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卷第 8期

2005年 8月

生 态 学 报

ACTAECOLOGICASINICA
Vol.25,No.8
Aug.,2005

城市热岛的生态环境效应

肖荣波1,欧阳志云1*,李伟峰1,张兆明2,TARVERJrGregory1,王效科1,苗 鸿1

(1.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2.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京 100086)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资助项目(KZCX3-SW-424)

收稿日期:2005-01-10;修订日期:2005-04-13

作者简介:肖荣波(1978～),男,湖北襄樊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生态、3S应用研究。E-mail:ecoxiaorb@163.com

* 通讯作者 Authorforcorrespondence.E-mail:zyouyang@mail.rcees.ac.cn

Foundationitem:TheProjectofKnowledgeInnovationCAS(No.KZCX3-SW-424)

Receiveddate:2005-01-10;Accepteddate:2005-04-13

Biography:XIAORong-Bo,Ph.D.candidate,mainlyengagedinurbanecology,3Sandecologicalplanning.E-mail:ecoxiaorb@163.com

摘 要:城市热岛效应(Urbanheatislandeffect,简称 UHI)是一种由于城市建筑及人类活动导致热量在城区空间范围内聚集的

现象,是城市气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热岛引起地表温度的提高,必将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改变城市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一系列生态环境效应,影响着城市气候、城市水文、城市土壤理化性质、城市大气环境、城市生物习性、城

市物质循环、城市能量代谢以及城市居民健康等。提高能量利用效率、优化城市格局、建设绿色屋顶、采用高反射率地表材料以

及增加城市绿地均可有效地控制城市热岛效应。利用遥感手段和数值模型技术,开展多尺度的城市热岛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为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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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eco-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ofurbanheat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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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ofthemostwellknownformsofanthropogenicclimatemodificationisthephenomenonofurbanheating.

Throughoutvariousstudies,theambienttemperaturesofnumerousurbancentershavebeendeterminedtobeseveraldegrees

higherthantheambientairtemperaturesofsurroundingruralareas.Thisphenomenon,firstdocumentedinLondonbyLake

Howardin1833,isreferredtoastheUrbanHeatIslandEffect(UHI),andisstillstudiedinmanyofthelargestcitiesaround

theworld.

Basedonthe34Englishand12Chinesepublications,wesummarizetheeffectsofurbanheatislandsonurbaneco-

environment.Thisreviewfindstheurbanheatislandshaveanumberofmeteorologicalandeco-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

Long-termresearchisbeingconductedinurbanareastodetermineifUHIsplaysaroleinalteringmacro-scalemeteorological

patterns,suchassnowfrequency,snowcover,averagedatesoflastfreezeinspringandthefirstfreezeinautumn.The

thermalsignatureofUHIshasbeenfoundtoincreasetheincidenceofdownwindprecipitation,andcatalyzescomplicated

interactionsinurbanphotochemistryreactions.Theeffectoftheurbanheatislandonurbansoil'sphysicalandchemical

charactersisalsoverypronounced.UHIsnotonlyincreasesurbansoiltemperature,butalsoaffectssoilmetabolism.Thehigh

levelsofemissionsofheatandpollutantsinurbanareashavesignificantimpactsonthelocalenvironmentalqualitiesofair

temperatureandairchemistry.Thisphenomenondoesexertaninfluenceonthebehaviorsofurbanbiology,urbanbiogeo-

chemicalcycle,urbanenergyutilization,residentbioclimatologicalconditionsandhealth,etc.While,inmanyplaces,theheat

islandeffectcontributestofuelsavinginthecolderseasons,thisisoftenoutweighedbytheadditionalenergyneedsforair-

conditioningin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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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nsityofUHIscanbemitigatedbyreducingartificialheatandgreenhousegasemissions,planningcitiesrationally,

constructingrooftopgardens,preservingmorewater,plantingmorestreettrees,andusinghigh-albedobuildingmaterials.

Furthermore,usedstrategically,plantscanabsorblargequantitiesofsolarradiationandmodifyairtemperaturesthrough

transpiration.Referencingtrendsinrelatedscientificfields,itcanbegatheredthatfurtherresearchontheecologicaleffectsof

urbanheatislandsshouldbeencouraged.Finally,thisreviewendswithasummaryoffuturedevelopmenttrendsofurbanheat

islandassessmentandabatement.

