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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FY-3D气象卫星的遥感监测数据，对邢台市2024年度夏季热岛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
夏季邢台市全市平均气温28.1℃，较常年同期偏高1.8℃，为显著偏高年份。其中6月、8月为显著偏高年

份，7月为正常年份。邢台市强热岛区域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钢厂等热源工厂集中地

区，农业种植区域、山区以及植被覆盖茂密区域大多呈弱热岛或无热岛现象。陆表高温与下垫面关系密

切，以不透水层为主的城区陆表温度较高。从空间分布上看，夏季发生热岛效应面积最大并且较强热岛

级别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市区，其次是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从热岛强度等级分布来看，邢台

市以无热岛区为主，主要分布在郊区耕地，强冷岛和较强冷岛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等植被覆盖比较茂密

区域。强热岛区和较强热岛区面积较小，主要分布于人口密集的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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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ata of FY-3D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the heat island effect of 
Xingtai City in summer 2024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X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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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in summer 2024 is 28.1˚C, which is 1.8˚C higher than the same period of normal years, which i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year. Among them, June and August are significantly high years, and July is a nor-
mal year. The strong heat island area in Xingtai Cit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reas with a high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areas where heat source factories such as steel mills are concentrated. Agricul-
tural planting areas, mountainous areas, and areas with dense vegetation cover mostly show weak or 
no heat island phenomenon.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derlying surface, 
and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s higher in the urban area dominated by the impermeable lay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areas with the largest heat island effect in summer 
and above the strong heat island leve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urban areas, followed by area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heat island intensity grade, the 
non-heat island area is the main area,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uburban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strong cold island and strong cold island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and 
other vegetation coverage areas. The area of strong heat island and stronger heat island is small, 
mainly distributed in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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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城市中心区域的气温明显高于周边郊区，从而在温度空间分布上形成类似“岛屿”的现

象[1]-[3]。这种效应不仅加剧了城市高温出现的频率和高温灾害，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损失和生态影响[4]-
[6]。英国学者 Howard 在 1833 年发现伦敦市内的温度比郊区高[7]，而 Manley 在 1958 年首次提出了城市热

岛(Urban Heat Island, UHI)的概念[8]。国内外学者利用遥感技术对城市热岛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Schwarz et 
al.利用多种热岛强度指数对 263 个欧洲国家展开分析，最后认为不同类型的指数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

响[9]，Peng et al. [10]和 Zhou et al. [11]分别在研究全球和欧洲的城市热岛效应时，基于 CCA 计算了城市和

郊区的平均温度差异，从而构建了较为合理的热岛强度指数。朱焱等利用 Landsat 卫星资料遥感分析发现苏

州存在比较明显的城市热岛效应，并且随着城市化过程热岛范围进一步扩展[12]。孙良宵等[13]发现江苏省

夏季热岛强度前期受城区升温影响呈明显增强，后期受郊区升温影响呈明显减弱，高温对整个城区的热岛效

应影响有限，但对城市核心区的热岛效应影响明显。阴瑜鑫等[14]发现人口密度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热岛效应

的主控因子。邢台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华北平原中部，晋冀鲁三省之中，本文通过对

邢台市 2024 年度的城市热岛进行了卫星遥感分析，以期为城市规划与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遥感资料 

卫星影像资料来源于风云气象数据网，采用 2024 年夏季(6~8 月) FY-3D 卫星，空间分辨率为 1 km
的晴空遥感资料，地表温度遥感资料使用了 FY-3D 气象卫星的合成地表温度。 

2.2. 城市热岛效应的概念及评定指标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一个地区(主要指城区内)的环境温度高于周边郊区的现象，可以用两个代表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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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气温差值(城市中某地温度与郊区气象测点温度的差值)表示。本文中城市热岛是指卫星遥感监测的

地表热岛(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即利用热红外遥感反演的城区与郊区地表温度差值来表示，选择本

