７％

１０３．５°～１１３．５° ６０
２月５日—３月５日

１０月１０日—１１月８日
６．６８ ７．６８ ０．６０ ０．９９

２月１６日

１０月２８日
３６．１８ ０．８％

１１３．５°～１２３．５° １１０
１月１日—２月１５日

１０月２９日—１２月３１日
７．１４ ８．１８ ０．６５ １．０２ １１月２３日 ７１．６３ １．６％

１２３．５°～１２３．５° ６２
１月１日—１月２２日

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７．９６ ８．４９ ０．３６ ０．５３ １２月２２日 ２２．０２ ０．５％

照百分率影响程度基本相同。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论是假定障碍物的高度

角为１０°时得出的，由于在北回归线以北，全年各日

任意时刻的太阳高度角总可以出现低于障碍物高度

角的情况，则对日照记录的影响不会遵循上述结论。

另外，日照被障碍物遮挡时，也会同时出现日照被云

遮挡的情况，所以实际测量中，日照受障碍物的影响

会很复杂。

作者没有分析障碍物高度角的变化对日照记录

的影响。在不同方位，由于太阳高度角的变化不尽

相同，障碍物对日照记录的影响总会有一个截止高

度角，此高度角为该方位一年内的最大太阳高度角，

障碍物高度角小于最大太阳高度角时，其对日照记

录的影响随障碍物的高度角的增大而增大，障碍物

高度角大于最大太阳高度角，其影响程度与等于最

大太阳高度角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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