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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照针的感应性能和实际日照百分率的确定

陶 租 丈
中央气象局砚象台

日照时数的观侧是气象台站所进行的基本气象观侧项 目之一 月
、

年总日照时数或
日照百分率是表征当地气候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年来

,

利用日照百分率来求算幅射

热量
,

如总幅射
、

幅射平衡等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

为了比较和确定这些舒算方法的精确

性
,

首先必复了解 日照针的工作性能和日照百分率的针算方法

用以取得日照时数观测查料的日照舒
,

通常为二种类型 阮 一 型 日照舒

以下筋称康氏 日照爵 和 型日照舒 以下筒称乔氏 日照升 在世界各国气象站

上采用康氏 日照升的占多数
,

而在我国气象站上主要采用乔氏 日照针 关于这两种 日照

针的性能
,

也曹有人进行过研究
,

但是对于日照舒的威光性能和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工作状

况
,

还缺乏必要的观测数据
,

因而还未能得出这两种 日照针的工作性能的肯定枯洽

我们在 一 年中
,

粗橄了沈阳
、

上海
、

夭津
、

郑州
、

河口
、

岛替木齐
、

喀什等七地

进行了康氏日照针和乔氏 日照舒工作性能的比较观侧 拭硫是在邻近日出
、

日没的时简

进行的
,

以获得这两种 日照舒威应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垂直于太阳的直接幅射张度 几
。

通过不同月份总日照时数的对比
,

尉渝了不同天气条件下日照针的工作性能 再根据 几玩

枕舒出日照针起始 或将止
,

下同 威应时相应的太阳高度角标
, 户

,

并进一步确定出实际

的最大可能 日照时数矶 及实际日照百分率共
叽

一
、

日照爵的工作性能

日出日没时 日照舒起始威应的 匀 根据近 粗日出
、

日没时观侧寮料的对

比
,

其挑言于枯果 表 为 乔氏日照舒起始威应平均所需的 几
。

为 卡 厘米
·

分
,

康

氏 日照爵为 卡 厘米
·

分
,

康氏 日照舒的凡
。

是和一般娇得的桔果相当的
‘

从

表 也可以看出
,

康氏 日照升开始威应的 几
。

的变化范围较大
,

这表明了乔氏 日照豁的

威应性能较康氏 日照升为优

表 工 日照爵起始感应时缅
。

的比狡 单位 卡 厘粉
·

分

日出后 开始 感应的 日落前 胳止 惑应的 勒访

类 型 平 均 的 三

各地平均值的范围个别观测值的范围 各地平均值的范围 个别观测值的范围

康氏 日照箭

乔氏 日照歌

。

习
。

一

。

,

·

‘一
·

“
·

。

一一幻
。

】
,

本文 石 年 月 日收到

乔氏 日照针一般尚未得到定量的桔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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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欲为
,

乔氏 日照补自豁抵的威光性变化较大
,

这是影响戏侧精确性的重要因素  
,

但是由表 所列拮果表明
,

它的变化范围并不很大 相反
,

康氏日照爵却有较大的变化范

围
,

这是和以热辐射为基础的威应原理有关 在其灼焦自昆抵的过程中
,

环境条件如 气

温的高低
、

湿度的大小
,

甚至风力的张弱都将影响康氏 日照舒的起始咸应的 孔。 在沈阳

夏季
,

康氏 日照针的 称
。

最小值为 卡 厘彩
·

分
,

而冬季增加到 卡 厘米
·

分

在上海
,

年 月 日 日光情况为 时
,

几
。

更高到 卡 厘米
·

分 同一 日 乔

氏日照爵为 。 卡 厘米
·

分

此外
,

逐次对比两种 日照针的 凡
,

得到 康氏 日照针大于乔氏 日照针的占
,

相

等的占 多
,

小于的占 多 而且差值的大小比较一致
,

最大差值 不超过 卡 厘

米
·

分 如沈阳 年夏半年
,

日光情况为
,
日没时逐次的凡

。

对比如图 所示

兄
‘。

卡 厘米
·

分

’ !∀

日数

图 沈阳 年夏半年 日没时逐次坛

— 为康氏 日照箭
,

一 为乔氏 日照箭

不同天气条件下 日照针的工作性能 根据我国不同地区 义 个月的月总 日 照时

数的对比查料
,

其差值对于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图 从图 可以看到 除华南地区全年

仅有冬半年 个月的昆录 无明显的差别外
,

其余地区冬半年的月总日照时数
,

康氏 日照

针一般都小于乔氏日照针的 多 而在夏半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值变化截然不同
,

在西部地区差值增大到 多以上
,

而东部地区差值较冬季为小
,

释度越低甚至出现食值

产生因地区及季节不同而差值不同的原因
,

除上述 日照补的 不同外
,

还与从 自

图 不同地区
以乔 一矿 康

二

乔
的年中分布

—
为西北地区

,

一为东北地区
,

……为东部地区 一 。
“ , ·

一为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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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抵的豁录曲核上针算 日照时数的毅差有关 这种裸差  指出
,

是 由康氏 日照补

的焦痕超过焦点的范围所引起 关于这种现象
,

在夏季气温较高
,

值又较大时
,

过去已

有人作了实例靓明
,

最大曾观测到康氏一 日的 日照时数高出乔氏 小时以上
,

达到鼓日的

日照时数 务以上 在这次裁盼中也得到了征实
,

如沈阳 年 月 日多对流性低

云时 日照时数的分布 图 的
,
日总日照时数康氏较乔氏大达 小时 在晴天天空全日无

云的 夕年 月 日
,

 反而小了 。 小时 图
二

从这个现象可定性地解释华南全年

差值都较小 夏半年
,

华东 , 。一 康氏略偏大
,

东北 钓
“

以北 略偏小 西北冬

半年天空为多云或阴较多时
,

差值校小的现象

口日照

广

众餐国、半

八日旧

、、
,

、、、

曰了
,

,

卜门“班决

康氏 日出开始
二城应的

康氏日汉格显
成应 ,

界氏日没杆业

  “  

众
·

兴回、半

乔氏日出开始
班应的

成应
·

图

 

