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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对高温热浪的感知研究
———基于福州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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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高温热浪更是其突出表现。 民众感知是适应高温热浪的重要前提与社

会基础。 文章以高温热浪发生最为剧烈的福州市为例，基于 ５８５ 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居民对高温热浪的感知及其差

异。 结果显示：（１）７５．５６％的居民能够准确感知当地气温升高趋势，８５．８１％的居民认为 ２０００ 年至今气温升高最为明显，感知结

果与气象监测数据基本一致；（２）居民对于高温热浪影响感知水平较高，８５．８１％的居民认为高温热浪对个人与家人的日常生活

有显著影响；（３）不同年龄段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感知差异明显，而不同健康状况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差异明显。 研究对

于引导城市居民采取适应措施减缓或消除高温热浪不利影响，以及政府制定适应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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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近年来高温热浪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给人类生

存、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系统等造成了严重威胁［１⁃２］，高温热浪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３⁃７］。 国

际上相关研究的开展开始较早，尤其是 １９９５ 年芝加哥与 ２００３ 年欧洲高温热浪事件发生以后，西方学者愈发

重视高温热浪的成因、影响、以及公众感知与适应问题［８⁃９］。 国内学者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涉及该领域，研
究脉络与国外的基本一致。 然而，国内针对高温热浪感知与适应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现有学术成果主要

集中于健康风险感知方面，如王金娜等［１０］在山东大学开展针对在校大学生高温热浪感知与应对行为的调查

研究；许燕君等［１１］通过对广东省居民热浪健康风险认知的调查，对居民的认知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刘涛等［１２］对广东省公众高温热浪风险感知、适应行为、以及中暑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

公众高温热浪感知是公众对高温热浪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是公众风险感知或环境感知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３⁃１５］。 研究表明，通过提高公众高温热浪感知，有助于采取正确的适应措施，从而有效减缓或消除高温热

浪影响［９］。 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公众高温热浪感知特征和差异，对于引导公众采取恰当的适应措施减缓高

温热浪不利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政府制定科学合理适应政策的社会基础。 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我国城

市居民高温热浪感知现状，感知的社会群体差异及其原因等关键问题尚无清晰的认识。 鉴于此，本文选择高

温热浪影响最为典型的福州市作为案例区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福州市居民对高温热浪感知的一般

特征，希望能够初步回答上述问题并丰富相关研究。

１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样本分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福州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闽江下游，地处东经 １１８°０８′—１２０°３１′、北纬 ２５°１５′—２６°３９′之间。 属典型亚

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 １７—２２ ℃，年平均降雨量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ｍｍ。 福州市地貌类型为河口盆地，主城区

四周群山环抱，地形相对封闭，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穿城而过。 ２０１２ 年，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４２１０．
９３ 亿元，常住人口 ７２７．００ 万人，城镇化率 ６４．８％，其中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７５．６７ 亿元，常住人口 ２９８．４９ 万

人，城镇化率 ９７．０４％［１６］。 受全球气候变暖和地形影响，加上快速城镇化所引起的城市下垫面变化、人为热源

增加等原因，福州市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夏季高温日数逐年增加，频繁遭受高温热浪袭击。 ２００３ 年福州

市连续 ２４ 天最高气温超过 ３５ ℃，７ 月 ２６ 日更是达到破 ６０ 年记录的 ４１．７ ℃ ［１７］，甚至超过了 ２００３ 年欧洲热

浪袭击中瑞士 ４１．１ ℃的破纪录日最高气温［４］。 ２０１３ 年，福州市更是以 ３２．６ 天的年均高温日数（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成为“中国新四大火炉之首” ［１８］。 因此，福州市是进行居民高温热浪感知研究的理想区域。
１．２　 调查方法与样本属性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１１ 月，以福州市区（含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和马尾区）各大

社区、公园为主要调查地点，随机选取调查对象。 由受访者独立填写完整的调查问卷，并选择部分受访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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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 如受访者不识字或无法独立填写问卷，由调查者口述问题并代为填写答案，填写调查问卷时长为

３０ 分钟至 １ 小时，从而保证了问卷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调查问卷内容涉及：（１）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２）受访者对高温热浪的感知；（３）受访者对高温热浪影响的感知；（４）受访

者应对高温热浪的适应行为等方面。 本文从中选取若干问题对福州市居民高温热浪感知特征进行初步分析。

图 １　 受访者的样本属性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６５０ 份，收回问卷 ６１１ 份，剔
除不选或漏选率超过 ２０％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５８５
份，有效率达 ９０％。 问卷调查有效样本属性如图 １：受
访者男女比例分别为 ５１．９７％和 ４８．０３％；年龄结构主要

以 ２６—３５ 岁（３４．８７％）、１８—２５ 岁（２６．１５％）和 ３６—５５
岁（２４．９６％）年龄段为主，５６—６０ 岁与 ６１ 岁及以上各占

４．６２％与 ９．４０％；教育结构以中高等教育程度为主，大专

及以上学历受访者达 ６７．８６％，低教育水平受访者数量

较少；职业结构以专业技术人员（２３．２５％）和商业 ／服务

业人员（１９．３２％）为主，其次是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１３．５０％）。 受访者结构大体符合福州市人

