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山地月平均气温空间分布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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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月平均气温物理经验统计模型，结合重庆市及周边51个气象站1961-2000年常规气

象观测资料和重庆市1：25万DEM数据，充分考虑地形（海拔、坡度、坡向和地形遮蔽）、太阳辐射、
长波有效辐射等因素对气温的影响，完成了复杂地形下重庆市山地100 mx100 m分辨率月平均气
温空间分布的模拟。模拟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气温的宏观分布趋势和局地分布特征，月气温模拟平

均绝对误差最大为0. 40℃，全年平均为0.21℃。采用交叉验证、个例年验证和野外考察资料验证

对模拟结果和模型性能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结果表明：交叉验证误差全年平均为0.26℃；个例年

验证误差全年平均为0.30℃；8个野外考察点验证各月误差总体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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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气温是最常用的气象要素之一 1̈，也是热量资

源分析中主要的指标‘纠。气温的时空分布对农业、

生态、环境等领域尤为重要，是影响植物布局、生长、

发育的关键气象要素。因此，研究气温的时空分布

特征、变化规律对实际生产和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高空间分辨率、栅格化的地表气温数据，

具有格式规范、结构简单、易于空间分析、能更精细

地表达其空间分布特征等优点‘纠，并且可以和基础

地理数据、遥感数据等空间信息高度兼容，已经成为

陆面过程模型、地学模型、气候模型、水文模型等相

关研究重要的输入变量，在气候资源分析和气候区

划等方面更有直接应用。

    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了相关的计算方法和模

型，开展气温栅格化 （空间化）技术方面的研

究‘“61，旨在获得研究区域内复杂地形条件下网格

点气温的空间分布情况。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内插

法、气温垂直递减率订正法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气

温栅格化研究‘卜明。蔡福等‘10]将现有常见的气象／

气候要素空间化技术总结为 4种方法：简单的几何

数学模型法011'1引（IDW方法、泰森多边形方法），较

为复杂的趋势面方法、多元 回归方法口]，以及更为

复杂的空间统计方法（协同克里格等）[13]和函数方

法（薄片样条技术法）[14]，并对上述方法的精度进行

了比较研究。张洪亮等[15]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支撑，

在常规统计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坡度、坡向因子对山

区气温进行了小尺度模拟，提出了地形调节统计模

型，通过在环青海湖地区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杨昕等[16]提出基于DEM的山区气温地形修正

模型，以陕西省耀县为实验样区，依据 DEM模拟的

坡面与水平面天文辐射比值为地形调节因子，对传

统山地温度推算模型进行了改进。Running等[17]试

验了增加高程权重系数的多边形算法结合高斯权重

卷积，提出了估算复杂地形下 1  km xI km格网逐日

最高、最低气温的方法。Bellasio等‘18]分析了海拔

高度、坡度、植被对山地温度的影响，建立了回归方

程。Mahrt㈣ 研究了坡度 、植被和太阳辐射与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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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关系。Chung等L川J考虑了夜间辐射冷却所
引起的降温作用，并应用对数模型进行了气温模拟。

    GIS技术的发展和DEM数据的推广应用，为快
速生成坡度、坡向等局地地形参数提供了新的手段。

近十多年来，应用GIS技术，区域性乃至全球规模的

栅格化气象数据库不断地被建立和完善，其中著名
的有基于 PRISMl2'l模型建立的美国、加拿大、欧洲
等国家和地区的空间气象数据库‘22]，基于ANUSP-

LIN模型建立的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气象数据

库[23]，以及基于 DAYMET模型建立的美国生物气
象数据库‘24]。

    重庆市地跨 105011’- 110。11'E与28010’~

32013'N，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的东南部，总

面积8. 24万 km2。地形从南北两面向长江河谷倾

斜，起伏较大，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和丘陵
面积分别占其幅员面积的75. 8%和 18. 2%，呈现
“一山一岭”、“一山一槽二岭”的分布特征。

    针对研究区域地形复杂的特点和野外考察资料

稀少、常规气象台站数量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深入分
析月平均气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月平均气温

物理经验统计模型，依托常规地面气象站观测资料，
结合复杂地形下太阳总辐射分布式模拟结果，借助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实现了重庆山地气温的空间分布
模拟。

2  资料

    用于建立模型的资料主要包括：重庆市及其周

边51个气象站 1961-2000年、2005年月平均气
温、日照百分率和相对湿度；野外考察验证资料取自

《盆周山区农业气候资源资料集》L25J，时间为1982

年7月到 1985年7月，为重庆境内的8个观测点，
对应不同海拔高度的39处月平均气温资料。100 m

×100 m分辨率的DEM数据取自国家1：25万基础

地理数据库。

3  月平均气温物理经验统计模型

    分析表明，在影响气温的众多因素中，海拔高

度、太阳总辐射、长波有效辐射对区域气温的形成具

有显著影响且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传统气温模拟受

资料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地形因素
的影响。实际地形是相对起伏的（尤其在山区），可

