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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类型
,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
,

把全国划分为 个 日照区
。

主

要类型有 冬半年少日照但盛夏千旱多日照形成
“ ”

型的南方区 冬半年多日 照但盛夏多雨

少日照形成
“ ”

型的东北一华北一西南区 全年 日照丰富的南疆区
、

北疆区和东疆区 以及

属于热带千湿季比较分明的南海区
。

另外
,

在南方区和东北一 华北一西南区之间有 个过渡

区 在南海区和南方区之间也有 个过渡区
。

这 个 日照区的地域分布及日照百分率年变程

曲线类型与我国天气气候特点很吻合
。

一
、

引 言

中国 日照区划工作以前还没有研究过
。

这一工作对于计算我国太阳总辐射量及其地

理分布
、

了解我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利用太阳能资源都是有益 的
。

关于我国太阳总辐射量的计算方法已有不少工作
〔, 一们 ,

其中文献 〕的工 作较 为详

细
,

他们对 个计算太阳总辐射量的公式
,

用选定的有实测 日射资料的 个站进行比较

验证
,

算出各公式的计算太阳总辐射量与实测总辐射量之间的均方差
。

计算结果表明
,

以

用 日照百分率的公式为最佳
。

所以文献「 选用 一 。 名 的公式来计算太阳总辐

射量
。

由上式可知
,

值的大小
,

除了取决于 召 值外
,

还取决于系数 和 值
,

而 和

值是由实测太阳总辐射量和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类型决定的
。

所以正确地进行 日照类型的

分区
,

是会提高计算太阳总辐射量公式的精度的
。

另外
,

我们在对 日照类型进行分区时
,

使用的是 日照百分率而不是 日 照时数
,

其原因

除了上述的计算太阳总辐射量需用日照百分率外
,

还因为 日照百分率具有相对比较性
,

易

于显示出干湿季出现的时段
,

雨带的位置及其迁移
。

而在冬夏季时
,

特别对较高纬度来说
,

由于可照时数的差值颇大
,

日照时数难于进行比较
,

例如
,

表 所示的克山日照时数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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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孟昭翰参加一部份资料统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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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月
,

但日照百分率却是 月大于 月
,

说明克山 月是雨季 又如克山和邵阳 月

日照时数均在 小时左右
,

但由于纬度位置不同
,

日照百分率却是后者大 于前者
,

表明

我国南方地区进人伏旱期
,

北方地区进人雨季
。

二
、

资料和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 一 年的各月平均 日照百分率
,

站点数有 个左右
。

为了使 日照类型区划较为细致和正确
,

我们采用 一 月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的
。

类型来分区的
。

本文使用的方法是聚类分析法
’ ,

其要点是
,

由各样本间的相关系数求得它们之间的
,

平均距离
,

给定某一信度 后
,

由最小距离和临界距离来确定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型
,

在

归并完一类后
,

堆正交换类再选
,

直到所有的样本都有归属
。

在本文中
,

信度 取
。

三
、

分 区

图 是由聚类分析法所得结果而绘制成的中国 日照类型区划图
。

从图 可见
,

全国

分为 个区
。

主要的 日照类型有 冬半年少 日照但盛夏干旱多日照形成
“ ”

型 的 南方

区 冬半年多 日照但盛夏多雨少 日照形成
“ ”

型的东北一华北一西南区 全年 日照丰富

的南疆区
、

北疆区和东疆区 以及属于热带千湿季比较分明的南海区
。

在南方 区 和 东

北一华北一西南区之间有 个过渡区
,

在南方区和南海区之间也有 个过渡区
。

图 中国日照类型区划图

南方区 本区主要特点是
,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呈
“ ”

型
,

盛夏及其以后为
秋季 日照丰富

,

冬春则为多云和阴雨连绵的时期
。

但本区的
“ ”

型
,

从南到北
,

由东而西仍
,

有一些差别
。

图 是南方区内沿 和沿
“ , “ , “

和
”

