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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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属于《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的第9部分。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气候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玉、杨晶、高志国、杨司琪、刘啸然、赵悦晨、马圆、高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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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精神，

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是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之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

二十二条规定：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强制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气候

资源，规范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领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特制订《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系列标

准。本文件是《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系列标准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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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 第 9部分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论证内容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物流类园区（开发区）、以物流为主导产业的

园区（开发区）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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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92-2012 降水量等级 

QX/T 55-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QX/T 118-2010 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QX/T 423-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报告编制 

QX/T 426-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资料收集 

QX/T 457-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气象观测资料加工处理 

QX/T 469-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总则 

QX/T 85-2018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DB15/T 933—2015 内蒙古地区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标准 

GB/T 18354-2006 物流术语 

GB T 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候可行性论证 climate feasibility demonstration 

对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规划和建设等项目进行气候适宜性、风险性及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的

分析、评估活动。 

[来源：QX/T 242,3.4] 

3.2 物流园区 Logistics Park 

为了实现物流设施集约化和物流运作共同化，或者出于城市物流设施空间布局合理化的目的而在城

市周边等区域，集中建设的物流设施群与众多物流业者在地域上的物理集结地。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2.15] 

3.3 物流服务 Logistics service 

为满足客户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物流活动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2.7] 

3.4 物流企业 Logistics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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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流基本功能范围内的物流业务设计及系统运作，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实

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2.16] 

3.5 参证气象站 referenc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气象分析计算所参照具有长年代气象数据的国家气象观测站。 

[来源QX/T 423,定义3.1] 

3.6 专用气象站 dedicate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为工程项目选址或建设项目获取气象要素值而设立的气象观测站。  

[来源：QX/T 423-2018,术语和定义3.2] 

3.7 气候适宜性 climatic adaptability 

指通过分析光照、温度、降水、风等要素值来评价一个地区的地理气候对人类以及动植物生产生活

的适宜程度，表述的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 

3.8 气候风险性 Climatic risk 

指与气候相关的致险因子（极端事件与变化趋势）、承险体（承灾体暴露度与脆弱性）相互作用，

是对风险的可能性和脆弱性的评估。气候风险性包括两个维度（即致险因子和承险体）、三个单方面（可

能性、脆弱性及暴露度）的综合风险。 

3.9 特征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指与关键气象因子或高影响天气现象关联，并表征论证对象受影响特征的因子。 

3.10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high -impact weather event 

指直接影响论证对象建设或运营的天气气候事件。 

[来源：QX/T 423-2018,术语和定义3.4] 

3.11 气象灾害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由于气象原因给有关行业、部门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  

3.12 工程气象参数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 

用于规划和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的气象特征值。 

[来源：QX/T 469-2018,术语和定义3.7] 

4 需求调研 

进行实地调研，与物流类园区（开发区）规划管理部门、工程设计单位座谈，了解物流类园区（开

发区）规划设计方案，明晰园区（开发区）及企业中关于气候环境方面的服务需求。宜在园区和企业进

行实地踏勘，调研园区及企业的实际分布情况，确定气候可行性论证的研究范围和重点。 

5 资料收集与要求 

5.1 资料收集 

5.1.1 气象资料 

收集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所在区域的气象站分布和历史沿革资料，以及参证气象站、区域气象站

和专用气象站的相关气象资料；所在区域及周边的气象灾害资料及项目对应气象灾情资料；其他气象资

料，如再分析资料，模式模拟结果，卫星遥感、雷达探测及探空观测气象资料等。 

5.1.2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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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和资料，包括园区所在地的基础地理信息及高分辨率的地形数据，涉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或项目建议书，相关论证研究成果等。 

5.2 资料要求 

5.2.1 气象站点选择 

参证气象站选取方法应参照QX/T 423的规定，且必须具有30年以上连续气象观测资料。 

对地形复杂或缺少气象站点的园区应建设专用气象观测站，按照QX/T 449要求，开展至少一年的现

场观测。 

5.2.2 气象资料质量控制 

应按照QX/T 118的要求对气象资料进行质量控制。 

5.2.3 气象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分析 

应按照QX/T 423的规定，分析气象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和比较性。 

5.2.4 地形资料要求 

地形数据分辨率不宜低于1:50000，或使用工程设计单位提供的高分辨率地形数据。 

6 数据处理 

按照QX/T 457规定的方法，对气象观测资料进行加工处理。 

7 气象参数计算方法 

7.1 暴雨强度公式编制基础数据 

应按照GB 50014和DB15/T 2040的要求，编制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所在城市的暴雨强度公式。 

