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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分析了京津冀地区７个代表城市站１９９９年实行“五一”和“十一”“黄金周”长假期以来地面气温变化特征。采用７

个城市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７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逐日观测资料，主要比较分析了长假７天的平均气温与长假前后各７

天平均气温的差异。结果表明，实行“黄金周”长假以来，７个城市“黄金周”期间的平均气温、最高（低）气温一般有较明显的变

化。平均气温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有明显上升趋势，“十一”“黄金周”期间则有下降趋势；“五一”“黄金周”期间平均最高和

最低气温均有明显增加，最高气温增加更显著，而“十一”“黄金周”期间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气温则有较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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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在城市区域表现最为

突出。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的主

要方式之一［１］。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最显

著变化是使城市的建成区扩大，城市人口和人工建

筑增多，汽车保有量增加，人为热排放上升，导致城

市热岛现象日趋明显，对城市气候产生深刻影

响［２６］。研究表明，城市热岛效应对现有气象台站观

测到的气候变暖有着重要贡献［７１０］。华北地区的气

象台站受城市化的影响相当显著，其中大城市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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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热岛效应引起的增温达到０．１６℃／１０ａ，对观

测到的总增温趋势的贡献达到４７．１％
［１２１３］。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陆地气象站观测的很多气

候要素都存在着以周为长度的振动现象。Ｇｏｒ

ｄｏｎ
［１４］发现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期间北半球的地面气温

存在着周振动；对北大西洋两岸地区的研究发现，一

周中最低的气温往往发生在周末［１５］，而最热的一天

常出现在周一［１６］；Ｓｉｍｍｏｎｄｓ等
［１７］发现澳大利亚墨

尔本的气温也存在着周振动现象；在美国、墨西哥、

日本和中国的城市区域台站，周三到周五的气温日

较差比周六到周一明显偏小，呈现出周循环变化特

征［１８］。Ｇｏｎｇ等
［１９］通过分析国家级气象站记录的

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变化，发现中国东部城市站的

平均气温日较差（ＤＴＲ）有比较明显的周末效应，冬

季周末的ＤＴＲ较周中的大，夏季则相反。如果气

温的周变化特征与城市生活和人类活动有关，在比

周末更长的假期里也应有所反映，而且由于其时间

更长，扰动的信号可能更明显。对于我国城市居民

这种有规律的假日活动变化对城市气候的影响，目

前还没有做过专门研究。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７个代表城市为例，分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黄金周”期间地面气温变化规律。

由于春节“黄金周”没有固定的公历日期，本文仅针

对华北典型城市“五一”、“十一”前后逐日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进行分析，检测长假期间这些

城市气象站附近的气候异常变化。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地

面气象站记录的气温变化。为了消除地形因素可能

带来的影响，选取位于平原地区的７个台站，分别为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和黄骅。这些