上各站 日照百分
,

” 陆龙弊
,

矢量场的聚类分析
,

时间序列与多元统计分析专题讨论会材料
,

了 年 月
。



气 象 学 报 卷

率年变程曲线
。

由图 可见
,

 总的说来
,

本区内 日照百分率的波峰出现在
,

月
,

波谷

出现在
,

月 沿
“

各站的波峰出现时间是
,

汉 口在 月
,

长沙在 月
,

但 月的

日照百分率仍高
,

韶关的波峰出现时间与长沙相似
,

但
,

月的 日照百分率仍高
,

广州在

月有一个波峰
,

但为次峰
,

主峰出现在 月
,

这与低纬度地区
、

月受热带风暴影响

比较频繁有关
。

这种波峰的出现时间的先后与 毫巴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随季节的

进退是一致的  在各纬度带上
,

虽然本区内东西部的波峰出现时间基本 上一致
,

但西

部的峰值  ! 以下 低于东部  ! 以上
,

谷值  以下 也低于东部  ! 以上
,

从而
·

使西部的年平均值低于东部
,

成为我国 日照最少的地区
。

退价汗井笋翼

产扒华共翔
舟势井江架
户势护并妙
片代姓趁摆

碧

图 南方区沿
“

和沿
, , “

和 的日照百分率年

变程曲线
。

水平线为该站的年平均值

东北一华北一西南区  本区主要特点是
,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呈
“ ”

型
,

夏

季是雨季
,

少 日照
,

冬季是干季
,

多日照
。

由于本区地域特别广大
,

有高耸庞大的青藏高

原和一望无际的华北和东北大平原 有湿润
、

亚湿润
、

亚干旱和干旱等干湿气候区
〔”〕

从

降水成因看
,

夏季东部地区受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进退所致
,

西南地区则与西南季风有

关
。

所以本区西南地区的
“ ”

型与华北和东北的
“ ”

型有些差别
,

一般地说
,

西南地区日

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的振幅 除柴达木盆地外 都比华北和东北的大
。

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可以青藏高原边缘为界
。

在华北和东北区内
,

以东北东部的
“ ”

型最为明显
,

这里属湿润气候区
。

随着从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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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到干旱区的变化
,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的振幅逐渐减小 图
。

本区日照百分率的波

谷一般都出现在 月份
,

但是陇东地区出现在 月份
,

这与该地区秋雨较多有关
。

绥芬 河 安达

气斤 么勺二 头产
海流图

歼扮一一
。一刁。二 二玲心乙

气才份
一

玛多

、

子 笔事
片嘴,一打六厂

‘

」卜宁片万犷

东一声矛一沂一夕创一丫一粉与了丹、、、卜术、卜、、
、

蹄‘、一
口日皿月口魂一

图 东北一华北一西南区各站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在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区内
,

云南东部
,

如会理
、

昆明
、

楚雄
、

蒙自等地和景东
、

元

扛
、

江城等地
,

冬半年位于昆明准静止锋的西面
,

日照丰富
,

波峰在
,

月份
,

日照百分率

可达 一 以上
,

与它适成鲜明对照的是位于昆明准静止锋东面的贵州地区
,

日照百

分率特小
,

在  以下
,

为波谷 夏半年云南为雨季
,

楚雄等地和景东等地均以 月 的 日

照百分率为最小
,

在 以下
,

而贵州则为波峰
,

日照百分率在 一  
。

楚雄等地和景

东等地的 日照有两个特点  一 月 日照百分率陡削下降
, 月是主波谷出现时间

月有一个次波峰
,

楚雄等地的次峰值在年平均值以下
,

而景东等地则在年平均值附

近
,

形成我国境内唯一为
“ ”

型的 日照百分率类型的地区
。

在景洪和动腊等地的西双版

纳地区
,

与上述
“ ”

型日照类型的主要差别在于 月份不出现次峰
,

而是 一 月的 日照

百分率均在年平均值附近振动
。

再往西位于横断山脉东侧一翼的腾冲
、

消水
、

中甸
、

理塘等

地的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是我国境内最曲型的
“ ”

型日照类型区
,

波峰在 月
,

波谷

在 月
,

年振幅为全国之冠
。

在青藏高原上
,

雅鲁藏布江流域
,

如拉萨
、

日喀则
、

江孜
、

定 日

等地
,

波峰出现在
,

月
,

波谷在
,

月
,

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月份有一个次

波峰
,

所以是登山运动的好时机
。

在藏北
、

海南和川西一带
,

如甘孜
、

丁青
、

玛多
、

伍道梁等

地
,

其波峰和波谷出现月份与雅鲁藏布流域相同
,

但 月份不出现次峰
。

在青海东部
,

如西

宁
、

同仁
、

门源
、

祁连等地
,

主要特点是 一 月 日照百分率变化不大
,

成为平底的
“ ”