口结构，能够总体反映福州市城市居民的特征，样本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气温升高趋势与发生时间感知

２．１．１　 气温升高趋势

受访者对问题“请问，您认为近 ５ 年气温与您孩童时期的气温相比？”的回答最直观的反映出他们对福州

市气温变化总体趋势的判断。 调查结果（图 ２）显示，明确表示近 ５ 年当地气温存在升高趋势的受访者占总人

数的 ７５．５６％，其中，认为气温升高和明显升高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１．８０％和 ４３．７６％。 基于福州站

（５８８４７，１１９．２８ Ｅ，２６．０８ Ｎ）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气温资料的统计结果显示（图 ３），福州市年平均气温正以 ０．３４ ℃ ／
１０ ａ 的速度显著升高（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１）。 可见受访者对于福州市气温升高趋势的感知与基于气象数据的

统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大部分受访者能够准确感知当地气温升高趋势。 当然还有一些受访者（２４．４４％）未
能感知到气温升高趋势，甚至其中有极少数人（１．７１％）感觉气温在下降。 一方面可能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

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有关，如年际间气温波动幅度较大，使受访者不能正确感知气温变化总体趋势［１９］；另一方面

受访者的个体生理特征也可能存在一定影响，如对高温的耐受程度越高，对高温的感知可能越低。
２．１．２　 气温升高发生时间

当受访者被问及当地气温升高的年代时，选择率从高到低依次是 ２０００ 年至今（８５．８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１０．９４％）、１９８０ 年以前（１．３７％）和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１．２０％）（图 ４）。 对照气象监测数据（图 ３），福州市气温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缓慢上升，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则出现一个大幅上升过程。 可见，受
访者未能感知气温升高的全过程，仅对近期的气温升高感知较高。 除了受访者年龄结构因素的可能影响外，
人群观察和记忆事物的特殊性也密切相关。 相关学者［１９⁃２０］ 认为人群观察和记忆事物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
受访者通常对近几年的天气变化记忆清晰和深刻，对发生时间久远的天气变化则记忆模糊，从而影响受访者

的感知结果。 本次调查的深度访谈也支持这一解释，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对近几年（特别是今年）福州市夏季

的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冬季的“暖冬”现象反应强烈，对影响较大的高温热浪事件更是记忆犹新，如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福州市夏季的极端高温天气，而对于 ２０００ 年之前的高温天气则很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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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居民对气温变化趋势的感知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图 ３　 福州市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数据来源：福建省福州站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逐日气温资料

２．２　 高温热浪影响感知

个人与家庭日常生活受高温热浪的实际影响程度

决定了居民对高温热浪的感知程度，如果居民能够意识

到自己已经或者正在遭受高温热浪的不利影响，则更有

可能采取适应措施减缓这种影响［２１］。 本次问卷调查询

问了受访者对于高温热浪对其个人和家人生活影响程

度的感知，结果显示（图 ５），８５．８１％的受访者认为高温

热浪对其个人和家人有影响（含“影响非常大”、“影响

比较大”和“有一些影响”），１４．０２％的受访者认为没有

影响（含“影响不大”和“丝毫没有影响”）。 这一结果

要高于 Ｋａｌｋｓｔｅｉｎ 等人［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都凤凰城

开展的公众热浪风险感知调查结果，他们发现 ６９．７％的

受访者认为高温热浪是“非常危险”和“危险”。 调查

中，受访者认为福州市区夏季高温热浪发生频繁，温度

高于周边地区，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被
迫选择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外出。 同时，受访者表示受夏

季高温热浪天气影响，自己和家人容易出现中暑、过敏、睡眠不好以及因空调使用引发感冒等健康问题。 受访

者总体上对福州市高温热浪影响感知较为强烈，这可能与受访者普遍经历高温热浪有关（本次调查发现 ７９．
８３％的受访者曾经历过高温热浪），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近年来福州市夏季高温热浪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

间不断上升的趋势。
２．３　 高温热浪感知的群体差异

为深入了解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对高温热浪感知差异及其成因，本研究对居民的人口学特征与对高温热

浪感知进行了方差分析（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结果显示（表 １），居民对福州气温升高趋势感知在性别、教
育程度、职业和健康状况上差异并不明显，但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Ｐ ＝ ０．００３，达 ０．０１ 显著水平）。 居民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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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升高趋势感知程度随年龄增加在波动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感知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年龄

段分别为 ５６—６０ 岁和 １８—２５ 岁。 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上差异不大，但存

在显著的健康状况差异（Ｐ＝ ０．０２９，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 不同健康状况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的感知程度从高