Keywords:urbanheatisland;ecologicaleffects;urbanclimate;ecologicalprocess;landscapeecology;urbanbiology

城市热岛效应(urbanheatislandeffect,简称 UHI)是一种由于城市建筑及人们活动导致热量在城区空间范围内聚集的现

象,是城市气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早在 19世纪初,LakeHoward在研究伦敦城市气候时,首次发现并论述了城市热岛现象,从

此许多学者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特征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人为热量释放、下垫面性质和结构、植被覆盖、人

口密度、天气状况等有密切关系[1～4],并且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城市热岛强度及规模会日益加剧。Szeged城市热岛强度达

到 3.1℃[5],NewYork最高可达到 8.0℃[6]。我国城市热岛效应也非常突出:北京 1961～2000年市郊日均气温差为 3.3℃[7],上

海热岛强度最高达 7.4℃[8]。城市温度尤其是地表温度,是城市表层能量平衡的中心,是影响城市气候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调

节和控制着许多生态学过程。而日益强烈的城市化导致了地表温度的提高,必将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改变

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同时影响着城市居民健康。城市热岛效应一直以来受到城市气象专家的关注,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复

杂性,到目前为止,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比较全面对城市热岛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报道较少。本文就城市热岛的生态环境

效应及预防对策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期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城市热岛的生态环境效应

温度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因子之一。城市热岛改变了城市热量环境,影响区域气候、城市水文、空气质量、城市土壤理化

性质、城市生物的分布与行为以及诸多城市生态过程如物质代谢、能量循环等,引发出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1.1 城市气候特征

城市气候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形成了有别于郊区的局部气候特征。各个气候因子如日照、辐射、气温、风向、湿度、云、雾和

降雨等之间相关联系、相互制 约,呈 现 一 定 规 律 性。城 市 热 岛 与 城 市 干 岛、湿 岛、混 浊 岛 和 雨 岛 等 之 间 可 以 相 互 影 响、相 互 转

换[9]。由于城市蒸发、蒸腾量都远比郊区小,而城市气温又比郊区高,使得城市中空气的平均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都较小。但在

一定的条件下,城市夜间的绝对湿度又会较高形成"城市湿岛"。城市热岛效应会引起局地环流,使得城市风场特征极为复杂。热

岛的存在使得城区凝露量、结霜量、霜冻日数、下雪频率和积雪时间都小于郊区[9]。一项在纽约的试验表明:在中心区曼哈顿冬

季降雪不足 30%,低于都市区周围的 40%～45%[10]。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Lindquist在瑞典的 Lund城,1965年冬季

测得郊区降雪量为 6～8cm,而城市中心仅为 3cm;中午时刻市中心和郊区气温分别是 0.5℃、-1.0℃;等降雪线几乎是以市中

心为圆心的同心圆[11]。城市热岛还改变着其它城市气象,例如云和雾的发展[12],闪电的频率[13]等。

1.2 城市水文特征

热岛效应影响着云的形成和运动[14],对局地降雨及降雨机制产生影响,使得城市区域水文特征发生变化:城市地区的降水

量、地 表 径 流 明 显 大 于 周 围 农 村 地 区;但 蒸 发 量、地 下 径 流 明 显 小 于 周 围 农 村 地 区。一 般 认 为,城 市 热 岛 可 以 增 加 城 市 的 降

雨[15],增加的区域集中在市中心及其下风向范围。主要是由于在静风的条件下,热岛使得城区气压相对较小,乡村较冷的空气

流向城区,形成局部空气对流,产生降雨[16]。但城市热岛效应只是增加了降雨量而不会引起降雨,即它不会提高降雨次数,只是

刺激降雨量。热岛效应引发的降雨并不是发生在热岛强度最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空气湿度相对很高、城市边缘气团不稳定的

时期[17]。这是因为当空气太稳定时,不会发生对流;而空气十分不稳定时,大范围的空气对流又会掩盖城市热岛的影响;所以只

有在微弱的气流下,有相对较高的空气湿度,不规则的热岛才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城市热岛影响降雨格局一贯被认为是由于城

市污染导致浓缩核(condensationnuclei)增加、高耸建筑使得地表粗糙度提高等引起,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提高浓缩核不会引起

降雨增加。Rosenfeld声称由于城市污染可以提高浓缩核,但很少会合并(coalescence)形成雨滴[18]。陈云浩等对上海研究表明:
不同的热力背景对下垫面降雨分布有不同影响,降雨量依次从自然背景、低温背景、高温背景递增。在自然背景下,年降雨为

