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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昼 光 资 源 区 划
.

吴 其 动 薛 衍

(中国气束科学研充院
,

北京 1 0 00毯1 )

尽光资源区划
,

是为了解各地汉丹光 仆右状况
,

以便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和 有关科研单位能根据各

地的特点
,

科学地充分开发和利用我f日候光资源
。

本 文对全国怪光资源进行 了三级区划
:

第
一

级区划指标是总照度(E
。
)年累积总量(单位

:
l护lx. m in

·

a 一 ’

)
:

第二级区划指标是年平均E 。
日总量(单位

:
1 。

“

lx
·
Ini n. d 一 ’

)和其中直射照度 (Iti’
,

) 日总量 (单位
:

10
两
1、

,

m in
·

d
一 ‘

)的比值(% ) ;
第三级区划指标是> 5 o 00 1x 的全年天然采光时数‘单位

:
h

·

a 一 ’

)
。

根据我国

上述各项要素的多年平均值的高
、

低值
,

结合各地昼光的分布状况
,

按大致相等距间值
,

把各级指标划

分为 卜富(或强
、

大 )
、

中等
、

贫乏(或弱
、

小 )三个档次
,

按照上述三级区划系统
,

我们将全国昼光资源区划

分为 三个带5个区和 8个亚 区
。

1 昼光资源区划指标
第一级区划分带的指标是 刃 口

年总量
。

用它从宏观上区分各地的昼光总量
。

刀 。

年总量数据来 自文

献〔1 ]
。

参照我国昼光贫乏的四川
、

贵州地区和昼光丰富的青藏高原的 E 。

年总量分布状况
,

我们把 刃口

年总量< 7
.

7
·

1。。 1x
·

m in
,
a 一 ’

划为昼光 贫乏带
,

以 E 。

年总 量 n
.

3. J。
。

lx
·

m in
·

a 一 ‘

划分昼光丰富和昼

光中等地带
。

以 E 口

年总量划分三个带的具体标准见表 1
。

表 I E 。

年 总量分带标准 丧 2 年平均E 。 日总量分档标准

名 称 符 号 指标值 (x o‘ 1、
·

m in
·

a 一,
) 名 称 符 号 指标值(l o .

lx
·

m in
·

d
一 ,
)

昼光丰京带

昼光中等带

昼光贫乏带

E
。

年总 最> 1 1
.

3

君 。
年总量 7

.

7一 1 1
.

3

E
。

年总量 < 7
.

7

君
。

日泣决友

刀
。
日总 缝中等

忿
口
日总 量小

E
。
日总量 > 31

刀。日总最 2 1一 3 1

刃
。
日总量< 2 1

n1II

表 3 E
,

日总量占E 。 日总量% 分档标准 表 4 夭然采光时数分档标准

名 称 符 号 指标值 (% ) 名 称 符 号 指标值(h a 一 , )

E
:
日总量比值大

E
:
日总量比值中等

刃
,

日总盈比值小

夕6 0

4 0一 6 0

< 4 0

天然采光时数多

夭然采光时数中等

天然采光时数少

> 5 0 0 0 Ix 时数> 3 9 0 0

> 5 0 0 0lx
时数 3 7 9 0一3 9 0 0

> 5 0 0 0lx 时数 < 3 7 9 0

第二级区 划分区的指标是年平均E 。 日总量(以分母表示)和其中E
.

日总量占的比值(以分子表示)
。

用它反映各地 刃。 日总量和 E
:

日总量状况
,

测站年平均E 。 日总吸数据来自文献〔幻
,

图 1 是全国年平

均E 。 日总量分布图
。

由于忍
:
= E 。一 E 。 ,

根捂刀
。

和忍。

值可获得 刀
,

值
。

年平均 刃。 日总量数据来自

文献〔3 」
,

图 2 是 全国 年 平均君
D
日总 量分布图

。

参照 E 。
年总量分书知勺耘准

,

我们把年平均E 。
日总

1 9, 。年 4 月 1 8 日收到原稿
.

