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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象条件下廊坊城市热岛效应变化特征

王清川　郭立平　张绍恢　
（廊坊市气象局，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廊坊市区域加密自动站逐时气温资料，采用城、郊气温对比法研究了不同气象条
件对廊坊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廊坊城市热岛强度夜间大于白天，但变化幅度白天大于夜间；在四季不同时段存在

“城市冷岛”现象。不同气象条件下，廊坊城市热岛强度及变化存在明显差异，晴朗无风时城市平均热岛强度最大，平均强度为

１２５℃，阴雨气象条件下城市平均热岛强度最小，平均强度仅为０１０℃。
关键词：城市热岛效应；气象条件；昼夜变化；廊坊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０３Ｘ（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４４－０５

　　

１　引言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的所有城市无

论规模大小、纬度高低，位于沿海还是内陆以及地

形、环境如何都存在城市热岛效应［１］。城市热岛效

应（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简写ＵＨＩ）是城市气候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城市热岛效应改变了城市热量

环境，影响区域气候、城市水文、空气质量、城市土壤

理化性质和城市生物的分布与行为以及诸多城市生

态过程，如物质代谢和能量循环等，引发一系列生态

环境问题［２］。我国对城市热岛强度的研究早已开

始，也取得了很多成果［３－１６］，但是大部分研究局限于

上海、北京和兰州等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城市热岛

效应研究还很少。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京津之间，市区面

积为５４ｋｍ２，人口为 ４０万。廊坊于 １９８９年建市。
近年来廊坊市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急剧增长，高大建

筑密度大增，路面硬化率和汽车数量剧增，城市热岛

效应明显。采用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区域加
密自动站逐时气温资料，对近几年不同季节以及晴

朗无风、阴雨、大风、大雾等不同气象条件下中小城

市热岛效应进行计算、归纳和统计分析，得到了廊坊

市热岛效应的变化特征，对今后廊坊市合理减缓热

岛效应，采取有效措施，规划城市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及处理
截止到 ２００８年 ９月，廊坊市共安装了 ７４台

ＤＳＤ－３型两要素区域加密自动站，站点多选在各县

（市）气象局（站）及乡镇政府单位院内。在考察分析

所有区域加密自动站观测环境的基础上，选取廊坊

城区广阳和开发区２个区域加密自动站（城区站）代
表廊坊市城区，选万庄、韩村和落垡３个乡镇的区域
加密自动站（郊区站）代表基本不受城市热岛影响的

郊区，进行对比分析。城区、郊区站位置见图１。

图１　廊坊市城区站与郊区站位置

　　２００５年４月廊坊市区域加密自动站开始观测并
传输数据。基于区域加密自动站气温资料的质量和

连续性，决定选取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的区域
加密自动站逐时气温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将区域加

密自动站逐时气温资料分为城区站和郊区站（对比

站）两部分整理，并对区域加密自动站气温资料做如

下处理：（１）删除明显错误的气温资料；（２）对一天内
（００—２４时）缺失三分之一（即８ｈ）时次以上观测资
料的，记该日记录缺失；（３）对一天内有少量时次（少
于８ｈ）记录缺失的情况，利用相邻自动站同时刻气
温资料运用Ｎｅｗｔｏｎ线性插值求得。
２２　研究方法

城市热岛强度以城区站、郊区站气温差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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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ｓ＝Ｔｕ－Ｔｓ （１）
Ｔｕ＝（Ｔ广阳 ＋Ｔ开发区）／２ （２）
Ｔｓ＝（Ｔ万庄 ＋Ｔ韩村 ＋Ｔ落垡）／３ （３）
根据周明煜等［３］对热岛等级的划分，本文定义：

春季，当０５℃≤热岛效应强度（即Ｔｕ－ｓ）＜２５℃时
为弱热岛效应，Ｔｕ－ｓ≥２５℃时为强热岛效应；夏季，
当０５℃≤Ｔｕ－ｓ＜２０℃时为弱热岛效应，Ｔｕ－ｓ
≥２０℃时为强热岛效应；秋、冬季，当０５℃≤Ｔｕ－ｓ
＜４０℃时弱热岛效应，Ｔｕ－ｓ≥４０℃为强热岛效应。
本文规定：一天之中Ｔｕ－ｓ≥０５℃并持续３ｈ以