974.2mm,在 低 温 背 景 下 则 为 1027.2mm,增 加 53mm,增 加 幅 度 为 5.4%,而 高 温 背 景 下 年 降 雨 则 为 1075.7mm,增 加 了

10.5mm,增幅为 10.4%[19]。

1.3 城市土壤理化特征

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城市土壤温度比周围自然土壤高[20]。Mount等通过监测了纽约市中央公园和拉托里特公园土温特征

表明,人为活动明显提高了土壤温度,城市土壤年平均土温比邻近的林地高 3.1～11.2℃[21]。土壤温度的改变会影响土壤温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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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呼吸代谢、养分活性、化学反应速度、微生物活动以及土壤生物多样性甚至土壤自身的发生形成过程等[22]。土壤温度变化

导致微生物群落组成及其活性变化;某些微生物群落成员在较高温度时有能力代谢那些在较低温度时不能被利用的基质;大多

数研究结果显示,温度对土壤溶液中的溶解态有机质和土壤有机磷组分有较大的影响[23]。

1.4 城市大气环境

由于城市热岛的存在,围绕着城市热岛中心存在一股较强暖的上升气流,且一边上升一边向外辐射,到达郊区或乡村开始

下沉,郊区的冷空气又吹向城市,形成一个闭合环流圈,造成城郊之间污染物的恶性循环。在城市热岛中心的上升热气流中,含

有大量的尘埃和烟雾,一部分尘埃上升后并降落在城市周围,一部分则停留在空中形成"微尘云"。郊区低层污染物在局地环流

的作用下,聚集在城市上空,而空气中大量尘埃的存在,易于雾的形成。在夜晚气温降低使得水汽凝结形成雾,雾向下沉并成为

烟雾,这种烟雾使得能见度降低,对人类的呼吸产生危害,严重时会造成空气污染事件。城市热岛越强,污染物和烟雾的浓度越

大,危害性也就越强[24]。而热岛的垂直分 布,使 得 空 气 污 染 物 在 一 定 高 度 不 易 扩 散,加 重 污 染。日 本 Okayama城 市 上 空 大 约

100m处 NOx是地面浓度的 2倍,而 100m高度正好是热岛引起的空气逆温层的底部,但是该现象在 3.5km外郊区不存在[25]。
城市里持续的高温可以加速某些特定的大气化学循环,从而导致地表臭氧的提高。根据 Arrhenius关系,化学反应速度通

常与温度呈正相关:k(T)∝exp(-T-1)。温度的增加会明显增加臭氧的生成。在影响广州局地环流 3种类型中,辐散型流场

地面臭氧浓度最低,热岛环流型地面臭氧浓度最高。地面高浓度臭氧会增加城市光化学烟雾的频率,加快材料老化,影响人类健

康[26]。除此之外,高温增加生物烃(Biogenichydrocarbons)及人造挥发性有机混合物蒸发的提高,它们都关系着对流层中臭氧

的产生[27]。Taha的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增加高反射率的地表面积可以减少臭氧的浓度,进一步论证了该观点[28]。

1.5 城市生物习性

温度是影响生物分布、活动等习性的重要生态因子。城市热岛改变城市近地表热量结构,提高市区温度,使得生物物候、生

理活动、区系组成、种群结构、分布范围以及繁殖活动等发生改变。由于市中心温度提高,植物发芽、开花时间提前,落叶时间延

迟[29]。在北美洲东部 70个城市里,植物生长期比对应的郊区延长了大约 15d。早春每增加 1℃,植物开花会提前 3d,春天市区表

层 温度比乡村平均高 2.3℃,植物提前 7d变绿;秋天市区高出 1.5℃,植物延迟 8d落叶[30]。温度提升促进近地层臭氧形成,导致

近郊农业作物减产 5%～10%[31]。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是生境的破坏,但由于市区温度的提高,无霜期延长,极端低

温趋向缓和,使得本不属于该区系的植物经过人类驯化,在城市得以繁殖生长。另一方面,由于温度的提高,尤其是极端高温的

提高,又限制了一些植物的生长。温度对城市动物生态习性影响也很大。如苍蝇种群密度与气温又很大的关系,当环境温度达到

苍蝇各个生活周期发育的有效积温时,苍蝇就开始它们的生长发育过程,并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发育周期不断缩短;但当超过