台站多为国家级气象站，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为

国家基准气候站，唐山、保定、黄骅为国家基本气象

站，仅廊坊为一般站。７个城市中京、津是接待和出

游人数最多的地区，２００６年“五一”和“十一”黄金周

长假期间两城市共接待了１５００余万人。

资料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７个气象站

１９６１—２００７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逐日

观测资料。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五一”假期又改为１

天，加上２个周末日，共３天。因此，分析时段截止

到２００７年。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候资料室对这些

资料进行了初步质量控制，订正了由于过失等各种

原因造成的错误记录。

选取１９６１—２００７年５（１０）月１—７日平均气

温，用犜０ 表示，以及假前７天（４（９）月２４—３０日）和

假后７天（５（１０）月８—１４日）的平均气温，分别用

犜－１和犜＋１表示。“五一”和“十一”期间正是春夏、

夏秋转换的季节，为了消除自然季节进程对气温变

化的影响，用长假７天的平均气温与长假前后各７

天（共１４天）平均气温的差值（Δ犜）来衡量长假的气

候效应，即：

Δ犜 ＝犜０－（犜－１＋犜＋１）／２ （１）

　　如果长假期间人类活动对气温没有影响，每年

４（９）月下旬到５（１０）月中旬华北地区７日滑动平均

气温接近于线性上升（下降）的趋势，Δ犜接近于零。

如果Δ犜偏离零较大，则说明长假期间的人类活动

对气温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偏离的越多，表示影响

越明显。Δ犜实际上代表了长假期间人类活动扰动

的信号。

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地区７个城市站及其平均的

１９６１—２００７年“五一”和“十一”长假期间和前后的

平均气温犜０ 和犜－１、犜＋１以及Δ犜。同时，也计算了

最高气温（犜ｍａｘ）、最低气温（犜ｍｉｎ）、气温日较差

（犇犜犚）的时间序列以及长假期间与前后各７天差

值（Δ犜ｍａｘ、Δ犜ｍｉｎ、Δ犇犜犚）。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平均气温

表１给出了各个台站１９６１—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

表１　“五一”和“十一”长假期间与其

前后７天平均气温比较（Δ犜）（单位：℃）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犻狀狋犺犲犾狅狀犵

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犫狅狉犇犪狔犪狀犱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犪狔犪狀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

犪犳狋犲狉７犱犪狔狊狅犳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狊（Δ犜）（狌狀犻狋：℃）

“五一” “十一”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差值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
差值

石家庄 －０．０４ １．２０ １．２４ －０．０７ －０．４４ －０．３７

北京 －０．２０ １．３５ １．５５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３１

廊坊 －０．２０ １．２８ １．４８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３１

天津 －０．２７ ０．９９ １．２６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１８

唐山 －０．２４ １．１４ １．３９ －０．１４ －０．５０ －０．３６

保定 －０．１２ １．３６ １．４９ －０．０７ －０．４４ －０．３７

黄骅 －０．２２ ０．７９ １．０１ －０．１４ －０．６５ －０．５２

平均 －０．１８ １．１６ １．３５ －０．０９ －０．４４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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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两个时段的 Δ犜 值及其差值。没实行“五

一”长假阶段Δ犜在－０．３～０℃之间，７个城市平均

为－０．１８，表明“五一”期间平均气温略低于其前后

７天的平均气温，但与０值没有显著差异。实行“五

一”长假后，Δ犜均显著大于０，其中北京最高，达到

１．３５℃，７个台站平均为１．１６℃，表明“五一”长假

日平均气温明显高于前后７天的平均气温。

　　在没实行“十一”长假时期，Δ犜处于０～－０．１４

℃之间，表明“十一”期间与其前后７天平均气温差

异很小。实行“十一”长假以后，Δ犜明显下降，均在

－０．３℃以下，７站平均达到－０．４４℃。这说明，

“十一”长假日平均地面气温与其前后７天平均相比

有比较显著的降低。

但是，“十一”长假日Δ犜 的绝对值及其与实行

长假前时期Δ犜 的差值绝对值均没有“五一”的大，

表明“五一”黄金周长假期间地面平均气温的异常变

化更为明显。

图１是７个站平均的１９９９年前后各８年的４

月２４至５月１４日平均气温序列。４月２４—３０日

平均气温在实行“五一”长假前后差异很小；但５月

１—７日平均气温在两个时段具有明显的差异，实行

长假后的平均气温显著大于此前８年平均；５月７

日以后两个时段的平均气温又趋于一致。这进一步

说明实行“五一”黄金周以后，长假期间日平均地面

气温有异常升高。

图１　１９９９年前后各８年“五一”期间逐日平均气温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Ｄａｙ

ｉｎｔｈｅ８ｙｅａ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１９９９

２．２　平均最高（低）气温

“五一”期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与长假前后各

７天的平均的差值（Δ犜ｍａｘ和Δ犜ｍｉｎ）与Δ犜变化有很

好的一致性。实行 “黄金周”长假前，Δ犜ｍｉｎ均在

－０．２～－０．４℃之间，Δ犜ｍａｘ更小，多数站接近０。

说明这期间的最高、最低气温与前后两周的差异很

小（表２）。但实行长假以后，Δ犜ｍａｘ和Δ犜ｍｉｎ均明显

增加，７站平均增加值超过１．４０℃。因此，“五一”