型 日

照类型
。

在柴达木盆地
,

如冷湖
、

大柴旦
、

诺木洪
、

格尔木等地
,

其波峰在
,

月
,

波谷在
,

月
,

是本区中年振幅最小的地区
。

从上讨论可知
,

云南高原的日照类型随经度而变化
,

而青藏高原的日照类型则随纬度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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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型区和
“ ”

型区之间的过渡区 一 从图 可以看出
,

南方区与云南高原

之间的过渡区
,

即滇桂黔交界区
,

是南北走向的一条狭长地区
,

其地理位置与 月气候

锋图上的昆明准静止锋位置非常一致
。

图
一。
是该过渡区内以及在其东西两侧从北到南

各站的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

在这些曲线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  过渡区和其东
, , , 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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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宁

子平辛

蹬黛黛黛黛我
。

图 南北走向过渡区东侧  
,

过渡区 和过渡区西侧 各站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侧一翼的曲线比较相似
,

但也有一些差异
。

过渡区内的主峰在
,

月
,

主谷在 月
。

东侧一

翼的主峰在
,

月
,

主谷在
,

月或 月  过渡区和其西侧一翼的曲线虽不很相似
,

但它们的主峰
、

主谷出现的月份却是相同的 冬季东侧一翼的日照百分率最小  左

右
,

西侧一翼最大  一
,

过渡区介于东西两翼之间  一
。

盛夏在差不多的

同一纬度上
,

均以东侧一翼的 日照百分率为大
,

西侧一翼小
,

过渡区介于两翼之间
。

这个

过渡区的形成
,

冬季在于昆明准静止锋摆动范围恰与过渡区吻合
,

夏季在于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可影响贵州
,

贵州时有伏旱发生就是旁证之一
。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过渡区是我国东
、

西部型亚热带气候和千湿季的分界线印
。

从图 还可以看出
,

南方区和华北区之间的过渡区比较复杂
,

它是一条比较宽广的东

西走向的过渡区
,

由 个不同 日照类型区组成的
。

这个过渡区东部 郧阳以东 的南界位于 一线
,

与中国气候区划中的北亚热带

和暖温带的分界线相吻合
〔目 西部的南界则与四川盆地的北缘走向一致

。

这个过渡区的

北界沿渭河
、

黄河和海河流域一线呈西南一东北走向
。

这 个日照类型区的年振幅比
“ ”

型区和
“ ”

型区的小 图
,

特别是江苏北部区

 和黄河中游区  的年变程曲线几乎成锯齿状
,

冀鲁区 月的波谷较明显
,

渭河一

汉水上游区 因秋雨较多
,

波谷出现在 月份
。

班民

昏擎耸之草图 东西走向四个过渡区的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这个过渡区的形成似与冬季该区内最大风速在各级高度上的频率分布曲 线 呈 双 峰

型
,

即温带急流可以南移到此区
,

副热带急流可以北摆到 附近有关
〔 “,

我国的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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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副热带急流是密切相关的明 , 夏季则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上的位置
、

时间早

晚及其持久性有关
「月

。

锯齿状的曲线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
,

所以这个过渡区夏季旱

涝灾害比较频繁
。

塔里木盆地一巴丹吉林沙漠区  简称南疆区 本区 日照百分率的波峰在 月
,

波谷在 月
,

但巴丹吉林区 月有一很浅的波谷 图
。

本区各月 日照百分率都很大
,

年

平均值在 左右
。

本区 日照类型的形成
,

除了它位于亚洲大陆腹地
,

夏季不易受到副

热带极锋影响外
,

还与青藏高原存在有关
。

叶笃正等即在研究夏季青藏高原上的经向环

流时
,

发现在巨大的季风环流圈内
,

在高原南北两侧还有两个较小的经向环流圈
。

北侧那

支经向环流圈在气候学上有重要的意义
,

它在高

原的北面产生下滑风带
,

形成我国极千旱地带
。

本 日照类型区与中国气候区划中的极 干 旱气 候

型
〔幻的范围相当一致

,

而且上述两者的东西范围

恰与青藏高原的东西范围相一致
。

这不能不说夏 图 南疆 区口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季青藏高原北侧一支经向环流圈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

东疆区  本区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图 的特点是
,

波峰在 月
,

波谷在

月
,

一 月 日照百分率都在年平 均值以下平稳振动
。

图 东疆区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一

北疆区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北疆区  ! 本区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图 的特点是
,