上即认为该日有热岛效应出现［４］；春季一天之中连

续有两时次以上Ｔｕ－ｓ≥２５℃时，夏季一天之中连续
有两时次以上Ｔｕ－ｓ≥２０℃时，秋、冬季一天之中连
续有两时次以上Ｔｕ－ｓ≥４０℃时，均认为该日出现强
热岛效应。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廊坊市城市热岛效应基本气候概况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３１日，计１０９６

个观测日，有效观测记录为１０８１ｄ，其中９０９ｄ出现
城市热岛效应（包括强、弱热岛），城市热岛效应出现

概率为８４１４％；１０３ｄ出现强热岛，概率为９５３％。
通过计算得出，近 ３ａ廊坊市年平均热岛强度为
０６３℃，在各季中，平均热岛强度以冬季最强，平均
为１０２℃；秋季次之；夏季最弱，平均仅为０２１℃。
逐月平均热岛强度大致以年为周期，其中冬季为波

峰，夏季为波谷。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８月（图２）期间，廊坊市

图２　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廊坊逐月平均热岛强度

月平均热岛强度在每年６月或７月为最弱，平均为
０１７℃，其中２００６年７月最小，仅为－０１６℃；月平
均热岛强度的最大值常出现在每年 １１月至翌年 １
月，其中２００７年１月平均热岛强度最大为１３５℃。
２００５年９—１２月平均热岛强度为０６４℃，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７年同期分别为０７２℃和０９５℃；２００６年年平
均热岛强度为０４３℃，２００７年上升为０７３℃；２００８

年１—８月平均热岛强度为０７３℃，高于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７年同期（分别为０２８℃和０６１℃）。可见廊坊
市年平均城市热岛强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出现这种

上升可能与城市发展、“人为热”［１－２］的增加和区域

加密自动站观测环境的变化以及观测仪器的稳定等

有着密切关系。

３．２　廊坊市城市热岛效应昼夜变化气候特征
３．２１　年和季平均昼夜变化
　　由城市热岛强度年平均昼夜变化曲线（图３）可

图３　廊坊城市热岛强度年平均及四季平均昼夜变化曲线

以看出，００—０４时城市热岛强度稳定在 ０９５—
０９８℃范围内，０８时达到昼夜变化的峰值１０２℃，
１０时之后迅速下降，１５时出现昼夜变化的最低值 －
０３１℃，１６—２０时 ＵＨＩ由 －０２８℃迅速增大到
０８４℃，２０—２１时缓慢上升，２２—２３时稳定在０９５℃。

四季平均热岛强度夜间均大于白天，夜间热岛

强度变化不大，白天变化明显（图３）。冬季昼夜变化
幅度最大，秋季次之，夏季最小。四季平均热岛强度

均在中午前后出现了负值，即出现了“城市冷岛”现

象，但出现时段和持续时间不同。

３２．２　月平均昼夜变化
　　图４为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月平均城市

图４　廊坊热岛强度的月平均昼夜变化三维曲面

热岛强度昼夜变化的三维立体图。由图 ４可以看
出，高值区与冬季对应，低值区与夏季对应；热岛强

度高峰区与夜间对应，低值区与白天对应。冬季夜

间ＵＨＩ最大，夏季白天最小。月平均 ＵＨＩ的负值
（即城市冷岛）多出现在１２—１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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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同气象条件下廊坊市城市热岛效应的变化
特征

３．３１　晴朗无风气象条件下城市热岛强度的昼夜
变化

　　由于ＤＳＤ－３型两要素区域加密自动站无云量
观测项目，为此采用廊坊气象观测站（５４５１５）２００５年
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每日０２、０８、１４时和２０时的云量
观测记录（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后无０２时云量观测
记录）。从中选取天空总云量少于两成，无低云，且

