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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散射照度的计算及其地区分布
’

吴 其 助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散射光照度与农业生产
、

建筑采光等均有密切关系
。

然而由于没有常规的光气候资料
,

我国散射照

度时空分布状况
,

至今尚无人研究
。

目前
,

国内外是根据一些 日射站进行的照度与太阳辐射同 步观测资料
,

在获得辐 射光当量的基础

上
,

利用累年的辐射资料间接计算各地的光气候值〔‘一月 。

本文根据  一  ! 年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和建筑科学研究院在北京
、

黑河
、

长春
、

二连
、

乌鲁木齐
、

西安
、

上海
、

玉树
、

西宁
、

长沙
、

重庆
、

福州
、

昆明
、

广州等 个 日射站进行每日逐时的自然光照

与太阳辐射同步观测资料
,

获得了这些测站的散射辐射光当量值
,

并利用相应测站的地理和有关气象因

子
,

拟合了计算我国各测站全年和各月平均的 日散射辐射光当量值多元回归方程
,

计算了我国约

个侧站的全年和各月平均的 日散射辐射光 当量值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获得了各测站全年和各月平均的

散射照度日总量
,

绘制了我国全年和各月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分布图
。

各测站散射照度值的计算

散射照度值根据下式计算
。 刀

式中
。

为计算的全年或各月平均的散射照度日总量 即 日出至 日落 的累加值
,

以下同
,

单位
·

践
·

为全年或 各月平均的散射辐射 日总量 即 日出至 日落
一 里

·
一 ,

累加值
,

以下同
,

单位
一 ’

二
·

一

场
一‘ ,

由于各侧站 值与相应时间乎均的散射辐射值相同
,

可根据文

献〔 计算获得
刀

为全年或各月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与同一时间平均的散射辐射日总量之比
,

单位

 
·

一 ,

各测站的
刀

值可根据散射照度与散射辐射同步观测资料拟合 的经验方程获得
。

由于可见光是太阳辐射光谱波段中的一部分
,

从太阳辐射的能量来说
,

两者的比值应是一个常数
。

但是
,

大气中水汽含量
、

云量等因子对太阳辐射光谱中不同的波段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 太阳辐射光谱

红外区的水汽各个吸收带
,

又与大气中水汽含量有关 幻 。

因此
,

测站大气含水量
、

云量的差异
,

就造成 了

与 的比值分布不同
。

表 列举了根据  ! 年 月中旬某天 月 日或 日前
、

后的某天 在 个测站进行的散射照

度与散射辐射同步观测资料获得的 日总量
。

从表 可见
,

各测站
。 日总量与相应时间的 日总量虽有较明显的相关

, 。  
,

但是各站

刀 与 的比值不同
。

为了探讨各月和全年的
。

值与地理和气象因子的关系
,

表 列举了 个测站
,

年
,

月和全年平均的
刀

值分布
。

从表 可见
,

各测站
。

值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是不同的 重庆 月与 月的厂 值相差  !
·

一
二连与福州 月的 万

。

值相差达
·

一 ,

二连与昆明全年的 值相差达  
·

一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 年 月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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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 月中旬某 天 测站 的
。 ,

日总量

, 站
⋯

匕 京 黑 河
⋯

长 春
⋯

乌。木齐 二 连
⋯西 宁 ⋯西 安

。
日

雌
、

, 。 。

⋯
。  。   

七。
’ ’

,
曰

· · · · ·

 
· ·

 
· 一‘

  !  
。 毛

·

 
· · · · · ·

专粉丁汁蕊未局丁汁赢林丁旨了

冀
⋯

’

⋯州 ⋯⋯⋯
”

⋯⋯
表 各测站

,

月和全年平均的
。

值
·

一 ’

侧侧 站站 北京京 黑河河 长春春 乌 二连连 西宁宁 西安安 玉树树 上海海 庆庆 长沙沙 福州州 昆明明 广州州

木木木木木木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

月月  
。 。 。 。

 
。 。 。 。 。

 !
。 。 。

平平均
。

值值
。 。 。 。 。

 
。 。 。 。 。 。 一

 
。

 
。

月月
。 。 。

 !
。 。 。

 
。

 
。

平平均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全全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平平均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根据 个测 站
,

年观侧资料
,

我们曾将各月的
。

值与相应侧站地理纬度
。 、

海拔高度
、

月平均绝对沮度
、

月平均总云呈 成
、

月日照时数 进行 相关分析
。

以 月份为例
,

。

与这些因子的单相关分别是
。 , , 。 , ⋯ , 】

, ,

刻 = 。
.
57 >

: .
.
⋯ }, 二 , , .