到底依次是很糟糕、不好、一般和很好，即随着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程度逐渐下降。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对高温热浪感知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ＯＶ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ｅａｔ ｗａ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气温升高趋势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高温热浪影响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ｗａｖｅ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０．７６ ０．１９７（０．６５７） ３．３２ ０．２３（０．６３２）

女 ０．７５ ３．３６

年龄 Ａｇｅ １８—２５ 岁 ０．６４ ４．０１４（０．００３）∗∗ ３．２７ １．００２（０．４０６）

２６—３５ 岁 ０．８ ３．２９

３６—５５ 岁 ０．７７ ３．４２

５６—６０ 岁 ０．８５ ３．４１

６１ 岁及以上 ０．８ ３．４７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０．６７ ０．７５（０．５２３） ３．３ ０．２４３（０．８６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初中 ０．８２ ３．２４

高中、中专 ０．７６ ３．３６

大专及以上 ０．７５ ３．３５

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８３ １．４１９（０．１７６） ３．４７ １．８４７（０．０５７）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６９ ３．２５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７７ ３．５１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８ ３．２１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０．６ ２．６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０．８ ３．４１

军人 ０．４ ３

离退休人员 ０．８２ ３．５５

待业或在校学生 ０．７２ ３．３９

其他 ０．６８ ３．１８

健康状况 很糟糕 １ １．０７７（０．３５８） ４．３３ ３．０３５（０．０２９）∗

Ｈｅａｌｔｈ 不好 ０．８８ ３．６４

一般 ０．７５ ３．３６

很好 ０．７５ ３．２５
　 　 括号内为 Ｐ 值；∗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１）福州市居民总体上（７５．５６％）能够准确感知本地气温升高趋势，８５．８１％的居民认为在 ２０００ 年至今气

温升高最为明显，感知结果与气象监测数据基本一致。 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和发生时间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以往高温天气经历，特别是历次重大高温热浪事件经历。 而居民对这些经历在时序上具有不同的记忆程

度，如本次调查中就发现居民对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高温天气（如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夏季发生的重大高温热浪事

件）记忆清晰，而对于在此之前的高温天气则记忆模糊很少提及，居民据此判断当地气温升高趋势和发生时

间，必然存在一定局限。 除此之外，居民的年龄、职业、收入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对气温升高趋势

和发生时间感知的重要因素［２２］，如上文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感知存在明显差异，
其他个体特征因素对居民感知活动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福州市居民对于高温热浪影响感知水平较高，大部分受访者（８５．８１％）认为高温热浪对其个人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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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 高温热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直接影响人体健康，诱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

系统疾病，还会引起城市用水、用电紧张，加剧城市空气污染等问题［２３］，而这些都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一旦发生将给居民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福
州市夏季高温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屡屡打破历史气象记录，使居民普遍经历高温热浪天气，对高温

热浪的影响（特别是高温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和生活不便）有切身体会，因而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较为强烈。
（３）福州市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感知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存在显著的健康状况差

异。 本研究中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感知随年龄增加在波动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可能是因为随

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相关经历更为丰富，因而更有可能基于自身经历正确判断出气温变化趋势。 同时，由于

老年人自身生理变化，对环境温度的感知能力较差，常常不能正确感知环境温度的变化［２４］，因而 ６１ 岁及以上

居民对气温升高趋势感知强度反而下降。 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程度随着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逐渐上升，
这也比较符合一般认识，相比健康水平较高的居民，健康水平较低的居民脆弱性更高，更易遭受高温热浪的不

利影响，如中暑、焦虑、心脑血管疾病等问题，因而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程度更高。 本研究并未发现居民对高

温热浪影响感知存在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的差别，这可能与居民总体感知水平较高有关。 当然，高温热

浪感知差异及其成因并非仅对这五个因素进行简单的方差分析所能解释，本文仅做初步探讨，还有待下一步

更深入的定量验证。
（４）高温热浪感知与适应行为是居民减缓高温热浪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高温热浪感知是公众适应行为

的心理基础和主要依据，而适应行为的实施则是减缓或消除高温热浪影响的重要途径。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福

州市居民对如何预防和适应高温热浪有简单的认知，大部分受访者采取多喝水（９２．６５％）、调整饮食结构（７１．
２８％）、安装空调（６６．８４％）、买凉快衣服或遮阳设备（５９．８３％）、喝凉茶或消暑的中药（５１．７９％）等适应措施，经
济因素和便捷性是居民采取适应措施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空调是居民减缓高温热浪影响

的有效适应措施，但其广泛使用将加强城市热岛效应，增加高温热浪风险。 今后应尽量减少空调使用，寻求更

为环保、高效、可持续性强的适应措施。
（５）目前高温热浪感知研究在国内开展的还比较少，对于在我国特定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下公众对高

温热浪感知与适应还缺乏系统性研究。 本文基于 ５８５ 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福州市居民高温热浪感知现状、感
知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考虑到居民高温热浪感知的时空变化特

征，若能将问卷调查的样点分布与福州市热岛效应分布叠加分析，则更为理想，受文章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

将在今后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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