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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卖新闻》近日称，日本的气象专家经观测发现，虽然东京地区夏季的“热岛效应”也非常

明显，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一些大规模绿地地区的气温却比其他市区平均低1.5℃到4.1℃，东京的“城

市热岛”中竟然出现了“凉岛效应”。 

 

提起“热岛”是指一种城市气温比郊区气温高的现象，由于在城市地区形成一个明显的高温区，如

同露出水面的岛屿，因此被形象的称之为“城市热岛”。“城市热岛”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大城

市中，人们日常生产所产生的热量要远高于郊区；另一方面，城市中建筑群密集，沥青和水泥路面可吸

收更多的热量，而且反射率小，因此更容易储存热量。由于“城市热岛”的存在，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

们在炎炎的夏日中都不得不忍受更高温度的煎熬。 

 

据称，2006年夏，日本研究人员对东京市区中心部的11处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规模绿地进行观测，

在50天的观测里，研究人员跟踪记录了这些绿地内部与周边的气温。结果发现，在晴朗的日子里，与周

边温度差最大的是明治神宫及与其相连的代代木公园，达到4.1℃，而国立科学博物馆附属自然教育园

为3.5℃，甘泉园公园为1.5℃。明治神宫和代代木公园是东京市区中除皇居之外最大的绿地，是供奉明

治天皇和其皇后的地方，这里有17万多株树龄达50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环境幽雅肃穆。而在众多大树的

掩映下，这一地区的气温要大大低于周边地区，据说还曾在这里观测到6℃的温度差。研究人员称，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树木比起草地和土壤更能抵挡热量，也更能有效地缓解酷热，而研究结果显

示，树木覆盖面积越多的地方，“凉岛效应”也越为明显。 

 

日本研究称树木比草地更有助于为城市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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