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7.060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号 

 1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DB XX/T XXXX—XXXX 
      

 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  

第 8部分：能源化工类园区 
 

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climatic feasibility demonstration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发 布 



DB XX/T 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工作流程 ........................................................................... 2 

 资料收集 ....................................................................... 2 4.1 

 现场踏勘 ....................................................................... 2 4.2 

 计算分析 ....................................................................... 3 4.3 

 报告编制 ....................................................................... 3 4.4 

5  资料收集与处理 ..................................................................... 3 

 参证气象站选取 ................................................................. 3 5.1 

 资料清单 ....................................................................... 4 5.2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 4 5.3 

6  论证内容 ........................................................................... 4 

 气候适宜性 ..................................................................... 4 6.1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 5 6.2 

 工程气象参数推算 ............................................................... 6 6.3 

 能源化工类园区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 6 6.4 

 主要结论和建议 ................................................................. 7 6.5 

附录 A（规范性）  能源化工类园区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编排 ..................... 8 

参考文献 .............................................................................. 9 



DB XX/T XXXX—XXX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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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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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司琪、杨晶、高春香、刘新、孙玉、赵悦晨、刘啸然、马圆、魏巍、马玉峰 

 



DB XX/T XXXX—XXXX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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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各类重大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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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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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  

第 8 部分：能源化工类园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能源化工类园区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基本要求、技术流程、重点解决的问题、工作步骤、

论证规范和论证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能源化工类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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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报告编制》（QX/T 423-2018）  

（2）《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资料收集》（QX/T 426-2018） 

（3）《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气象观测资料加工处理》（QX/T 457-2018） 

（4）《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总则》（QX/T 469-2018） 

（5）《内蒙古地区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标准》（DB15/T 933—2015） 

（6）《内蒙古地区高寒标准》（DB15/T932-2015） 

（7）《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数值模拟与再分析资料应用》（QX/T 497-2019） 

（8）《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编制技术规范》（DB15/T 2040-2020） 

（9）《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QX/T 85-2018） 

（10）《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极值概率统计分析》（QX/T 529-2019） 

（1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12）《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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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atic feasibility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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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析、评估活动。 

[来源：QX/T 469，术语和定义3.1] 

 3.2 

能源化工类园区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park 

指以对能源资源进行开发、加工和利用为主导产业园区，包括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新

能源工业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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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参证气象站 referenc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指在拟论证项目区域内或附近，可利用其长序列气象观测资料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国家气象站。

国家气象站包括GB31221中定义的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国家一般气象站。 

[来源：QX/T 423-2018,术语和定义3.1] 

 3.4 

关键气象因子 ke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指与项目实施具有制约性关系，并可直接测量的大气状态参量。 

[来源：QX/T 423-2018,术语和定义3.3]] 

 3.5 

气候适宜性 climatic su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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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大气扩散条件 atmospheric diffusion condition 

对大气污染物的传输、稀释、聚积和清除等有影响的气象条件。 

 3.7 

大气自净能力 atmospheric self-purification capability 

大气通风稀释及湿清除过程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能力。 

注： 单位为吨/天/平方公里（t·d-1·km2）。 

[来源：QX/T 34299-2017,术语和定义2.1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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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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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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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工程气象参数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用于规划和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的气象特征值。 

[来源：QX/T 469，术语和定义3.7] 

4 工作流程 

资料收集 4.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对项目类型、规模以及敏感气候要素等进行初步研究，编制能源化

工类园区区域气候论证性论证工作方案，收集园区具体范围（或拐点坐标）、总体规划等相关的资料。 

现场踏勘 4.2 

对能源类园区进行实地踏勘，了解园区所在区域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特征，开展现场气象灾害调查，

必要时进行现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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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 4.3 

依据相关规范和标准，确定参证气象站，并对能源类园区所在区域的气候适宜性、高影响天气及气

象灾害风险、能源类园区建设对局地气候的影响以及与园区设计建设运行相关的气象参数等进行计算分

析。 

报告编制 4.4 

对分析论证结果进行汇总，结合分析评估的内容，编制《能源类园区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 