将其称为复杂地形，对于起伏不平的地面（坡面），

由于太阳光线的入射角不同，局地接收的太阳辐射

量有显著的差异。为此，构造如下月平均气温的物
理经验统计模型[26]：

    T,@=o+bHw+CQcrp+
    d(l -s)（1+w-h）+△r(1)

    式中：T8为复杂地形下（山地）月平均气温
(℃)，“复杂地形”的意义在于突出本文气温模拟考

虑了地形因素的影响；H@为海拔高度(m)，由DEM

数据获取；Qcrp为复杂地形下月平均日太阳总辐射量
( MJ/m2)；s、危分别为月平均日照百分率和相对湿

度，二者组合成一项，代表长波有效辐射影响；o为
回归常数项；6为气温随海拔的递减率；c为气温随

太阳总辐射的递增率；d代表长波有效辐射对气温

的影响强度；伽为经验系数；△丁为其他因素对气温

影响的综合余项。

    (1)式中Qc:8为非常规气象观测资料，需要通

    表1  月平均气温估算模型统计参数表

Table l  Statistics of mean ai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model

注：R为复相关系数；MABE为绝对误差平均值



过模型计算获得，以 100 mx100 m分辨率 DEM数

据作为地形的综合反映，应用分布式太阳总辐射模

型计算获得重庆市 100 mx100 m分辨率复杂地形

下太阳总辐射量空间分布，模型充分考虑到了天文

因子（太阳常数、日地相对距离、太阳赤纬等）和宏

观地理因子（纬度等），以及微观地形因子（坡度 、坡

向）等综合作用，具体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 [ 27 -

30]。在此基础上，根据51个站经、纬度位置信息可

以获取各站的 Q胡数值。
    在不考虑 A丁的情况下，根据 51个站 1961-

2000年复杂地形下月平均日太阳总辐射量 ％ 计算
结果，结合各站 1961-2000年逐月平均气温 、日照

百分率、相对湿度和海拔高度资料，采用统计方法拟

合获得(1)式中的经验系数 n、6、c、d、伽，表 1列出了

各项统计参数。可以看出，大部分月份复相关系数

在 0. 77以上，各月 o、6、c、d、加数值符合气温形成机

理，且有良好的季节变化规律。表 l中的统计参数

MABE( Mean Absolute  Bias Error)为绝对误差平均

值，代表了综合余项 △r的绝对平均值，其数值不超

过 1.5℃，大部分在 1.0℃以内，因此(1)式进行气

温拟合所选取的影响因子是成功的。尽管综合余项

AT数值并不大，但对气温拟合而言，仍是不容忽

视的。

4  复 杂 地 形 下 重 庆 月 平 均 气 温 空 间 分

  布模拟
  以 100 mx100 m分辨率的网格为计算单元，

DEM数据作为地形的综合反应，提取网格单元的海

拔高度 ‰ ；日照百分率 s和相对湿度 h根据 51个
站观测资料采用 IDW插值方法进行空间内插获得；

综合余项 AT根据 51个站气温拟合余项采用 IDW

插值方法进行空间内插获得；经验系数 o、6、c、d、伽

采用表 1参数；结合根据分布式太阳总辐射模型计

算获得的％ ，即可获得复杂地形下重庆月平均气
温的空间分布。

4.1  复杂地形下重庆月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

    图 1给出了重庆气候平均（1961-2000年）年

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根据 12个月平均气温的模拟

结果采用算术平均计算而得。可以看出，重庆的年

平均气温在 3.1 - 19. O℃之间，气温随地势分布的

地区差异明显，与重庆的地势分布一致且脉络清晰。

高值区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的丘陵及局部海拔较低

的山谷地带，年平均气温普遍在 15.0℃以上；低值

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城口和巫溪两县的山区及南

部海拔较高的金佛山山区，年平均气温普遍在 lOoC
以下；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合川等县地势相对平坦，
没有大地形影响，气温变化过渡比较平缓，除局部山