注： 如该城市已有暴雨强度公式，应使用最新资料对暴雨强度公式进行复核。 

7.2 雷击风险评估 

按照QX/T 85的规定，进行雷电灾害专项风险评估。园区及物流企业建设期间以及建成后的日常巡

检，应按照QX/T 105、QX/T 560和QX/T 498的规定，进行日常雷电检测、竣工验收。 

7.3 抗风参数和基本风压计算 

应按照GB 50009和QX/T 436规定的方法，计算重现期风速和基本风压。 

7.4 基本雪压计算 

应按照GB 50009规定的方法，计算基本雪压。 

7.5 基本气温计算 

应按照GB 50009规定的方法，计算基本气温。 

7.6 防洪、防积水设计气象参数计算 

采用皮尔逊Ⅲ型分布函数拟合不同重现期的日最大降水量、最大连续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降水量。 

7.7 设计冻土深度计算 

采用极值I型函数推算各重现期冻土深度。 

7.8 暖通设计参数计算 

应按照GB 50736的要求，计算暖通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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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容要求 

8.1 概况及特征分析 

简述物流类园区（开发区）基本情况及周边气象灾害历史事件、物流企业座谈及现场踏勘情况，给

出关键气象因子及高影响天气现象选择和说明。 

8.2 大气环流特征 

分析区域四季大气环流特征，描述大尺度环流特征对区域气候形成的影响。 

8.3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建设气候适宜性分析 

分析影响物流类园区工程建设施工和运行维护主要气象要素，如风、气温、湿度、降水、日照、能

见度等气象要素特征，结合地形、下垫面类型、交通状况等信息，给出园区选址和建成后运营维护的主

要气象要素的适宜性分析结论。 

8.4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8.4.1 高影响气象灾害评估 

对物流类园区（开发区）工程建设和运营影响较大的气象灾害或天气气候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雷电、

大风、暴雨洪涝、降雪和积雪、结冰、雾霾、沙尘天气、能见度、寒潮、极端高低温等。应分析论证影

响物流类园区（开发区）工程建设、运营的高影响天气变化规律，分析其出现频率及强度特征，分析计

算其特征参数，并以图、表形式给出分析结果。 

8.4.2 气象灾害防御措施 

应结合工程设备性能参数、工程建设标准和运营管理规范，给出避免或减缓气象灾害影响的措施。 

8.5 工程相关气象参数推算 

按照第6章给出的计算方法，推算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所在区域各相关气象参数。 

8.6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建设对局地气象环境的可能影响 

主流研究方法采用数值模拟，一般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模拟（CFD）或城市小尺度模式。分别模拟园

区区域冬、夏季包含地面高度温度和10米高度温度的空间分布，10米高度冬、夏季流场模拟空间分布，

园区建设对局地气象环境的可能影响的结论。 

8.7 主要结论和适用性说明 

8.7.1 主要结论 

给出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气候适宜性、风险性和可能对局地气候的影响三方面的主要结论，提出

明确的结论性建议。 

8.7.2 适用性说明 

给出论证结论的适用范围，论证中存在的可能存在的误差和不确定性，提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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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封面及封二 

A.1 封面 

 

 

 

“XXXXXXX物流类园区（开发区）” 

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 

 

 

 

 

 

 

 

 

 

 

 

 

 

编制单位名称 

XXXX年XX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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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封二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承担单位： 

 

协作单位：（有必要时可加上） 

 

 

 

项目负责人：姓名  职称（单位） 

 

技术负责人：姓名  职称（单位） 

 

参加人员：姓名  职称（单位） 

 

 

编写人员：        

姓名 职称 负责章节 签字 

    

    

    

 

审核人：姓名（签字） 

 

审定人：姓名（签字） 

 

批准人：姓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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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物流类园区（开发区）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编排格式 

B.1 概述 

B.1.1 项目来源 

B.1.2 工作目的 

B.1.3 编制依据 

B.1.4 术语 

B.2 项目概况及特征分析 

B.2.1 园区基本情况 

B.2.2 园区及周边气象灾害历史事件 

B.2.3 企业座谈及现场踏勘 

B.2.4 关键气象因子及高影响天气现象选择 

B.3 资料说明 

B.3.1 资料内容和来源 

B.3.2 资料质量控制与均一性检查 

B.3.3 参证气象站选取 

B.3.4 气象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一致性分析 

B.4 气候适宜性分析 

B.4.1 大气环流特征 

B.4.2 主要天气系统 

B.4.3 气候特征 

B.5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B.5.1 高影响天气现象变化规律 

B.5.2 高影响天气现象出现频率及强度特性 

B.5.3 高影响天气现象特征参数的极值分析 

B.6 园区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B.7 关键气象参数分析与推算 

B.7.1 暴雨强度公式 

B.7.2 雷击风险评估 

B.7.3 风速极值推算 

B.7.4 最高、最低气温极值及室外空气计算参数推算 

B.7.5 降水极值推算 

B.7.6 设计冻土深度推算 

B.7.7 雪压极值推算 

B.7.8 工业建筑采暖通风气象参数 

B.8 结论和建议 

B.8.1 结论 

B.8.2 适用性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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