1 0 9 。年 1 1 月 7 日收列修改稿
。

本文是国家气象局气候 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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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昼光资源区划 图

—
一级区

,

一
·

一 二级区
,

一一一 三级区 )

量< 21
·

1。
”

Ix
·

m in 一
’

划为E 。日总量

小的地区
,

以 31
·

1 0
,
lx

·

m in
·

d
一 ‘

值划

分年平均 E 。 日总量大和中等地区
。

以年平均 E 。 日总量划分三个档 的具

体标准见表 2
。

直射光从地物表面反射
,

通过建

筑物采光口进入室内
,

可增加室内采

光量
。

刀
:

日总量值
,

可根据 E
。

占召
。

日总量的比值
,

用 E 口 日总 量 间 接获

得
。

我们以 E
,

日总量占E 。
日总量 40 %

一面% 定为 E
J

日总量比值中等
,

>

6 。% 和< 切%分别定为E
。

日总量比值

大和小
,

其划分具体标准见表 3
。

第三级区划的分亚区指标
,

是>

5 0 。。 lx 的全年天然采光时数
。

这里的

天然采光是指室外的散射光照度
。

> 5 。。。lx 的全年天然采光时数是合理的建 筑物采光 照 明设计必不

可缺的昼光气候资源数据〔‘] 。

本文参照过去的工作 ” ,

计算了北京等 60 多个 日射站> 5 。。。11 的全年天

然采光时数
。

根据这些站) s oo ol x 全年天然采光时数的大小变化幅度
,

划分了大 致相 等 距间的三个档

次
,

其具体标准见表 4
。

2 昼光资源区的划分

按上述各级区划指标
,

将全国昼光 资源划分为三个带和 5个区和 8个亚区
,

绘制了全国昼光资源区

划图(图 3)
,

并列表概述了各区分布的特征
,

(见表 5 )
。

根据图 3 或表 5
,

可以看出全国昼光资源区划划分的三个地带
、

5 个区和 8 个亚区的地区分布以及

一般的特征
。

l) 昼光资源丰富带
,

划分 2个区和3个亚区
,

其分布于青藏高原 和川西高原地区
,

直射照度较强
、

总

照度日总最大
。

西藏大部分地区晴朗少云
、

日光强烈
,

E 。日总量中E
:

占的比值很大
,

由于直射光很强
,

散射光弱
,

·

> 60 0 0 lx 全年采光时数中等偏少
,

青海和川西高原地区
,

直射光中等
,

> 5 0。。 lx 全年采光时

l) 吴其励
.

我国天然采光利用时数的计算及其地区分布
.

北京气象
.

19 8 9
,

总第 17 期
:

30 一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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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国昼光资源区划系统及分区的特征

第 一 级 第 二 级 第 三 级 代 号 分 布 地 区

E 。
日总 通大

,

其
「

卜刀
,

比 {在火
采光时数中等 11 / A L 西藏除东 部以外大部分地区

昼光丰富带 采 光时数多 12 / A K 青海
E

。
日总量大

,

其中 E
,

比值中等 {采光时数中等 1 2/ A L 西藏 东北部
、

川西高原

E
。
日总 量 巾等

,

其中E
。

比值大
采光

‘

付效少 11 1/ B M 大青山以北内蒙古高原

采光时数中等 1 12 / B L

昼光中等带
刃

。
日总量中等

,

其中恋
,

比值 中等
采光时数多

采光时数少

112 / B K

1 12/ B M

新 疆天山以 南
、

陕
、

甘
、

宁
、

华北 (除内蒙

中部和东部外 )
、

华东
、

中南 (除鄂西南
、

湘
西

、

桂东北
、

海南外 )
、

云南
、

贵州西南
、

西藏
东南

、

四川邓味山及大雪山地区

海南岛

东北三省
、

内蒙东部及新疆北部地区

f

l
t
.

·

昼 光贫乏带 二

瓜屠佘刻
‘ ,

其中 采光时数少 ’H

3/C M 四川盆地
、

贵州东部和北部
、

湖北西南部
、

湖南西部
、

广西东北部地区

数较多
。

2) 昼光资源中等带
,

划分2个区和4个亚区
,

除青藏高原
、

四川
、

贵州东部和北部
、

湖南西部
、

湖北西南

部和广西北部外
,

包括全国其他地区
。

其特点是E 口 日总量中等
,

其中E
.

比值除蒙古高原地区较大之外
,

其他各地均属中等
。

大部分地区 > s0 0 0 lx 全年采光时数为中等
;

纬度较高的新 疆北部
、

内蒙古高原和

东北地区
,

由于总照度较低
,

散射照度弱
,

> 5 0 0 0 lx
全年采光时数较少

;

纬度较 低的海南岛
,

> s0 0 0 lx 全

年采光时数较多
。

3) 昼光资源贫乏带
,

划分 1个区和 1个亚区
,

包括四川盆地
、

贵州东部和北部
、

湖南西部
、

湖北西南部
、

广西北部地区
。

其特点是由于湿度大
、

云雾多
,

光照弱
,

E 。
日总量少

,

其中E
,

比值很小
,

散射光照度占E 。

日总比值虽很大
,

但是> s 0 0 0 lx 全年采光时数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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