}
= 。

.
56 >

, ⋯
。 ,

l
r 二 。 , :

l
一 0

.
4 2

<
; 。. 。:

;
}

: 二 。 , ,

l
一 0

.
1 0

<
r 。.。. 。

其他各月份 K 。
与 这些因子的单相关情况

,

与 1 月份大致

相同(从略)
。

墓于上述的相关分析
,

本文拟 合 K
。

多元回归方程时选择了相关较密切的 N
, 。 ,

T
。 为自变

.

量
,

按下列三 元一 次线性回归方程
,

作回归分析
:

K o= b。
+ b

:

N
+ b

:
e

+ b

:
T e

式中b。 ,

b

: ,

b

: ,

b
:

为全年或各月的回归方程待定系数
,

其值和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R ,

F 统计益
、

剩余

标推 离差 S :值
,

列于表 3 。

从表 3可见
,

K

。

与 N , 。 ,

T
。
之间的复相关系数 R 均在。

.
“一。

.
88 之间

;F 统计量均> 尸
。. : 。 ,

其中
,

还有一半数以上的月份其回归方程的F 统计量> F 。 .。。 ;

剩余标准离差 S ,

均< 6.0( 1x/ W
·

m

一 2

)

。

用多元回归方程计算的 K
。

值
,

经 14 个 日射站资料检验
,

其计算的 K
。

值相对误差}E }列于表 4 。

从表 4 可见
,

各测站计算的 K
。

值相对误差均小于 10 %
,

其中除了 12 月份只有 50 % 的侧站而其他
_

月份则有 64夕百以上的测站其计算的K 。

值相对误差小于 5%
。

这样的精确度
,

在实际工作中是可行的
。

2

.

我国散射照度地区分布的特征

根据上述拟合的 K 。
回归方程

,

本文用累年(1951一1980 年 )地面气候资料计算了我国约 500 个侧

站全年和各月平均的 日 K
。

值
,

并在 此墓础上计算了全年和各月平均的散射照度日总量(测站各月散射

照度月
,

总量
,

可根据月平均的散射照度日总量乘以该月实际天数而获得)
,

绘制了全年和各月平均的散

射照 度 日总量图
。

限于篇幅
,

本文中只给 出全年和 1 ,
7 月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图

,

见图 1一3 。

其他各

月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图
,

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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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 归方程系数和R ,

F 统计量
,

s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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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个测站拟合的K 。

值相对误差】El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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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全年平均的散射 照度 日总量分布 (6 O ·

1 0

‘
1 户s)

现就全年和 1 ,
7 月份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分布特征

,

简要说明如下
:

我国 全年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量分布
,

西部略高于东部
,

南方大于北方
。

青藏高原东部是一个散射

照度高值区
,

格尔木是全年平均散射照度日总量的高值中心
,

而四川盆地东南部是一个全年平均散射

照度 日总量低值中心区
。

全 国 1月份平均散射照度日总量
,

从北往南增加
,

散射照度 日总量等值线近似纬向分布
,

海南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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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 7 月份平均的散射照度 日总且分布(60
·

10

.

l
x.

s

)

部是 1月份的散射照度日总呈最高值地区
。

青藏高原东北部也是一个散射照度日总t 高值区
,

青海都兰

为故射照度 日总量高值中心
。

四川盆地东南部为一散射照度 日总盈低值区
,

其中心位于四川东南与贵

州北部连接的地区
。

全国 7 月份平均的散射照度日总量的分布
,

东部地区因受东南季风影响
,

涅度较大
、

云且增多
,

散射

照度日总! 等值线呈东北
一
西 南走向

;
西南地区因受西南季风影响

,

为散 射照度日总量高值区
,

云南西南

地区散射照度日总量 为最高
。

参 考 文 献

〔i 〕石a PTeH eaa .
0
.
及

.,

E

.

