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气象、气候旅游资源



•学习目标：在正确理解气象、天气、气候概念的基础上，

掌握气象气候与旅游的关系；气象气候旅游资源的概念，正确理

解其内涵；能够进行康乐型气候的评价，以及主要气象气候旅游

资源类型及特点。

•章节导学：

一、气象、气候与旅游„„„„重点„„理解

二、气象旅游资源„„„„重点„„„„理解、记忆

云、雾、雨奇景；冰、雪；雾凇、雨凇；旭日、夕阳；光影奇景

三、舒适优良的气候条件„„„重点、难点„„理解、练习

康乐型气候的评价



 第一节 气象、气候与旅游
一、大气环境与气象、气候旅游资源：

 ㈠ 大气环境的组成及影响：

 1、大气的组成：

 大气由气体、固体杂质和液体微粒三部分组成。

其中不含水汽、液体和固体杂质的空气为干洁空气，
主要成份有氮（78.09%）、氧（20.95%）、氩、

二氧化碳、臭氧等；固体杂质包括烟尘、盐粒、灰
尘、细菌、微生物、植物孢子、花粉等；液体微粒
包括水滴、冰晶等。



 2、大气主要成份的影响：

 ① 二氧化碳：使大气温度增高。

 ② 臭氧：能吸收紫外线，使地面上的生物免受

过多紫外线的伤害，但近地面的臭氧是污染物，

会损害生物。

 ③ 水汽：影响空气的干湿度和降水的多少，并

形成云、雾、雨、雪等多种天气现象和大气景观。

 ④ 固体杂质和液体微粒：影响大气的温度和能

见度。



㈡ 气象、气候旅游资源的概念：

 气象、气候旅游资源是指具有能满足人们正

常的生理需求和特殊的心理需求功能的气象景观

和气候条件。

 其中气象旅游资源包括吸引旅游者的各种大

气物理现象及其过程；气候旅游资源一方面指能

吸引旅游者的宜人气候条件，另一方面指以气候

为背景，与其他景物结合共同形成的具有吸引力

的某一地区的整体环境景观。



㈢ 气象、气候旅游资源的特点：

 1、多变性及动态性：

 大气景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飘忽不定、变化万

千。体现了多变性及动态性的特点。（包括二类变化，

一类是有规律的变化，另一类是瞬息万变。）

 2、借景性和背景性：

 借景性是指气象景观需要借助其它景观相配合，才

更富魅力或才能欣赏。如海上日出，佛光等。

 背景性是指有些景观需借助气象、气候为背景，才

更完美。如在蒙蒙薄雾中欣赏秀美的山峰，蓝天白云下

的草原等。



http://www.caijin.net/fp/mls/yp/yp15.htm
http://digest.qq.com/cgi-bin/wenji_content?id=666961