市农田所在区域作为郊区背景。 
城市热岛强度(Urban Heat Island Intensity, UHII)是遥感反演的地表温度与参照区域温度的距平等级，

是评价城市热岛效应强弱的定性指标，可直接表示强度的大小和范围。本文中热岛强度采用卫星遥感影

像反演得到的地表温度来计算[15]：日热岛强度 ≤ −7℃，强冷岛；−7℃ < 日热岛强度 ≤ −5℃，较强冷

岛；−5℃ < 日热岛强度 ≤ −3℃，弱冷岛；−3℃ < 日热岛强度 ≤ 3℃，无冷岛；3℃ < 日热岛强度 ≤ 5℃，

弱热岛；5℃ < 日热岛强度 ≤ 7℃，较强热岛；日热岛强度 > 7℃，强热岛。 
城市热岛比例指数(Urban Heat Island Proportion Index, UHPI)是指区域内城区温度高于郊区温度的热

岛强度等级的面积加权比重，是区域内的热岛强度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本文对区域城市热岛效应的评

估依据表 1 进行等级划分。 
 

Table 1. Grading criteria for regional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ssessment 
表 1. 区域城市热岛效应评估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热岛比例指数(UHPI) 等级含义 

1 [0, 0.2] 轻微或无 

2 (0.2, 0.4] 较轻 

3 (0.4, 0.6] 一般 

4 (0.6, 0.8] 较严重 

5 (0.8, 1.0] 严重 

3. 结果和讨论 

3.1. 气温概况 

2024 年夏季(6~8 月)，邢台市全市平均气温 28.1℃，较常年同期(26.3℃)偏高 1.8℃，为显著偏高年

份，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年份。各县(市、区)平均气温为 27.6℃(邢台、内丘)~28.51 (任泽、宁晋)。与

常年同期相比，邢台、新河偏高 0.8℃~1.3℃，为偏高年份；宁晋、任泽、巨鹿、平乡偏高 2℃~2.4℃，为

异常偏高年份；其他县(市、区)偏高 1.5℃~1.9℃，为显著偏高年份(图 1、图 2)。 
6 月份，全市平均气温 28.7℃，较常年同期(26.1℃)偏高 2.6℃，为显著偏高年份，为历年同期最高。

除邢台、沙河以外，其他各地月平均气温均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各县(市、区)平均气温为 28.2℃(临西)~29.5℃
(任泽)，与常年同期相比，邢台偏高 1.9℃，为偏高年份；宁晋、任泽偏高 3.3℃~3.4℃，为异常偏高年份；

其他县(市、区)偏高 2.1℃~2.9℃，为显著偏高年份(图 3、图 4)。 
7 月份，全市平均气温 27.8℃，较常年同期(27.3℃)偏高 0.5℃，为正常年份。各县(市、区)平均气温

为 27.3℃(邢台)~28.1℃(宁晋)，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县(市、区)气温距平-0.3℃~0.9℃，均为正常年份(图
5、图 6)。 

8 月份，全市平均气温 27.7℃，较常年同期(25.6℃)偏高 2.1℃，为显著偏高年份，为历年同期最高。

沙河、柏乡、宁晋、任泽、巨鹿、平乡、威县、临西月平均气温均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各县(市、区)平均

气温为 26.9℃(内丘)~28.3℃(平乡)。与常年同期相比，邢台、内丘、新河、清河、隆尧、南宫偏高 1℃~1.9℃，

为偏高年份；其他县(市、区)偏高 2℃~2.8℃，为显著偏高年份(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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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ummer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Xingtai City (˚C) 
图 1. 邢台市夏季平均气温分布(˚C) 

 

 
Figure 2. Summer average temperature anomaly distribution in Xingtai City (˚C) 
图 2. 邢台市夏季平均气温距平分布(˚C) 

 

 
Figure 3.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June in Xingtai City (˚C) 
图 3. 邢台市 6 月份平均气温分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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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omaly in Xingtai City in June (˚C) 
图 4. 邢台市 6 月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C) 

 

 
Figure 5.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July in Xingtai City(˚C) 
图 5. 邢台市 7 月份平均气温分布(˚C)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omaly in Xingtai City in July (˚C) 
图 6. 邢台市 7 月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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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August in Xingtai City(˚C) 
图 7. 邢台市 8 月份平均气温分布(˚C)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omaly in Xingtai City in August (˚C) 
图 8. 邢台市 8 月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C) 

3.2. 陆表高温空间分布 

陆表温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是指地表陆地最表层的热动力学温度，太阳的热能被辐射