顶温度偏低外，年平均气温在 15.0 - 18. O℃之间。

    图2给出了重庆气候平均 1、4、7、10月气温的
空间分布。各月平均气温空间分布的格局较为一

致，海拔高度对气温的影响在各月均有明显的表现。

山区不同坡向坡地上的气温差异在各月均有不同程
度的体现，相对而言，在太阳高度角较低的冬季，局

地地形对山区气温的影响略大于太阳高度角较高的

夏季。总体来说，重庆地区全年的温差不是很大，最
高为29.4℃，最低为-8.1℃。

4.2  月平均气温的局地分布规律

    为了分析地形因素对气温空间分布的影响，对

重庆气温模拟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图3a反映的是

310N、1500 m海拔高度、15 0坡地上1月、4月、7月、
10月平均气温随坡向的变化规律①，其中，横坐标为

坡向，900为东坡，1800为南坡，2700为西坡，00或

360。为北坡；纵坐标为月平均气温距平，指某一坡向

上栅格平均气温与所有坡向上所有栅格平均气温之

差；图上每个点的气温距平是同一坡向上多个栅格
气温距平的平均值。由图可见：1月、4月、10月偏

南坡的气温略高于偏北坡，7月各坡向上的气温基

本相当；所有月份，东坡和西坡的气温与各坡向平均
气温相当。

    图3b为30.50N，海拔高度为1 000 m，不同坡

度的坡地上月平均气温随坡向的变化规律。可以看

出，1月偏南坡与偏北坡的气温差异随坡度的增加

而增加；在偏南坡表现为正距平，偏北坡则为负距
平。坡度 100和200的坡地上7月气温距平基本Ji

与0℃线重合，说明7月平均气温受坡度的影响

很小。

5  气温模拟结果误差分析

5.1 误差分析方法

    为了验证模拟结果，需要将气象站点观测资料

与气温分布式模拟结果进行比对，这就需要根据气

象站点的经、纬度位置信息读取其对应栅格点的气
温模拟数值。这时需要考虑如下地理地形参数误差

① 将31。N、海拔高度为l 500 m且坡度为15。的栅格挑选出来，对
  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计算所有满足条件栅格的气温平均值，之
  后计算某一坡向上所有栅格的气温平均值，将后者减去前者，获
  得该坡向栅格气温的距平值，即可绘制图3a。



    图1 重庆气候平均年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1961-2000)

Fig.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rmals of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Chongqing( 1961-2000)

    (a)整体；(b)局部

    (a) Whole;(b)Local

    图2 重庆气候平均1月、4月、7月,lo月气温空间分布(1961-2000)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rmals of monthly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Chongqing (1961-2000)



    图3 重庆月平均气温受地形影响规律特征

Fig.3   Terrain influencing characteristics on month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Chongqing

的影响：①DEM数据精度误差。由于 DEM 是对地

形高程的综合数字化表达 ，代表 了网格点所在面域

的平均高程 ，与真实地形之间必然存在一定 的差距 ，

由 DEM数据派生的坡度、坡 向等地形参数也必然与

真实地形参数存在一定差距。不 同比例尺 的 DEM

数据对真实地形的表达精度和详细程度是不 同的。

②气象站位置误差。 目前 ，由中国气 象局提供 的气

象站经、纬度位置参数只精确到分 ，其位置参数的精

度误差为 1-2 km。上述原 因影 响了准确读取气象

站对应 网格的数据‘24]。

    由于气象站一般设在水平开阔地段 ，其所在位

置实际地形 的坡度应该 为 00，开 阔度应该为 1.0。

鉴于此考虑，本文提出了邻近相似栅格法 ，通过查找

与气象站点实际地理环境相似的栅格来克服上述两

方面地理地形参数误差的影响 ，具体 方法为 ：

    (1)设定最大搜索半径 尺，确定最大搜索区域。

    (2)设定最大相似栅格数 Ⅳ，以提高计算 效率 。

    (3)设定坡度阈值 A以搜索近似平地 的栅格 。

    (4)设定开阔度 阈值 D，以搜索近似开阔地段

的栅格。

    (5)设定 高程误差 阈值 △日 = IHs - HpI（只

为气象台站海拔高度 ，见 为栅格海拔高度），以查找

近似海拔栅格 。

    (6)以气象站经、纬度信息点为中心 ，由近及远

逐步搜索，标记满足设定 阈值的相似栅格 ，直至相似

栅格数 目达到最大相似栅格数或搜索半径达到最大

搜索半径为止 。

    (7)读取各相似栅格气温模拟值 ，并计算其算

术平均值 ，作为气象站模拟气温值 。

5.2 交叉验证
    本文取 R=2 000 m；Ⅳ=20；A=0.50；AH= 50

m。在获取气象 站对应 网格气温模拟值 的基础上 ，

结合气象站实测资料 ，统计获得本文气温模拟误差 。

为了进一步分析模型 的稳定性 ，采用了交叉验证方

案。交叉验证 过程 中，考虑到验证次数和工作量等

因素，根据气象 台站的空间分布 ，每次均匀地抽取 3

个气象站不参与建模 ，用剩余站点建模 ，统计 未参加

建模 站点的气温模 拟误差 。除城 口和金佛山两站海

拔过高没有参与交叉验证外 ，其余 重庆辖 区内站点

都进行了交叉验证 。

    表2 气温模拟误差与交叉验证误差统计表

  Table 2  Error statistics of ai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表2中第二列给出的是所有气象站资料参加建