 3、地域性：

 由于各地的地理纬度、海陆分布、地形起

伏等影响气候的因素各不相同，这就促使各地

的气象、气候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4、组合性

气象气候景观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常要与其他

旅游资源相结合。

气候使海南成为避寒胜地，沙滩、黎族风情、

五指山风光均是重要支撑点与组合要素。



二、气象、气候与旅游：

 ㈠ 气象、气候的地域差异决定地域景观和旅游资
源分布的地域差异。

 1、各地气象、气候条件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自
然旅游景观。

 东部季风区：降水充沛，日照充足，是我国森

林、淡水湖泊、江河、大海、瀑布、沙滩等旅游资
源分布地。

 西北非季风区：降水少，为干旱、半干旱气候，

主要分布着沙漠、砾石滩、寒漠、草原、咸水湖等

旅游资源。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降雪期和积雪期

都长，形成林海雪原等各种冰雪景观。

 江南地区：降水丰富，雨季长，薄雾蒙蒙，烟

云变化，植被茂盛，形成江南山水秀美景色。



 2、气象、气候的地域差异影响各地的建筑、

民族服饰等人文景观和地域文化。

 3、特殊的气候条件，可开展独特的旅游活

动。（如山东潍坊的风筝节、哈尔滨的冰灯节、

吉林的雾淞节等）





藏北草原上的牧民，

在雪山环绕、海拔4000

米以上的“世界屋脊的屋

脊”繁衍生息，他们创造

的服饰文化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男子

一般头戴皮帽，腰束彩带，

足蹬藏靴，身佩藏刀；女

子从头到腰缀饰着琥珀、

珊瑚等珠宝饰物。





 傣族生活的地方，

都是热带、亚热带地区，

那里气候温热，山林茂

密、物产丰富。傣族服

饰也就充分体现了这些

地理特点，淡雅美观，

既讲究实用，又有很强

的装饰意味，颇能体现

出热爱生活，祟尚中和

之美的民族个性。

http://www2.xiangshu.com/UploadFiles/Day_090325/40_409249_eb3842f8e052b61.jpg


http://www.yuxinews.com/yxnews/tour/msfq/2007_3_21/179123.shtml


㈡ 影响自然景观的季相变化：

 由于气候的季节变化，影响到其它景观也相应

的发生季相变化，使同一风景区在不同的季节呈现

不同的景观。

㈢ 气候条件是旅游区开发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旅游区开发规划时，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特

点和气候条件，开发相应的旅游项目和设施，才能

收到好的效果。



㈣ 气象、气候条件影响客流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

 1、对客流空间分布的影响：

 ① 气候条件优越并且持续时间长的地区成为旅游热

点、热线地区。

 ② 夏季，我国的气温普遍较高，沿海海滨、湖滨和

山区，气候相对凉爽宜人，成为旅游热点地区。

 ③ 冬季气候寒冷，我国低纬地区成为居住在北方的

游客向往的地方，而生活在温暖地带的游人则喜爱到

北方去欣赏北国风光。



 2、气候的季节性变化，导致旅游业淡季、

平季和旺季更替的变化节律。

 春季、秋季，气候温和、宜人，是旅游的最

好季节，夏季的炎热和冬季的寒冷，降低了人们

外出旅游的欲望，形成旅游平季或淡季。（暑假

学生多，也能形成小旺季，但不是气候的影响。）



第二节 气象旅游资源

一、云、雾、雨奇景：

 1、云、雾、雨的形成：

 云和雾是由大气中的水汽凝结或凝华而成的水

滴、冰晶组成。低层大气中的水汽凝结物形成雾，

其下限可直接与地面接触。高空大气中的水汽凝结

物形成云，其下限不与地面接触。

 当云滴增大到上升气流托不住时，就形成雨（或

雪）降落。



 2、云、雾、雨的旅游价值：

 云、雾、雨作为旅游资源，贵在与山水、植

被、古建筑等其它旅游景观相组合，产生仙境

般的虚幻、神秘美感。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

云海也给人美的享受。。



http://www.jiujiang.gov.cn/lushan/lvyou/main.htm
http://www.cnair.com/legacy/images/zhongguo/067.jpg
http://sumxin.com/fengyun/player/photo/snowpink1063088821.jpg
http://hi.baidu.com/ldyjdxl/album/item/018dfe6fd68738c781cb4add.html


http://hi.baidu.com/chen6812008/album/item/2205280add61401eb0351d3b.html


二、冰与雪：

 冰、雪的旅游价值：

 ①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冰雪以它的洁白给人纯洁无瑕、冰清玉洁

的美感。同时，冰雪借助于地形、树木、建筑等

因素，形成许多造型生动别致的奇妙景观，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



http://www.zhuoku.com/zhuomianbizhi/show-fengjingta/20070315124153(9).htm


http://p2.iecool.com/show/376/44630.htm


http://p2.iecool.com/show/376/44762.htm


http://p2.iecool.com/show/376/44863.htm


② 可开展滑雪、冰上运动等活动。

 目前，世界上滑雪场地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是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斯堪的纳维亚山地。