5 资料收集与处理 

参证气象站选取 5.1 

5.1.1 参证气象站选取原则 

5.1.1.1 代表性 

参证气象站的代表性一方面指其对论证区域的气候代表性，应从气候分区以及各拟选气象站与园区

之间的距离、相关关系、地形、下垫面特征、海拔及区域气候特点等方面综合分析。一般选取与园区距

离50km范围内，地理条件较为相近，且属于同一气候分区的国家气象站作为参证气象站。 

另一方面是指现有资料序列的统计特性能较好地反映总体的统计特性，资料序列连续且年限应30

年以上。 

5.1.1.2 准确性 

参证气象站一般应从园区建设地点周边的国家气象站中选取，从而保证参证气象站观测资料的准确

性。 

5.1.1.3 比较性 

参证气象站资料序列的一致性是指气象条件有无根本变化，观测仪器设备、观测方法及观测环境等

有无变化。应对气象台站历史沿革进行分析，包括观测场变迁、观测仪器设备变更、观测环境变化以及

观测项目、观测高度和观测方法的变化等，保证参证气象站资料的比较性。一般应选择观测场址保持不

变或迁站次数较少的国家气象站。 

5.1.2 参证气象站选取方法 

优先选取园区周边有满足参证气象站选取原则的气象站，并且经过分析其与园区间海拔高度差异、

相对距离、地形地貌相似度较高，可直接使用；若园区周边缺乏合适的参证气象站，应在项目论证范围

内选择合适的区域自动观测站或设立一个或几个临时气象观测站进行短期气象观测，以获取参证站与园

区的对比统计分析资料序列。根据现场观测成果，选择论证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气象站同期观测要素进行

相关分析。 

此外，还需对气象资料序列进行均一性检验，若资料序列不满足一致性要求，应进行一致性订正，

均一性检验和订正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常用的均一性检验方法包括滑动t检验法、标准正态

检验法（SNHT）、E-P检验法、惩罚最大F检验法（PMFT）、最大惩罚T检验法（PMT）、potter法、Pairwise

法等，常用的订正方法包括回归订正法、比值订正法等。 

综合相关性分析和一致性检验结果，确定参证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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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清单 5.2 

5.2.1 气象资料 

1) 园区周边国家级气象站信息，如园区周边 3 个以上国家级气象站的经纬度、海拔高度、

建站时间、迁站时间、测风高度变化、仪器型号、观测方式（是定时还是逐时）、台站

周围环境变化等情况，以及距离园区的最短距离和相对位置。 

2) 参证气象站至少 30年以上（必须包括最近年份）逐年、逐月、逐日的相关气象观测资料，

观测要素包括气温、降水、风向、风速、气压、湿度、日照、地温、冻土深度、以及沙

尘暴、扬沙、浮尘、雷电、积雪、冰雹等天气现象等。 

3) 根据需要，收集园区周边的区域自动观测站资料，数据年限应在 1 年以上，要素包括气

温、降水、风向、风速。 

4) 园区周边区域气候监测数据集 ERA5 近 30 年的逐小时再分析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0.25°

×0.25°。 

5) 长序列的全国智能网格实况分析产品（CLDAS2.0实时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0.0625°

×0.0625°。 

6) 园区周边气象灾害资料及对应灾情资料。 

5.2.2 项目相关行业资料 

1) 能源化工类园区调查资料，如园区批复、规划、基础地理数据（园区四至经纬度、数字

高程数据等地理信息数据）、入驻项目信息、周边地形地貌特征、公共设施、生态环境

等资料。 

2) 与能源化工项目相关的所属行业规范、导则、技术标准等。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5.3 

应按照QX/T 457-2018的规定开展气象资料的处理与质量控制，其他资料按照所属行业规范要求进

行处理。 

6 论证内容 

气候适宜性 6.1 

6.1.1 大气环流特征 

描述近30年能源化工类园区所在地区各季节环流特征、分析各季节气候特点。 

6.1.2 主要天气系统 

分析能源化工类园区所在地区的主要天气系统的对该地区天气的影响。 

6.1.3 气候特征分析 

确定影响能源化工园区的关键气象因子，并统计参证气象站近30年相关气象要素的累年值以及建站

至今的相关要素极值情况。近30年相关气象要素一般应包括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降水

量、风速、主导风向、气压、相对湿度等。极值统计应包括极值的数值和出现时间，气象要素一般包括

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日最大降水量、最大风速及其风向、极大风速及其风向等。根据区域气

候特点和能源化工类园区需求，可增加统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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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大气扩散条件 

分析能源化工类园区大气稳定度、混合层高度、大气自净能力、污染系数及风向、风速和稳定度联

合频率特征，对园区大气扩散条件进行评价。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6.2 

应根据园区所在区域气象灾害特点和能源化工类园区需求，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筛选出对能

源化工类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有重要影响的高影响天气气候条件，一般包括雷电、暴雨、高温、低温、

雪灾、沙尘天气、冰雹、土壤冻结等。 

6.2.1 雷电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雷电观测资料，从雷暴日数、闪电出现时间、地闪密度等方面论述雷电

灾害可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科学的防御措施。 

6.2.2 暴雨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降水资料，从最大降水量、降水日数、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大连续降

水量、日最大降水量、小时最大降水量、暴雨灾害致灾因子风险性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暴雨