风速小于等于２０ｍ／ｓ的样本，将其定义为晴朗无风
天气。

统计分析表明，晴朗无风气象条件下出现强热

岛的概率达６１％，平均热岛强度为１２６℃，远大于
廊坊年平均热岛强度。春、夏、秋季和冬季平均热岛

强度分别为０７９、０９８、１２２℃和２０６℃。见图５。

图５　晴朗无风气象条件下廊坊热岛强度昼夜变化

晴朗无风时，城市热岛强度的变化波动较大，夜间热

岛强度强，白天弱，中午前后达到最低。其变化趋势

基本符合Ｏｋｅ［１８］的“理想状态”（城郊地形平坦，天
气晴朗，风小）下热岛强度昼夜变化的模式曲线。日

出前，郊区辐射冷却大于城区，热岛在日出前达到一

个顶峰；日出后，在太阳直射辐射的作用下，再加之

城、郊下垫面的差异，城区反射率小、吸热面积大、吸

收热量多、热量传导快，使得城区增温速度比郊区

快，热岛强度达到又一个峰值，也是日最大值。中午

前后，由于湍流增强，垂直方向及城郊间的水平混合

增强，城、郊温差迅速下降，热岛强度甚至出现负值。

午后，太阳辐射减弱，城郊热量收入迅速下降，辐射

冷却加剧，而城区由于下垫面在日照下储存了大量

热量，辐射散失热量比郊区慢，即此时温度下降较郊

区缓慢，这样造成城、郊温度差迅速上升，热岛强度

增强，２０时达到一个相对稳定阶段，直至翌日日出
前。在晴朗气象条件下，热岛强度变化趋势（图４）与
自动站下垫面及周边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３３２　降水对城市热岛效应昼夜变化的影响
考虑到廊坊气象观测站观测发报时间为每日

０８、１４时和２０时，选取日降水时间大于６ｈ且观测时

总云量大于８成，低云量大于５成的降水日作为研究
样本。虽然低云、中云和高云对城市热岛强度都有

影响，但与低云相比，中、高云的影响可以忽略［１７］。

统计分析发现，降水时廊坊市平均城市热岛强度仅

为 ００４ ℃，昼 夜 变 化 幅 度 为 － ０３４ ～
０２８℃（图６），最大城市热岛强度出现在０１时，最

图６　降水时廊坊城市热岛强度昼夜变化

小出现在１２时。降水时，廊坊城市热岛强度在冬季
最强，但平均热岛强度也仅有０２１℃，春季次之，夏
季最小，仅为－０１５℃。
　　对样本降水性质、降水时间分析后发现，热岛强
度在降雨和降雪时的昼夜变化是不同的。降雨时，

不容易出现城市热岛效应，而且热岛强度常常为负

值，这是因为大量的云阻挡太阳直接辐射到达地面，

在仅有散射辐射时，城市与郊区下垫面气温差别不

大，难以形成城市热岛［２］；还可能是由于降水可以净

化空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并且降水系统产生的

上升运动将城市热量和污染物输送到高空扩散，使

得城市下垫面辐射降温的幅度明显低于郊区，这样

就造成城区和郊区热量收入相差不大，甚至郊区大

于城区，城市热岛强度较小，或为负值。例如 ２００７
年５月２２日０９：３８降雨开始，０９时和１０时城市热
岛强度分别为０５７℃和０５２℃，降雨持续到１１时，
城市热岛强度迅速下降到了０１３℃，１２时则下降到
了－０３７℃，降雨开始并持续２ｈ后，城市热岛强度
下降了０８９℃。直到５月２３日０４：３６降水结束，期
间热岛强度均为负值，且变化幅度为 －０４３～
００２℃，而０５时热岛强度略有升高，为０００℃，０７
时达到０１７℃。降雪时易于发生城市热岛效应，但
均为弱热岛效应，热岛强度较为稳定，平均热岛强度

昼夜变化幅度为 －０３０～０３１℃，且仅有两个时次
出现负值。降水量、降水分布、降水起止时间和局地

强度流降水等因素对城市热岛效应有较大的影响，

其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降雪时出现城市热岛效应或热岛强度为正值的

原因是由于持续性大范围降雪时多为较强冷空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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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过程，在降雪前大幅降温，城区“人为热”作用增

大，使得城区温度高于郊区温度，出现城市热岛效应

或热岛强度为正值。在降雪过程中或降雪结束后，

由于郊区地面雪未被大面积破坏，雪面辐射逆温强，

降温明显，而城区降雪过程中或降雪结束后由于人

为清扫或人为破坏使得雪面被破坏，雪面辐射逆温

较郊区弱，加之在降雪或冷空气入侵时“人为热”增

大，这样就使得城郊温度差加大，即出现城市热岛效

应或热岛强度为正。例如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降雪
时间为 ０６：３２—１４：２５，期间热岛强度为 ０２５—
０５５℃，而００—２３时热岛强度也均为正值。０６时
热岛强度为０１８℃，降雪开始后，０７时和０８时热岛
强度分别为０２０℃和０２８℃；降雪结束后，热岛强
度变化明显，１４时热岛强度为０２５℃，１５时和１６时
分别为０３２和０２８℃。通过样本分析，发现降雪量
对城市热岛的影响不明显。