一定的临界温度时,苍蝇的发育又会受到抑制,蝇类的季节消长呈双峰型[32]。温度对城市微生物的存活力影响较大,如沈阳空

气微生物粒子浓度与温度呈正相关,空气温度由 10℃升到 17℃,人口较少的大含屯空气微生物由 11个/皿增加到 80个/皿,而

人口群聚的中街由 779个/皿增加到 835个/皿[33]。

1.6 城市物质循环

城市温度上升将影响城市生态系统中的C、N等气体型物质循环。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中,CO2经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

碳固定生成糖类,然后经过消费者和分解者,在呼吸和残体腐败分解后,返回到大气中。温度上升,植物净生产力增加。Lieth曾

提出温度和净初级生产力的相关模型,认为对植物生产力而言,最适温度为 15～25℃[34]。热岛效应使得市区温度高于郊区,白

天市区植物光合作用加强而大量吸收 CO2;夜晚,由于市区生物呼吸更加强烈,释放出更多的 CO2。温度升高一般还会促进土壤

CO2的排放[35]。城市热岛对 N循环影响比较复杂。温度升高加快了土壤中的硝化、反硝化、有机质分解和 N的矿化作用速率。
在土壤环境温度范围内,N2O的产生速率与土壤温度有正相关性,当年均气温超过 14.7℃时,大豆的N2O释放通量反而略微下

降。原因可能是在较高的气温条件下,温度升高易引起大豆植株气孔关闭而影响 N2O释放[36]。

1.7 城市能量代谢

夏季城市热岛加剧了酷热,应用空调制冷所消耗的能量是十分可观的;同时,冬季热岛又会明显降低热的需要量。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来劳伦斯(LBL)就洛杉矶和华盛顿市长期气温变化与空调耗电量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洛杉矶从 1930年以后气温每

10a增加 1.3ºF(0.7℃),华盛顿市从 1900年以后近 80a平均气温约增加 4ºF(2.2℃),气温每增加 1ºF,空调电能增加 20%[37]。
在欧美,空调开放冷气所消耗的能量用"度日"(Degreeday)计算。度日以日平均气温 18℃为基数,空调时段内各天日平均气温

高于 18℃的度数总和,即为冷却度日数[38]。夏季城市空调度日数远比附近郊区机场多,尤其是在大型城市表现明显。与此相反,
在冬季市区加热度日数明显低于郊区,为居民节省燃料,据统计只要城市日均气温比郊区机场高 1～2℃,就能节约城市中取暖

用煤气消耗量的 5%～15%。但在许多地方,因夏天使用空调冷却所增加的耗能仍高于冬季时所节省的能源。

1.8 城市居民健康

大气环境所具有的一些气象参数(温度、湿度、空气流动及辐射)决定着人类户外生物气候条件。一般选用温湿指数(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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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ygrometricindex,简 称 THI),相 对 压 力 指 数(Relativestrainindex,简 称 RSI)以 及 Beergarden天 数(21:00点 温 度 高 于

20℃的天数)。其中,温湿指数使用最为广泛。它被定义为 THI=t-(0.55-0.0055f)×(t-14.5),f为相对湿度。THI指数

一般被用来表示人类对热的不舒适程度(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人类最适宜的温度环境时 THI指数在 15～20℃。当 THI

<15℃,蒸发携带热量而感到寒冷;当THI>20℃,感到炎热而大汗淋漓[40]。城市热岛使得市区比郊区温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在

炎热的夏季,持续的高温使人心情烦躁,工作效率降低;同时热岛加剧城市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热岛中心长

期居住的居民以消化系统疾病多见,表现为食欲减退、消化不良、溃疡病最多,胃肠道疾病的复发周期短,复发率高。热岛中心地

区居民神经系统方面的损害也较严重,神经系统患病率达 30%,主要表现为神经官能症、失眠、烦躁不安、记忆力下降、精神萎

靡、忧郁压抑感等[41]。但在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市区由于热岛存在一年中具有更多的舒适气候环境(占全年的 30%)和较少

的寒冷时间(占 54%);而郊区对应的分别为 20%、66%[40]。
表 1 湿热指数分类[39]

Table1 Thecategoriesofthethermohygrometricindex(THI)

湿热指数类型 THIcategory 温度 Temperature(℃)

高度冰冷 Hyperglacial <-40
冰冷 Glacial -39.9～-20
极端寒冷 Extremelycold -19.9～-10
非常寒冷 Verycold -9.9～-1.8
寒冷 Cold -1.7～+12.9
凉爽 Cool +13～+14.9
舒适 Comfortable +15～+19.9
热 Hot +20～+26.4
很热 Veryhot +26.5～+29.9
酷热 Torrid >+30