世界上最长的冰场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里多运河上。

 我国适于开展冰雪运动的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

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和我国西部地区。主要滑

雪场有：亚布力滑雪场是我国最大的滑雪场，松花湖滑

雪场、北大湖滑雪场、海拉尔滑雪场、黑龙江的玉泉、

二龙山、桃山滑雪场、西岭雪山滑雪场等。





http://www.artgle.cn/print/l5485




③ 可发展冰雪雕塑。

 冰雪雕塑是寒冷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雕

塑艺术。目前世界上以此为主要吸引物来发展冬季

旅游的有三大著名艺术区：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雪雕，

日本札幌的冰雕和雪雕，我国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

市的冰雕。





哈尔滨的冰雕



三、雾淞、雨淞：

1、雾淞的含义：

雾凇又称“树挂”，是雾气在低于0℃的附着物

上直接凝华而成的白色而松软的凝结物。形成的有

利条件是潮湿、低温。

雾凇是呈针状或粒状、絮状的微小的冰晶或冰

粒。其美感不表现为覆盖地物的宏观造型，而是保

持一切原有附着物形态的造型，婀娜多姿。







 2、吉林雾淞（树挂）形成的有利条件：

 ① 气温低、多偏南风，空气湿度大。

 ② 受丰满水电站的影响，江水永不冻结，且水温

高于地面物体的温度，大量蒸发的水汽在沿江两岸的

树枝上，结成洁白、晶莹的雾淞奇观。

 吉林雾凇每年出现60余天，每天约20小时，从傍

晚到第二天的午后。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吸引

着大量游客。



http://digi.tech.qq.com/a/20090205/000021.htm




 3、雨淞的含义：（注意雾淞、雨淞的区别）

 雨凇是由过冷的雨滴或毛毛雨降落到0℃以下的

地物上迅速冻结而成的均匀而透明的冰层。

 一般山区常见，南方多于北方。



http://carol.waywaycn.com/b1947.html


雨凇虽然

美丽、但

是带来巨

大灾害。





http://carol.waywaycn.com/b1947.html


四、旭日、夕阳：

 1、旭日、夕阳现象：

 日出、日落的景观，是由于大气的折射作用所

产生的蒙气差，所造成的硕大的太阳光盘和跃然而

出而没的动态。

 2、观旭日、夕阳的最佳位置：

 ① 山顶：特别是风景名山的山顶，优美的风景

与旭日、夕阳交相辉映，更具美感。

 ② 海滨或海上。



泰山观日岩日出



庐山夕阳、晚霞



日落椰林



五、大气中光与影的奇景：

 1、霞：

 ① 含义：霞是斜射的阳光被大气微粒散射之后，剩

余的色光映照在天空和云层上所呈现的色彩，多出现

在日出、日落的时候。

 ② 霞的成因：因早、晚太阳高度角低，阳光通过的

大气层距离最长，光波较短的紫、蓝、绿等各色光几

乎全被水汽、尘埃等大气微粒散射掉，剩下光波较长

的红、橙、黄等色光映照在天空或云层上，所以，朝

霞、晚霞多呈红、橙、黄等颜色，而且，云量越大，

红色越浓。



 2、佛光（宝光）：

 ① 佛光的含义和成因：

 佛光是太阳光通过云层或雾区时，云中或雾中

的小水滴对光线的折射和衍射作用而产生的大气光

学现象。

宝光发生的条件是：

 a、空气潮湿、薄雾或云层弥漫 。

 b、天空中晴朗无风 。

 c、阳光、云层和人体（或物体）三者同处于

一条直线上。



② 峨眉佛光形成的条件：

 除上述三个条件外，峨眉山由于云雾天数多，湿度

条件高，风速小，加上有利的地形，因此，佛光现象出

现的次数居世界之最。平均6—7天就出现一次，从早上

7时左右到下午6时前都可能出现，但大部分出现在下午

2—5时。

 峨眉山的佛光色彩鲜艳，是色序排列外红内紫的彩

色光环。奇特的是纵然有成百上千的人同时同地观看，

但观者在光环中却只见自己的身影，而不见旁人，且影

随人移，加上受宗教影响，更使峨眉佛光披上一层神秘

色彩。





 2008年11月4日，庐山

出现蔚为壮观的云海，同时
连续三次出现神奇的“佛
光”，每次时间长达一小时
左右，令来庐山的许多中外
游客和摄影师们大饱眼福。

 在五彩的光芒里，能清
晰地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
有头有身，如同一尊佛祖正
在打坐。有趣的是，记者的
头摇一摇，“佛祖”的头也
会跟着相应的变化，周围游
客每个人看到的佛影的变化
也都和自己的动作有关，而
佛光里却始终只有一个佛影。