长假日平均气温的升高是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同时

增加引起的。

表２　“五一”长假期间与其前后７天

平均最低、最高气温比较（单位：℃）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犿犻狀犻犿狌犻犿犪狀犱犿犪狓犻犿狌犿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犻狀狋犺犲犾狅狀犵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犔犪犫狅狉犇犪狔犪狀犱狋犺狅狊犲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

７犱犪狔狊狅犳狋犺犲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Δ犜ｍｉｎ Δ犜ｍａｘ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差值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差值

石家庄 －０．３５ １．４１ １．７７ ０．２５ ０．９２ ０．６７

北京 －０．４２ １．４１ １．８３ －０．０９ １．６１ １．６９

廊坊 －０．２３ １．０９ １．３３ －０．０３ １．５８ １．６０

天津 －０．３１ １．０４ １．３５ －０．１７ １．４０ １．５７

唐山 －０．２９ ０．９４ １．２２ －０．４４ １．３８ １．８２

保定 －０．３１ １．３７ １．６８ ０．０３ １．４１ １．３８

黄骅 －０．２９ ０．７０ ０．９９ －０．０２ １．１１ １．１３

平均 －０．３１ １．１４ １．４５ －０．０７ １．３４ １．４１

　　“十一”期间各站Δ犜ｍａｘ和Δ犜ｍｉｎ值见表３。实行

长假以后，Δ犜ｍａｘ的变化不很明显，７站平均略有降

低；Δ犜ｍｉｎ变化较大，平均值为－０．８５℃，表明实行

长假以后日平均最低气温有明显下降，Δ犜ｍｉｎ比实行

长假以前平均减少０．６６℃。因此，实行“十一”长假

后日平均气温的降低（表１）主要是由最低气温明显

减小造成的。

表３　“十一”长假期间与其前后７天

平均最低、最高气温比较（单位：℃）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犿犻狀犻犿狌犿犪狀犱犿犪狓犻犿狌犿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犻狀狋犺犲犾狅狀犵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犪犾

犇犪狔犪狀犱狋犺狅狊犲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７犱犪狔狊

狅犳狋犺犲狏犪犮犪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Δ犜ｍｉｎ Δ犜ｍａｘ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差值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
差值

石家庄 －０．１８ －０．９６ －０．７９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北京 －０．２０ －０．３９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２６

廊坊 －０．１０ －０．７６ －０．６５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１７

天津 －０．１６ －１．００ －０．８４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２３

唐山 －０．１８ －０．９３ －０．７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１

保定 －０．２６ －０．９１ －０．６５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３

黄骅 －０．２１ －０．９９ －０．７８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０２

平均 －０．１８ －０．８５ －０．６６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６

　　此外，受最高、最低气温异常变化的影响，“五

一”和“十一”期间的平均气温日较差也有一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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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十一”期间有较明显的增加，这与最低气温的

显著降低有直接关系。

３　结　论

实行黄金周长假以来，京津冀地区７个城市黄

金周期间的平均气温、最高（低）气温均有一定变化：

（１）“五一”黄金周期间日平均气温明显高于其

前后７天的平均气温，而“十一”黄金周期间平均气

温则明显小于其前后７天的平均气温。

（２）“五一”长假日平均气温的升高是最低和最

高气温同时增加引起的，最高气温增加更明显，而

“十一”长假日平均气温的降低主要是由最低气温明

显减小造成的。

本文通过分析７个城市黄金周长假期间的地面

气温资料，发现一些有趣的局地尺度地面气候变异

现象。由于我国实行黄金周长假仅有８年，样本序

列还比较短，所选城市数量也有限，分析获得的结论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同时，对于黄金周长假期间气

温变化的原因，也需要结合其他资料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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