模的情况下，统计获得的气象站气温模拟值与实测

值之间的绝对误差平均值；第三列给出的是按照交
叉验证方案，在验证气象站被抽取，利用其他气象站

资料拟合建模的情况下，统计获得的验证气象站气

温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绝对误差平均值。可以看
出，各月模拟绝对误差平均值和交叉验证绝对误差
平均值最大为0. 67℃，最小为0.08℃，全年平均为

0. 26℃，表明本文采用的月平均气温分布式模型具

有良好的空间稳定性。

5.3 个例年验证
    为验证模型在时间维上的模拟性能，采用重庆

及其周边51个气象站2005年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模拟2005年各月平均气温，表3列出了误差统计分

析指标。可以看出，2005年各月气温模拟绝对误差



    表3 2005年气温模拟误差统计表(℃)

Table 3  Error statistics of ai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in 2005

平均值最 大为 0. 51℃，全年平均不超过 0.30aC，夏

季的模拟精度比冬季高，表明模 型具有 良好的时间

维模拟能力。

5.4 野外考察资料验证

    在气象台站稀疏或缺乏的山区，野外考察资料

是很重要的真实资料 ，通过实地 的定点观测或流动

的观测考察来获取 。本文采用四川省盆周山区农业

气候资源考察与研究课题[25]成果 的部分观测数据

对气温模拟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该野外考察资

料从 1982年 7月到 1985年 7月 ，在涪陵等 19个 山

地剖面进行了 1月、4月 、7月、10月各代 表月的常

规气象要素观测 ，对每个剖 面的不同海拔高度 的气

温进行实地考察 ，其 中重庆境 内的观测点有 8个 ，对

应不同海拔高度有完整记录的共 39条资料。野外

考察资料 中给出了考察 点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信

息 ，但没有坡度、坡 向等地理环境信息 ，因此 ，同样采

用邻近相似栅格法获得到各考察点 的气温模拟值 。

由表 4可见 ，气温模拟值与实测值 的绝对误差平均

值大部分都在 1.0℃以内，8个考察点各月总体平均

误差小于 1.0℃ ，表明模 型具有 良好 的山地气温模

拟能力。

表4 野外考察点气温模拟绝对误差平均值统计分析表( qc)

    Table 4 Ai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analysis by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6  结论 和 讨 论

    气温的形成机理相当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利

用月平均气温拟合模型，实现了重庆市山地月平均

气温空间分布的模拟。通过本项研究，得出以下几
点结论：

    (1)模拟结果较好地表达 了重庆山地气温的宏

观分布趋势和局地分布特征。模拟的月平均气温空

间分布能很好地 反映出重庆月平均气温随地势高差

和宏观气候特征的分布规律 ，对模拟结果的局地分

布规律 分析表 明，月平均气温随坡 向、坡度等局 地地

形 因素的分布规律能得到较好 的表达。

    (2)提 出的邻近相似栅格平均法来提取气温模

拟值 ，减少了地理地形参数误差对数据验证的影响。

    (3)误差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模型具有 良好 的

模拟精度、空间稳定性 、时间维模拟能力和山地扩展

性能。各月气温模拟误差最大为 0.  40℃，全年平均

为 0. 21℃；各月交叉验证误差值最大为0.67℃，全

年平均为 0.26℃ ；个例年验证各 月气温模拟误差最

大为 0. 51℃ ，全年平均为 0.30℃ ；8个野外考察 点

验证各月绝对误差总体小于 1. OoC。

    本文所用的气温拟合模 型，考虑 了地形 （海拔 、

坡度 、坡向和地形遮蔽 ）、太 阳辐射 、长波有效辐射

等因素对月平均气温的影 响，尚有一些 因素未能给

予充分的考虑 ，如地表类 型对气温空间分布 的影响 ，

气温递减率等模型系数在空 间上 的变化等 ，有待于

在今后 的工作中进一步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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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Modeling of Monthly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Rugged Terrain of Chongqing

QIU Xinfal , QIU Yueping2 , ZENG Y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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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physically based empirical temperature model with DEM data of 1: 250 000 scale and routine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51 stations in and arou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rom 1961-2000 , we generated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map with resolution of 100 m X 100 m of monthly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rugged terrai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咀Ie model gives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errain (altitude , slope , aspect , terrain-shiel

ding) , solar radiation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effects on temperatu陀 . Analyses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an

well reflect the macro and local temper创ur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ximum mean absolute bias error is

0.40 "C for monthly temperature simulation and the annual average error is 0.21 "C. Tests carried by cross-valida

tion , case year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nual average error of cross-validation is O. 26 "C ,

case year test is O. 30 "C and the overall monthly average error of field investigation is less than 1. O"C .

Key word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Monthly mean air temperature; DEM; Spatial dis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