2 热岛对策

2.1 减少人为热排放

减 少 城 市 人 为 热 和 大 气 污 染 物 的 排 放,避 免 大 量 使 用 煤

炭、燃 油 等,尽 可 能 开 发 使 用 太 阳 能、风 能 等 可 再 生 的 绿 色 能

源;同时,大力推广集中供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交通

运输、工业生产的能源利用效率,尽量减少人为热和温室气体

的排放。

2.2 科学合理规划城市

城市热岛与建筑物密度呈正相关,跟风速大小呈负相关,
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或改造过程中,改变建筑空间布局,严格

控制建筑密度,安排合理的建筑间距,避免市区内建筑呈团块

状分布。根据城市常年气象条件,布局道路系统,加快市区与

郊区的空气流通。工业区应尽量安排在城市盛行风的下风向,尽量减少它对城市热环境的不利影响。

2.3 建设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改变了建筑的习性,其结构不易产生极高的温度。主要是由于通过建造绿色屋顶,太阳辐射、外部温度、相对湿度

以及风速等都会降低,而且植物通过生物代谢过程可以吸收大量的太阳能。在屋顶植被吸收的热量中,其中有 27%用于反射,

60%被植物和土壤吸收,13%被传输到土壤中了[42]。绿色屋顶可以大大降低房屋能耗,仅树木阴影可以减少降温能耗的 10%～

50%[43]。

2.4 采用高反射率的地表材料

采用高反射率的地表材料是减轻城市热岛直接而又廉价的方法。利用该方法结合种植树木等,可以有效地降低市中心温

度,减少能量消耗,降低烟雾形成,提高城市空气质量[44]。SarahBretz对 California表层材料作了费用-收益分析,定量分析了

高太阳反射率的材料减少能耗的作用,强调其可以缓解热岛效应,提高空气质量[45]。

2.5 增加城市绿地、水体

城市绿地、水体具有"冷岛效应(parkcoolislandeffect)"。无论白天或黑夜,Vancouver公园一般要比周围低 1～2℃,理想

条件下其温差可达 5℃,PCI效应明显。公园类型、种植方式以及灌溉幅度是影响 PCI发挥的重要因子。白天,树木通过阴影和

蒸发交互作用降低气温;夜晚,地表几何结构和公园湿度能控制地表降温。但公园对气温的影响是有限的,一般局限在大约一个

公园的宽度范围[46]。

3 研究展望

(1)目前城市热岛研究主要集中在热岛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而城市热岛与其它生态环境问题的关系未受到人们重视。
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城市热岛时空变化对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机制,为城市规划、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城市热岛起初只是比较城郊气温的差异,后来发展为利用移动样带的方法测定热岛水平空间分布,垂直布点测定热岛

立体空间分布。遥感技术测定地表温度具有覆盖广、监测快、更新容易等优点,很快得以运用。随着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

和高时间分辨率传感器的发展,尤其是相应的新一代卫星遥感出现,大大促进了利用遥感技术定量分析物体热学性质与地表生

态环境参数的关系,但遥感模型反演中的不确定性是当今面临的极大挑战。

(3)由于城市热岛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模型的多样性。前期的统计模型和能量平衡模型可以从宏观上描述城市热岛时空

变化,实验室模型由于条件易控,可重复性强,周期短等,在进行城市热岛复杂模型研究时具有明显的优势。数值模型可以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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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上详细研究城市热岛的产生、发展及对环境的影响。它是用数值计算方法直接求解物质守恒方程,或者求解在各种近似条件

下简化形式的物质守恒方程。它不但能求出城市热岛产生变化过程,还能求出城市温度场、风场以及污染物场的分布情况。借助

于遥感数据作为模型输入量,进行大气质量、城市生态环境模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4)城市热岛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到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是不同的,决定了研究城市热岛所采用的时空尺度各不相同。
在某一尺度上,观测到的城市热岛性质、规律,在另一个尺度上不一定有效,需要验证与修正。不同尺度上,与热岛现象相联系的

生态环境问题差异很大。而多平台、多传感器方式采集的地面数据也具有多空间分辨率特征。所有这些,都要求研究者注重城市

热岛研究中尺度转换问题。借助于景观生态学思想,研究不同尺度上城市景观格局对热力学响应机制以及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已日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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