３３３　风速对廊坊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根据周明煜等［３］研究，城市热岛消失的极限风

速各个季节有明显差异，其最小极限风速为

４０ｍ／ｓ。本文选取廊坊气象观测站自记风记录中
２４ｈ（２０时—２０时）风速均大于等于４０ｍ／ｓ的样本
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样本分析发现，这样的样本均

发生在秋冬季，且均是大范围强冷空气东移南下的

过程。

统计结果表明，当２４ｈ风速均大于等于４０ｍ／ｓ
时，平均城市热岛强度（ＵＨＩ）为００７℃，昼夜变化在
－０３０—０６９℃，０９时达到日最大值，平均为
０９８℃；１０时以后迅速下降，１２时达到日最低点为
－０２５℃；１４时以后缓慢上升。冬季平均热岛强度
为 －０２３～１４２℃，昼夜变化幅度大于秋季。图７

图７　大风气象条件下廊坊城市热岛强度昼夜变化

中的变化趋势，其原因是在大范围强冷空气东移南

下的过程中，当风速达到一定大时，空气层结不稳

定，城郊之间空气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混合作用较

强，地面风可以带走城市热量和城市气体，起到减小

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１］。在太阳出来之前，城郊温

度差较小，且由于大环境下垫面（城区建筑多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道路多为沥青路面，少植被无裸土，而

郊区多为裸土或被绿色植被覆盖）性质的原因，城区

更易于冷却降温，城区站温度反而低于郊区站温度，

出现负值。当太阳出来后，由于城区反射率小、吸热

面积大、吸收热量多、热量传导快，使得城市增温速

度远大于郊区增温速度，造成城市热岛强度迅速增

大，达到峰值。由于符合要求的样本较少，且影响因

素较为复杂，风速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３４　雾对廊坊城市热岛效应昼夜变化的影响
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１９］的定义，雾是大量

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１０ｋｍ。根据能见度雾分为 ３个等级：雾（能见度
０５ｋｍ—小于１０ｋｍ）、浓雾（能见度００５ｋｍ—小
于０５ｋｍ）、强浓雾（能见度小于００５ｋｍ）。本文所
指的雾包括雾、浓雾和强浓雾。为能更好地考察雾

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特选取持续６ｈ以上，水平
能见度小于１０ｋｍ的雾日作为研究样本。
　　分析结果表明，雾日平均城市热岛强度为
０５３℃，见图８。大雾气象条件下廊坊市日平均城市

图８　大雾气象条件下廊坊城市热岛强度昼夜变化

热岛强度最大出现在０１时，最小值出现在１５时。对
样本个例分析后发现，持续６ｈ以上的雾多出现在秋
冬季节，且出现时间集中在夜间２３时—翌日０３时，
消散时间为 ０９—１３时。由于城市热岛对城市雾形
成和发展不利［８］，郊区比城区更早形成雾，并且其水

平能见度比城市更小，持续时间更长，因此在雾出现

前或雾出现初期的城市热岛强度会持续前一日的强

度，甚至还会略有增强。当出现雾后，城、郊气温差

明显下降，城市热岛强度减小。在雾逐渐消散过程

中，由于城区下垫面和“人为热”的作用，雾的消散速

度要快于郊区，因此城郊气温差增大，城市热岛强度

增大。雾消散之后，风速增大，湍流增强，垂直方向

及城郊间的水平混合增强，城、郊温差迅速下降，热岛

强度迅速减小，甚至出现负值。中午过后，太阳辐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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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辐射冷却加剧，而郊区辐射冷却速度明显快于城