沈阳夏季 日照时数及 的日分布图

—
为康玩 日照舒 一为乔氏 日照针

”

… 为 住

最后
,

还必复指出 当 日光情况为 和 时
,

通常不小于 卡 厘彩
·

分
,

在太

阳高度角较小时
,

还可略低于此值
,

这个数值是和日照舒感应所需的
。。

相当的 因此
,

日照时数大致等于一天中道接幅射张度可以直接侧定的时简
。

二
、

关于 日照百分率

由于日照舒的威应需要一定的
二 。 ,

而直接幅射的强度 和太阳高度角 石有着密切

的关系
,

所以可以确定出相应于‘
。

的最小太 阳高度角   因此
,
日照补所测得的 日

照时数
”
是代表太阳高度角五 人 户的时简内的 日照时数

,

于是采用考虑大气蒙气差

的最大日照时数 闭 求商得出的 日照百分率二
,

是不能代表敌地的日照情况 应故采

用 ‘ ‘ , 肠》的可能实际日照时数残来‘得“”特点的实际日照百分‘众
·

‘ 动 的确定 为了能表征我国各地的平均情况
,

耽言于了海口
、

上海
、

北京
、

郑

州
、

二速
、

喀什等六地 一 年简的定时观测寮料
,

邻近日出
、

日没时的太阳高度角

人和 的对应关系如表 所示

从表 的平均枯果可以看出 乔氏 日照舒的 人 “
“ ,

在北方接近于
。 ,

在南方接

近于 康氏 日照爵的   ”
“ ,

在南方及北方均较乔氏 日照针大  一
”
这种地

区性差别
,

如前已指出
,

是和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对 的创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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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邻近 日出
、

日没时 五和 的对应关系 单位 卡 厘米
·

分

地地 点点 汤的范围 入 平均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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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的确定 根据以上所确定的两种 日照针的 左(s 。动值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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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甲 sin 占 +
e o s甲 e os 占e o s t

来针算域
,

翘过变换后
,

得出

可以利用天球坐标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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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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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具太阳时时角

。

由于我国气象台站上普逼采用乔氏 日照针
,

因而取 人“ , in) 一 5 。 代入(2)式中
,

于是求

出北律 。一70o N 地区每隔 多“ 的瞬值列于表 3 中
.

表 3 气‘功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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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成 和 No 可以得到
:
在低释度地区 (20

ON 以南) N石较 No 减少豹 5多;在中释度

地区 (40
“
N

) 豹减少 10 一15 摇;而高释地区 (60 一阳
“
N

) RlJ 减少更大达 20 务 以上
.

从表 3还可以看出
,

在律度 和
“

N 以北地区夏季 (5一7 月)从 将大于 14 小时
,

这超

过了乔氏 日照补所能靓录的范围
.
在台站实际工作中

,

我国新疆北部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

北部等地区 (大豹相当于朽
“

N 以北地区)也鲁出现过就录不到晨晚的 日照
,

这是和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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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果相符的
.

此外
,

我俨在整理
1957一19, 9 年的 日射查料时

,

得到兰的月最大值为 。
.
97 (敦煌

,

那
o

‘’5 8 年 ‘。”’
,

未, 出现过众
>’的情况 ,

而
众
的最大值仅为 0

·

‘8. 因此
,

我 , ,‘为
,

益
是一个能

“
地表示气候特征的指标

·

呀

勿
三

、

总 精

根据实测箱果的此较以及与舒算的拮果相此较
,

可以得到下列三点拮萧
:

(l) 乔氏 日照斜起始威应 的 Sm
,。

豹为 0.3 2卡/厘粉
·

分
,

较康氏 日照补小豹 0.0 6

卡/厘彩
·

分;其相应的 k(s
二 , n) 为 , 。 ,

而较康氏 日照针小 0. ,一1
”
.

因而用乔氏 日照舒观

侧的 日照时数一般都应大于康氏 日照补的时数
(2) 作为乔氏 日照针的主要缺点

,

自祀抵的威应性能是非固定的
,

这一点在康氏 日照

舒中并未能避免
,

而且由于空气温
、

湿度的影响而更为明显
.
此外

,

康氏 日照爵又因豁录

时焦痕可超过焦点以不定的范围
,

从而增加丁观侧昆录的祺差
.
因此

,

虽然乔氏日照针在

夏季 40
ON 以北地区祝录有可能偏小

,

但考虑到上述原 因
,

在 40
“
N 以北采用康氏 日照升

并不能提高观侧 日照时数的精确性
.

(3) 按乔氏日照舒起始威应的 a(s 二矽 确定了 月最大可能的实际 日照时数
.
作为表示

气候特征的 日照指标
,

宜采用实际日照百分率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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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代表团舫简日本

应日本学术界和 日中友好协会的邀清
,

中国学术代表团于 1963 年 n 月下旬到 12 月

下旬敲尚了 日本
.
敲 日期简除了全团性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动朋外

,

气象方面的代表应 日

本气象学会与全日本气象劳动祖合的邀清
,

作了我国气象工作情况和若干气象研究成果

的报告
.
并参观了 日本东北大学

、

东京大学
、

京都大学的地球物理系
,

和名古屋大学
、

九州

大学的气象工作
,

以及日本气象厅本部
、

气象研究所等气象业务单位
,

进行了气象学术交

流和友好前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