到达地面后，一部分被地面吸收，使地面增热，地面再通过辐射、传导和对流把热能传给空气[16]。 
利用 FY-3D 气象卫星对 2024 年夏季(6~8 月)我市陆表高温进行反演并将多日均值合成显示：全市大

部分地区平均陆表温度在 40℃以下，襄都区、信都区、清河县、宁晋县、沙河市等城镇化程度比较高的

县(市、区)部分区域有陆表温度 40℃~45℃零散分布(图 9)。多日频次(图 10)显示：各县(市、区)相对发达

区域陆表高温出现频次最高在 7 次，这说明陆表高温与下垫面关系密切，以不透水层为主的城区陆表温

度较高。 

3.3. 城市热岛强度空间分布 

2024 年夏季(6~8 月)我市陆表温度数据制作的城市热岛强度多日合成图显示(图 11)：全市各县(市、

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热岛现象。强热岛区域主要集中分布襄都区、信都区、宁晋县、清河县等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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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multi-day synthesis mean map 
图 9. 陆表高温多日合成均值图 

 

 
Figure 10.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multi-day frequency map 
图 10. 陆表高温多日频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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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Multi-day synthesis map of urban heat island intensity 
图 11. 城市热岛强度多日合成图 

 

 
Figure 12. Heat island intensity multi-day frequency chart 
图 12. 热岛强度多日频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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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钢厂等热源工厂集中地区，而农业种植区域、山区以及植被覆盖茂密区域大多呈弱

热岛或无热岛现象。从多日频次(图 12)来看，襄都区、信都区、宁晋县、清河县、沙河市、南宫市等县

(市、区)个别区域出现频次最高在 7 次，城市热岛效应明显。 

3.4. 热岛比例指数和面积统计分析 

6 月至 7 月，邢台市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缓慢增强，热岛效应更为明显，达到一般级别，后随着气温

回落，热岛效应转为较轻或者轻微级别。整体来看，全市夏季中心城区热岛比例指数为 0.244，热岛效应

较轻，其中襄都区和信都区热岛比例指数最高，分别为 0.779 和 0.647，表明热岛效应较为严重。其余各

县(区)热岛比例指数在 0.018 (临城)~0.173 (清河)之间，属于轻微或者无热岛级别。 
整个夏季我市热岛效应面积为1056.29平方公里(图13)，占全市总面积的9%，热岛比例指数为0.068，

属于轻微等级，只有中心城区的热岛比例指数为 0.24，属于较轻等级。从空间分布上看，夏季发生热岛

效应面积最大并且较强热岛级别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市区(襄都区以及信都区)，其次是宁晋县、清河县

等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从热岛强度等级分布来看，邢台市以无热岛区为主，主要分布在郊区耕地，

强冷岛和较强冷岛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等植被覆盖比较茂密区域。强热岛区和较强热岛区面积较小，主

要分布于人口密集的城区。 
 

 
Figure 13. Statistics of the area of heat (cold) island in Xingtai City 
图 13. 邢台市热(冷)岛面积统计 

4. 结论 

(1) 2024 年夏季，邢台市全市平均气温 28.1℃，较常年同期(26.3℃)偏高 1.8℃，为显著偏高年份。其

中 6 月、8 月为显著偏高年份，7 月为正常年份。 
(2) 强热岛区域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钢厂等热源工厂集中地区，农业种植区域、山

区以及植被覆盖茂密区域大多呈弱热岛或无热岛现象。 
(3) 2024 年夏季，邢台地区城镇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有陆表温度 40℃~45℃零散分布。陆表高温与下

垫面关系密切，以不透水层为主的城区陆表温度较高。 
(4) 从空间分布上看，夏季发生热岛效应面积最大并且较强热岛级别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市区，其

次是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 
(5) 从热岛强度等级分布来看，邢台市以无热岛区为主，主要分布在郊区耕地，强冷岛和较强冷岛主

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等植被覆盖比较茂密区域。强热岛区和较强热岛区面积较小，主要分布于人口密集的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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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覆盖率越高，热岛强度越低。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要形成以绿地为中心的低温区域，成为人

们户外游憩活动的优良环境，同时合理布局工业区和居住区，避免城市中心过于密集，利于改善城市的

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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