月的波谷较深
,

日照

百分率在 一 之间
,

冬季的降水量和降水 数远比南疆区和东疆区的多
。

南海区 本区只有西沙一站的资料
,

所以不能概括为整个南海区
。

西沙 日照

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图 呈
“ ”

型
,

但与南方区的
“ ”

型有明显的差别
,

它的高值部分出

现在上半年
,

波峰在 月
,

波谷在 月
,

是属于热带干湿季比较分明的一类 日照类型区
。

图 南海区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图 南方区和南海区之间过渡区 日照

百分率年变程曲线

南方区和南海区之间的过渡区 本区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

本区 日照类型 图

的较多地类似于南方区中的华南沿海型
,

但其波峰出现在 月却类似于南海区
。

从上述的讨论可见
,

用聚类分析法划分的中国 日照类型区划
,

不仅能显示出各主要的

扫照类型区
,

如
“ ”

型和
“ ”

型区等
,

而且也能揭示出过渡区
。

值得指出的是各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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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的夭气气候特点
、

雨季的时段和雨带的迁移
,

以及气候锋位置等均配合较好
。

这说

明聚类分析法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气候分区和分型方法
。

四
、

日照百分率变率

上面我们是用多年月平均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类型
,

应用聚类分析法进行 日照分

区的
,

没有涉及到 日照百分率变率
。

为了了解 日照百分率变化程度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和

有效地 , 。用太阳能资源
,

本文用标 , 差
一杯

化程度
。

云
二 ‘
一 。一 表示 日照百分率变

一一一一一一州州州州
、、、

价
‘‘

图 一8 月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值> 10 % 区域内的最大值轴线

图 n 是 5一8 月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值> 10 % 区域内的最大值轴线
。

从图 n 可见
,

5 一8 月最大值轴线由南向北推进
,

其位置与夏季风向北推进时 的雨带位置相当一致
。

这

说明我国东部地区的雨季是不稳定的
,

易于发生旱涝灾害
。

9 一4 月最大值轴线 (图略)有

两支
,

南支在长江以南
,

与副热带急流轴的平均位置相当
;北支始于渭河上游

,

到黄河中游

又分两支
,

一支进人江淮流域
,

一支沿海河流域北上
,

止于 40
O
N 以南

。

另外
,

在滇桂黔也

有一支最大值轴线
,

冬季是由昆明准静止锋位置迁移形成的
,

5 月则由云南雨季开始迟早

造成的
。

由上可见
,

最大值轴线主要位于
“
A

”

型及其北侧和西侧过渡区内
,

说明该地区的

大气环流的年际变化是很大的
。

图 12 是各 日照类型区 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值年变程曲线
。

在多日照的北方地区
,

各月

标准差值一般都小于 10 %
,

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变程曲线不同
,

夏季东 部 (如四平等

地)为峰值
,

而西部(如安西等地)为谷值
,

且标准差值在 5% 以下
,

这更证实夏季青藏高原

北侧一支经向环流圈是存在着的
。

在少 日照的南方地区(如广州等地)各月标准差值几乎

都在 10 % 以上
。

在干湿季较分明的青藏高原 (如拉萨等地) 和云南高原西部(如腾冲等

地)各月标准差值几乎都在 5一10 % 之间
。

云南高原东部(如昆明等地)和海南岛(如澹县

等地)冬半年标准差值在 10 % 以上
,

夏半年在 10 % 以下
。

过渡区(如盘县等地)标准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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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各 日照类型区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值年变程曲线

与
“
A

”

型区相似
,

也几乎都在 10 % 以上
。

由上可见
,

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大值区往往与少

日照区相联系
,

而小值区往往与多 日照区相联系
。

五
、

结 语

1. 本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
,

把我国 日照百分率年变程曲线类型划分为 12 个 日照区
。

这 12 个 日照区的地域分布及其 日照类型特点是与东亚大气环流特征及其季节变化
,

尤以

与夏季副热带高压之进退有密切的关系
。

2

.

日照百分率的大小固然对利用太阳能资源有意义
,

而其标准差值的大小同样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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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太阳能资源有重要意义
。

分析表明
,

多日照区各月 日照百分率标准差值在 ]0 % 以下

而少 日照区的却在 10 % 以上
。

所以多日照区的太阳能资源可以广泛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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