林
中
“
佛
光”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7%F0%B9%E2&in=17632&cl=2&cm=1&sc=0&lm=-1&pn=12&rn=1&di=2469291572&ln=2000


新疆喀纳斯出现“佛光”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7-02/09/xinsimple_352020409142459319751.htm


 3、蜃景（海市蜃楼）：

① 蜃景的含义和形成条件：

 蜃景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和反射而形成的一

种气象景观。

形成条件：

 a、无风和微风空气层结构较稳定 。

 b、气温在垂直方向上的剧烈变化，使空气密度

在垂直方向上出现很大差异，从而引起远处的光线通

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折射或反射，于是在空中或

地面显现出远方的影像。



 ② 蜃景的类型：

 a、上现蜃景：主要出现在海边，远处景物呈正像，直立于空

中。

 成因：春夏季节的白天，海面上的空气温度比陆地低，是贴

近海面的低层空气密度大，高层空气密度小，但光线穿过上下密

度不同的空气层时，下层密度大的空气像镜子似的将远处地面景

物（山、树、楼阁、建筑、街道等）折射、反射到半空中，形成

上现蜃景。

 b、下现蜃景：主要出现在沙漠地区，远处景物呈倒像，倒立

于地面。

 成因：沙漠、干旱草原，烈日当空，贴近地面的低层空气温

度高，密度小，高层空气密度大，当光线穿过时，便向下折射、

反射，地面上会出现远处物体的倒影。



http://www.ncit.edu.cn/lxx/sys/html/subject/03-22.html


海面上出现一片朦胧的工厂区幻影



http://news.022china.com/2009/03-01/40902_0.html


http://www.gd256.com/dispbbs_79_226409_5.html


真假海市蜃楼图片判断？

http://hi.baidu.com/������/album/item/e44bb5dc2536b0f276c638a0.h


第三节 舒适优良的气候条件

气候舒适的程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是旅游

地开发的先决条件，也是旅游季节长短的决定条

件。



一、宜人气候：

 1、宜人气候的含义：

 宜人气候是指人们无需借助任何消寒、避暑

的装备和设施，就能保证一切生理过程正常进行的

气候条件。

 气候是否宜人是根据一定气压条件下皮肤的

温度、出汗量、热感和人体热量调节系统所承受的

负担来确定的。它主要取决于气温、湿度与风效

三个指标。





 2、影响宜人气候的主要指标——气温、湿

度、风效。

 ①气温：是判断气候舒适度的主要指标。

 ②湿度：对人体健康最佳的相对湿度在

60%—70%之间。

 ③风效：对人体适宜的风速为2米/秒。



二、宜人气候的测定：

 ㈠舒适指数：

 1、舒适指数的含义：

 舒适指数是指人们对周围空气环境感觉舒服的

程度。用气温和相对湿度的不同组合来表示。





 2、舒适指数的应用：

 ①根据多数人的感觉，把气温和相对湿度的不同组合分

为11类（表1）

 表1  舒适指数分级表

代号 -6    -5     -4     -3   -2   -1   0     +1   +2a    +2b   +3

大多数人的感觉 极冷 非常冷 很冷 冷 稍冷 凉 舒适 暖 热 闷热 极热

②根据气温和相对湿度，查舒适指数列线图，获得舒适指数。





 ③通常采用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月平均最小相对

湿度（表示白昼）以及月平均最低气温和月平均最

大相对湿度（表示夜间）四个指标，在舒适指数列

线图上查得昼、夜的舒适指数。



 例：如某地月均最高气温为26℃，月均最低气温为18℃，月

均最小相对湿度为30%；月均最大相对湿度为50%，测定该地的

舒适指数。

 查图表得该地该月的舒适指数为:?

