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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青海省气候中心、青海省气象台、青海携游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权晨、段丽君、祁栋林、徐亮、赵彤、申燕玲、沈晓燕、朱生翠、马秀梅、谈

昌荣、杜华礼、王惠平、安琳、陈奇。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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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原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高原地区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业务服务和科研活动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63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

GB/T 36744 紫外线指数预报方法

DB63/T 1931 高原大气含氧量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盐湖

湖水矿化度大于35g/L的湖泊。

3.2　

温湿指数

描述人体对环境温度和湿度综合感受的指数。

[来源：GB/T 27963-2011,2.7]

3.3　

风效指数

描述人体对风、温度和日照综合感受的指数。

[来源：GB/T 27963-2011,2.8]

3.4　

紫外线指数

地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红斑有效辐照度水准的量化指标。

[来源：GB/T 36744-2018,2.3]

3.5　

旅游气候舒适度

旅游及其他户外活动时某时段的温湿度、风力、大气含氧量、紫外线强度的适宜程度。

4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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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温湿指数计算方法

温湿指数见公式（1），评价等级见表1。

𝐼 = 1.8 × 𝑇 + 32 ―0.55 × (1 ― 𝑅𝐻) × (1.8 × 𝑇 ― 26)………………………（1）

式中：

𝐼  ——温湿指数；

𝑇  ——某一时段平均温度（℃）；

𝑅𝐻——某一时段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表 1 温湿指数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温湿指数（𝑰） 舒适程度

一级 𝐼≥60 凉，非常舒适

二级 55≤𝐼＜60 清凉，舒适

三级 45≤𝐼＜55 偏冷，较不舒适

四级 40≤𝐼＜45 寒冷，不舒适

五级 𝐼＜40 极冷，极不舒适

4.2　风效指数计算方法

风效指数见公式（2），评价等级见表2。

𝐾 = ― (10 × 𝑉 + 10.45 ― 𝑉) × (33 ― 𝑇) +8.55 × 𝑆…………………………（2）

式中：

𝐾——风效指数；

𝑇——某一时段平均温度（℃）；

𝑉——某一时段平均风速（m/s）；

𝑆——某一时段平均日照时数（h/d）。

表 2 风效指数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风效指数（𝑲） 舒适程度

一级 𝐾≥-300 非常舒适

二级 -600≤𝐾＜-300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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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800≤𝐾＜-600 较不舒适

四级 -1000≤𝐾＜-800 不舒适

五级 𝐾＜-1000 极不舒适

4.3　大气含氧量指数计算方法

大气含氧量指数见公式（3），评价等级见表3。

𝛲 =
𝜌
𝜌0

× 100%………………………………………………………………（3）

式中：

𝛲  ——大气含氧量指数（%）；

𝜌  ——大气含氧量（g/m3），按照DB63/T 1931计算；

𝜌0 ——平均海平面大气含氧量（g/m3），取值283.8 g/m3。

表 3 大气含氧量指数评价等级

等级 大气含氧量指数（𝜬） 含氧量程度

一级 𝛲≥79% 轻度缺氧，基本不影响

二级 72%≤𝛲＜79% 轻度缺氧，有轻微影响

三级 65%≤𝛲＜72% 中度缺氧，有影响

四级 57%≤𝛲＜65% 重度缺氧，影响较大

五级 𝛲＜57% 严重缺氧，影响极大

4.4　紫外线指数计算方法

紫外线指数见公式（4），评价等级见表4。

𝑈𝑉𝐼 ≈
𝑄𝑈𝑉 × 𝐶𝑈𝑉

∆𝐼 ………………………………………………………………（4）

式中：

𝑈𝑉𝐼 ——紫外线指数，无量纲值；

𝑄𝑈𝑉 ——地面紫外线辐照度（W/m2），按照 GB/T 36744计算；

𝐶𝑈𝑉 ——等效红斑订正因子，取值 0.01；

∆𝐼  ——与单位紫外线指数相当的紫外线辐照度（W/m2），取值 0.025（W/m2）。

表 4 紫外线指数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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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紫外线指数（𝑼𝑽𝑰） 紫外辐射强度

一级 0,1,2 最弱

二级 3,4 弱

三级 5,6 中等

四级 7,8,9 强

五级 ≥10 很强

4.5　气候舒适度评价

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指数见公式（5），评价等级见表5。

𝑌 = |0.22 × 𝐼 + 0.22 × 𝐾 + 0.24 × 𝑃 + 0.32 × 𝑈𝑉𝐼|……………………………………（5）

式中：

𝑌  ——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指数，无量纲，取整数。

𝐼  ——温湿指数；

𝐾  ——风效指数；

𝑃  ——大气含氧量指数；

𝑈𝑉𝐼——紫外线指数。

表 5 盐湖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等级

等级 舒适度指数（𝒀） 舒适程度

一级 𝑌≤50 非常舒适

二级 50＜𝑌≤54 较舒适

三级 54＜𝑌≤59 舒适

四级 59＜𝑌≤67 不舒适

五级 𝑌＞67 极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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