对能源化工类园区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和建议。 

6.2.3 高温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气象资料，统计分析逐日和逐时最高气>35℃出现日数、出现概率及高

温致灾因子危险性空间分布等特征，论述高温灾害可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6.2.4 低温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气象资料，统计分析逐日和逐时最低气温<-20℃出现日数、最低气温

<-25℃出现日数、最低温度<-30℃出现日数或根据项目需求分析指定界限温度出现日数及低温致灾因子

危险性空间分布，论述低温灾害可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6.2.5 雪灾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气象资料，统计分析降雪日数、积雪日数、最长连续积雪日数、积雪深

度、最大积雪深度、吹雪和雪灾发生次数等气象要素，分析论证雪灾对能源化工类园区可能造成的影响，

并提出防御措施和合理建议。 

6.2.6 风灾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气象资料，统计分析大风日数时间和空间特征，总结大风灾害发生的可

能规律并论大风灾害可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6.2.7 沙尘天气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气象资料，就浮尘日数、扬沙日数、沙尘暴日数等方面论述沙尘天气可

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6.2.8 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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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冻土观测资料，从地面平均温度、低温垂直分布、冻土生消规律、最大

冻土深度等方面论述冻土灾害可能对能源化工类园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6.2.9 冰雹 

利用参证气象站建站至今的冰雹观测资料，从冰雹日数、出现季节、出现概率等方面论述冰雹灾害

可能对能源化工园区入住企业建设和运营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御措施。 

工程气象参数推算 6.3 

关键气象参数推算应包括暴雨强度公式、雷电风险评估、设计风速、设计风压、设计温度、降水极

值、设计雪压、设计冻土深度、工业建筑采暖通风参数等。 

6.3.1 暴雨强度公式 

暴雨公式按照DB15/T 2040-202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选样、资料预处理和计算。 

6.3.2 雷电风险评估 

雷电风险评估按照DB15/T 710.2-2023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评估。 

6.3.3 风速极值推算 

利用参证气象站最大风速资料，给出项目所在区域不同重现期最大风速，并推算基本风压。 

6.3.4 设计气温及极端气温推算 

利用参证气象站高（低）气温月月平均气温和极端最高（低）气温资料，给出项目所在区域不同重

现期高（低）气温月月平均气温和极端最高（低）气温推算结果。 

6.3.5 降水极值推算 

利用参证气象站年最大日降水量资料，给出项目所在区域不同重现期降水极值。 

6.3.6 雪压极值推算 

利用参证气象站最大积雪深度资料，给出项目所在区域不同重现期雪压推算结果。 

6.3.7 设计冻土深度 

利用参证气象站最大冻土深度资料，给出项目所在区域不同重现期最大冻土深度推算结果。 

6.3.8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调室外空气参数推算 

按照GB 50019-2015 4.2节中室外空气计算要求进行推算。 

 

能源化工类园区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6.4 

必要时，需分析评估能源化工类园区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可采用数值模拟或现场观测

两种研究方法。 

6.4.1 影响机理 

基于数值模拟和现场观测结果，结合当地天气形势分析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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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对局地气候的影响 

基于数值模拟和现场观测结果，从对比分析园区及其周边区域建设前后气温、风速等气象要素场空

间分布特征的变化，分析能源化工类园区建设对局地气候的影响。 

主要结论和建议 6.5 

概括总结全部论证内容，从气候条件角度分析得出能源化工类园区规划的可行性，归纳相关工程气

象参数，为园区及其入住企业提出建设和运营阶段预防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影响的对策和建议；给出能源

化工类园区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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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能源化工类园区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编排 

A.1 总则 

A.1.1 任务由来 

A.1.2 论证依据 

A.1.3 论证目的及论证原则 

A.1.4 术语 

A.2 项目概况及特征分析 

A.2.1 园区基本情况 

A.2.2 园区及周边气象灾害历史事件 

A.2.3 企业座谈及现场调查 

A.2.4 园区关键气象因子及高影响天气现象选择 

A.3 资料说明 

A.3.1 资料内容和来源 

A.3.2 参证气象站选取 

A.4 气候适宜性 

A.4.1 大气环流特征 

A.4.2 主要天气系统 

A.4.3 气候特征分析 

A.4.4 大气扩散条件 

A.5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 

A.5.1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 

A.5.2 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对园区建设运营的影响 

A.5.3 防御措施和建议 

A.6 工程气象参数分析与推算 

A.6.1 暴雨强度公式 

A.6.2 雷电风险评估 

A.6.3 风速极值推算 

A.6.4 设计气温与极端气温推算 

A.6.5 降水极值推算 

A.6.6 雪压极值推算 

A.6.7 设计冻土深度 

A.6.8 工业建设供暖通风与空调室外参数推算 

A.7 项目建设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A.8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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