 以此类推，可得某地全年各月的舒适指数，从而确定该地适

合旅游的季节长短。

 ④如昼夜温度、湿度变幅不大的地区或气候资料不详的情况

下，可通过月均气温和月均相对湿度两个指标直接从舒适指数列

线图上获得各月舒适指数。



 3、适于旅游的舒适指数范围：

 +1 ～ -1之间，其中“0”区持续的日期

为最佳旅游季节。



㈡风效指数：

 1、风效指数的含义：

 风效指数是指人们的裸露皮肤在气温和风速

的不同组合作用下感觉冷暖的程度。

 2、风效指数的应用：

 ①根据多数人的感觉，将气温与风速的组合

分为12类（表3）



表3   风效指数分级表

符号 4.18KJ/(m2·h) 大多数人的感觉 符号 4.18KJ/(m2·h) 大多数人的感觉

-h ＜-1400 外露皮肤冻伤 -b -200～-300 舒适风

-g -1200～-1400 极冷风 -a -50～-200 暖 风

-f -1000～-1200 很冷风 n +80～-50 不明显风

-e -800～-1000 冷 风 a +160～+80① 热 风

-d -600～-800 稍冷风 b +160～+80② 不舒适热风

-c -300～-600 凉 风 c ＞+160③ 非常不舒适热风

注：①气温30～32.7℃;②气温＞32.8℃；③气温＞35.6℃；
②根据气温和风速，查风效指数列线图，获得风效指数。



时



③通过月平均的最高气温（表示白昼）和最低气温

（表示夜间）及风速三项指标，从风效指数列线图

上查出风效指数的昼、夜值，再得出涵盖昼夜的风

效指数。



 例：如某地月均最高气温21℃，月均最低气温为

9℃，月均风速5米/秒。测定该地的风效指数。

 查图表得该地该月综合风效指数为:?

 以此类推，可得某地全年各月的风效指数。

 ④如昼夜温差和风速变化不大的地区或气候资料不

祥的情况下，可通过月均气温和月均风速两个指标，直

接从风效指数列线图和表3上获得各月风效指数。



 3、适于旅游的风效指数范围：

 -ａ～-ｃ之间，而风效指数“-b”的舒适风

期为最佳旅游季节。



㈢适合旅游季节的综合指标范围：

 以舒适指数为主，风效指数为辅，若二者分别在

“-1”至“+1”间和“-C”至“-a”间，则属于旅游

旺季，二者分别为“0”和“-b”便是最佳旅游期。



㈣实例：大连2010年各月舒适指数和风效指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舒适指数 -3 -3 -2 -2 0 0 +1 +1 0 -1 -2 -2

风效指数 -c2 -d3 -d2 -c2 -b3 -a3 -a3 -n3 -a3 -b3 -c3 -d3

从表中可看出，大连一年中5、6、7、8、9、10六个月的舒

适指数在+1～-1之间，风效指数在-a～-b之间（8月是n，为感

觉不明显风），这六个月都是适于旅游的季节，其中5月是最佳

旅游季节，而4月和11月虽然风效指数为-c，还可以旅游，但舒

适指数为-2，多数人感觉稍冷，已不适于旅游。



 三、宜人气候的分布规律：

 1、水平分布规律：

 水平地带中，宜人气候主要分布在中、低纬度的湿润气

候与半湿润气候区内，以海滨、岛屿地区最佳，其次是山地。

 2、垂直分布规律：

 山区宜人气候中纬度以中、低山地为主，在低纬可达到

中山以上。

 除此之外，局部地区受特殊因素的影响，可形成宜人的

小气候（如承德、昆明）。



四、良好的大气环境质量：

 1、大气环境质量对旅游的影响：

 ① 污浊的空气，破坏旅游者的兴趣，造成疲劳、厌烦的

情绪。

 ② 大气污染使大气能见度下降，影响旅游观赏效果。

 ③ 大气污染能改变大气中光的折射、反射，影响大气中

光影景的观赏。

 ④ 大气污染产生的酸雨会大面积危害植物，毁坏人文旅

游资源，从而大大降低林象景观和人文旅游景观的价值。



 2、改善和提高空气质量的方法：

 ① 防治污染。

 ② 大面积的植物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