区，容易造成城、郊温度差迅速上升，热岛强度增大，２０
时左右达到一个相对稳定阶段直至次日日出前。

４　结论

（１）廊坊市年平均城市热岛强度为０６３℃，廊
坊市城市热岛效应出现频率为８４１４％，绝大多数为
弱热岛效应。冬季城市热岛强度最强，秋季次之，夏

季最弱。

（２）廊坊市平均城市热岛强度在０８—０９时达到
日最大值，最弱出现在１５—１６时，在１４—１６时城市
热岛强度常出现负值，即“城市冷岛”。夜间城市热

岛强度大于白天，白天城市热岛强度变化幅度大于

夜间。冬季城市热岛强度的昼夜变化幅度最大，夏

季最小。

（３）不同气象条件下，廊坊城市热岛强度呈现明
显不同的波动变化，且城市热岛强度差异也很大，其

中晴朗无风气象条件下城市热岛强度最大，平均为

１２６℃，平均城市热岛强度昼夜变化幅度最大。降
雨时城市热岛强度最小，平均仅有００４℃，平均城
市热岛强度的昼夜变化幅度最小。风 （风速

大于等于４０ｍ／ｓ）和雾对城市热岛的形成和昼夜变
化也有明显影响，以上气象条件下均有“城市冷岛”

现象出现，但强度不强，出现时段和时间各不相同。

参考文献

［１］　徐祥德，汤绪，徐大海，等．城市化环境气象学引论
［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２－８２．

［２］　周淑贞，束炯．城市气候学［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９４：２４４－３４５．

［３］　周明煜，曲绍厚，李玉英，等．北京城市热岛与热岛环
流特征［Ｊ］．环境科学，１９８０，１（５）：１２－１８．

［４］　邓莲堂，束炯，李朝颐．上海城市热岛的变化特征分析

［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１，１７（３）：２７３－２８０．
［５］　纪瑞鹏，张喜民，李刚．沈阳等６城市热岛效应［Ｊ］．辽

宁气象，２００１（４）：２２－２３．
［６］　刘艳红，郭晋平．城市景观格局与热岛效应研究发展

［Ｊ］．气象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４）：４６－５０．
［７］　谢庄，崔继良，陈大刚，等．北京城市热岛效应的昼夜

变化特征［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６，１１（１）：６９－７５．
［８］　郑祚芳，刘伟东，王迎春．北京地区城市热岛的时空分

布特征［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９（５）：６９４－
６９９．

［９］　李兴荣，胡非，舒文军．北京冬季城市热岛特征及强弱
热岛影响因子研究［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０７，２４（４）：４３１－４３７．

［１０］　李兴荣，胡非，舒文军．北京夏季强热岛分析及数值模
拟研究［Ｊ］．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６）：２５－３１．

［１１］　白虎志，任国玉，方锋．兰州城市热岛效应特征及其影
响因子研究［Ｊ］．气象科技，２００５，３３（６）：４９２－４９５．

［１２］　孙娟，束炯，乐群，等．上海城市热岛效应的时间多尺
度特征［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６－４３．

［１３］　孙石阳，陈新光，李春梅，等．深圳市热岛强度特征分
析及情景预估［Ｊ］．气象研究与应用，２００７，２８（增Ⅰ）：
８９－９１．

［１４］　江田汉，束炯，邓莲堂．上海城市热岛的小波特征［Ｊ］．
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５）：５１５－５２１．

［１５］　陈正洪，王海军，任国玉，等．湖北省城市热岛强度变
化对区域气温序列的影响［Ｊ］．气候与环境研究，
２００５，１０（４）：７７１－７７９．

［１６］　杨琳，钟保麟．热岛效应对四季变化的影响［Ｊ］．气象
研究与应用，２００７，２８（３）：１８－１９．

［１７］　王喜全，王自发，郭虎．北京“热岛效应”现状及特征
［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６，１１（５）：６２７－６３６．

［１８］　ＯｋｅＴＲ．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
ｅｔｙ，１９８２，１０８（４５５）：１－２４．

［１９］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Ｍ］．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００３：２３．

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ＧＵＯＬ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ｉ
（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０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ｒｌｙ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５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８ｉｎ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ＵＨＩ）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ＵＨＩａｔ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ｙｔｉｍ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ＵＨＩｉｎｔｈｅｄａｙｔｉｍｅ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ｔ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ｕｒｂａｎｃｏｌｄ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ａｓｏｎｓ．ＵＨＩｉｓ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ＵＨＩｉ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ｕｎｄｅｒ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ｃａｌｍ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ｒｅａｃｈ１２５℃，ｗｈｉｌｅｉｔｉｓ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ｓｔｕｎｄ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ｓｏｎｌｙ０１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ａｉｌｙａｎｄ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ｎｄｆａ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