A

.

日。几兄K o a a 一x H

.

几
.

P y exrH . ‘

P
e 术12‘一 e e T e e T B e H H o 比 oe日e 以eH HoeTll 比a

T e
P P

”T o P H “
C C C P

,

1 4 一20 ,

F
“及P o M e T e o H , 及a T ,

几
.,

1 9 7 1

.

〔2 〕 杨光琳等
,

建筑 照明设计
,

3 7
- 39

,

中国工业出版社
,

1 9 8 。
。

〔3 〕 吴其助
,

我国总辐射光 当t 及其在光气候计算中的应用
,

气象学报
,

4 5

,
3

,
2

90 一295 ,

19
8 7.

〔d 〕朱志辉
,

太阳辐射时空分布的 多因子计算
,

地理学报
,

3 7
,

1
,

2 7 一33 ,
z , 5 2

。

〔5 〕陆渝蓉等
,

物理气候学
,

9 9 一11。,

气象出版社
。

1 9 8 7
。



廿 3期 吴其励
:
我国散射照度的计算及其地区分布 373

T H E C O M P U T A T I O N O F D I F F U S E I L L U M I N A T IO N

A N D IT S R E G 1 0 N A L D I S T R IB U T I O N I N C H IN A

W
u Q ik u an g

(A eade加y of 刃
eteo, 0

1
0 君ie o l 占e ie 。 。。

,

S
t

a
t

e

刀
ete口 ; 0

1
0

9 亡e a l A d 璐i粉‘s‘ra tio 几
)

A b
s t r a C t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e

l i g h t
e

q
u

i
v a

l e n t o
f d i f f

u s e r a
d i

a t
i

o n
f

o r
5 0 0

o
b

s e r v a
t i

o n a
l

s t a
t i

o n s
w

a s e a
l

e u
l

a
t

e
d b y m

e a n s o
f

t
h

e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r e
g

r e s s
i

o n e
q

u a
t i

o n s
w h i

e
h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b y t
h

e
d

a t a o
f 1 4

o
b

s e r v a t
i

o n a
l

s t a t
i

o n s
.

T h
e

d i f f
u s e

i l l
u

m i
n a t

i
o n

1
5

g i
v e n b y t

h
e e

q u
i

v a
l

e n
t

o
f d i f f

u s e r a
d i

a t
i

o n
m

u
l

t
i P l y i

n g t
h

e
d i f f

u s e r a
d i

a t
i

o n

T h
C

t h e

m
e a n

d
a

i l y
a

m
o u n

t
o

f
a n n u a

l
a n

d m
o n t

h l y i l l
u

m i
n a t

i
o n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
a n

d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c
h

a r t s
w

e r e
P l

o t e
d

.

第一次全 国中尺度动力学研讨会在苏州市召开

第一次全国中尺度动力 学研讨会于 199。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在苏州市召开
。

本次会议是由中国气

象学会动力气象专业委员会 中尺度动力学组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L A SG 开放实验室主办
,

同

时得到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

南京空军气象学院以及江苏省气象学会和苏州市气象局等单位的

财力及人力支持
。

会议共收到论文 69 篇
,

有 43 人在会上作了报告
,

内容涉及了中尺度动力学的诸多

方面
,

主要包括
: 1 ,

中尺度动力学理论的研究
; 2 ,

暴雨及强对统天气的数值研究
; 3 ,

边界层理论
,

锋生以及下垫面强迫作用的研究; 4 ,

积云动力学; 5 ,

中尺度数值模式中一些物理过程的参数化的研

究 以及业务数值模式的研制
。

参加本次会议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占会议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

他(她)们的热情很高
,

积极发言
,

已

形成一股新兴的力量
。

另外
,

会议组织灵活
,

讨论热烈
、

气氛活跃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本次会议是一

次成功的会议
,

展示了我国中尺度动力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力
,

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

这次会议

对今后我国中尺度动力学研究的发展无疑会起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

( 王东海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