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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西北部。于五代后唐长

兴四年（933 年）置县，历史悠久，以陶瓷闻名天下，是我
国陶瓷文化发祥地和三大古瓷都之一，先后荣膺“世界陶瓷
之都”、“中国陶瓷之乡”等称号。境内山多、水足、矿富、
瓷美，素有“闽中宝库”、“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等美誉。
德化全县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258 座，福建第二大山脉
戴云山主峰横亘境内。此外，九仙山、石牛山、云龙谷等都
是德化著名景点。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选取德化县国家气象观测站 2020 年日最高气温、日

平均湿度、白天时段 08: 00-20:00 时降雨量、平均风速等气
象观测资料，通过旅游指数计算探索德化县的气候旅游条件，
其中旅游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TMI ＝ 8×IT ＋ 6×IRH ＋ 3×IR ＋
3×IW-Z，式中 TMI 为旅游气象指数、IT 为气温指数、IRH 为
相对湿度指数、IR 为降雨量指数、IW 为风速指数，Z 为灾害
性天气和污染等气象条件指数，无灾害性和污染气象条件时
取 0，8、6、3、3 为权重系数。旅游气象指数按照非常适宜
到非常不适宜共划分为 5 个等级 （1 ～ 5 级） ，每一级的名称、
说明、指数范围按表 1 规定。

表 1 旅游气象指数（TMI）等级划分

级别 等级 描述 指数范围

1 级
非常

适宜
表示天气情况非常好，非常适宜

开展旅游活动。
TMI>=90

2 级 适宜 适宜开展旅游活动。 70=<TMI<90

3 级
基本

适宜

表示天气情况一般，可能出现少
量或短时影响旅游活动的天气，基
本适宜开展旅游活动。

50=<TMI<70

4 级 不适宜
表示天气情况不好，有较高的概

率出现影响旅游活动的天气，不适
宜开展旅游活动。

30=<TMI<50

5 级
非常不

适宜

表示天气情况恶劣，有非常高的
概率出现影响旅游活动的灾害性天
气，非常不适宜开展旅游活动。

TMI<30

注： TMI 采用无量纲值，最大值为 100。  

2. 德化县旅游指数分析
2.1 全年旅游气象指数概况
通过对德化县 2020 年旅游指数进行分析统计，发现

2020 年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分布在 2 ～ 100 之间，其中

旅游气象指数为 1 级的天数有 50d （14％），旅游气象指
数为 2 级的天数有 179d （ 49％），旅游气象指数 3 级的
天数有 81d（22％），旅游气象指数为 4 级的天数有 37d 
（11％），非常不适宜旅游的天数为 19d，占全年的 5％，
其中对不适宜旅游的时间进行季节分析，发现德化县不适
宜旅游月份为 5 月，其次是 8 月、9 月，再次是 2 月、6 月、
7 月，这表明德化县主要不适宜旅游的气候条件为降水天
气和冬季的低温凝冻天气影响，但总体来说德化县基本适
宜旅游以上的天数占全年 84％，不适宜旅游以下的天数仅
为 16％。

2.2 分季节旅游气象指数概况
对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进行分季节研究发现，在德化县

非常适宜旅游的季节在春季，春季非常适宜旅游天数为 9d，
夏季无非常适宜旅游的天数；但夏季适宜旅游的天数最多，
为 48d，其次依次是冬季、秋季和春季；基本适宜旅游天数
最多的为冬季 26d，其次是夏季和春季。

表 2  德化县分季节旅游气象指数分析

级别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1 级 9 0 32 9

2 级 42 48 44 45

3 级 22 25 8 26

4 级 13 11 5 8

5 级 6 8 2 3

2.3 分月旅游气象指数概况
统计分析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在 3 级以上的天数，发现

在 12 个月中基本适宜旅游的天数在 20d 以上，最多为 12 月
的 42d，这表明在德化县 1a12 个月中基本适宜旅游的天数波
动不大，气候总体适宜旅游，极端恶劣天气少。分析旅游气
象指数在 2 级以上的天数，发现适宜旅游天数较基本适宜旅
游以上的天数有明显的波动，其中在 10-12 月适宜旅游以上
等级的天数在 29d 以上，在 5 月、7-8 月适宜旅游以上天数
相对较少，其中 5 月适宜旅游以上的天数最少为 14d。

统计分析德化县不适宜旅游以上的天数，发现在 5 月、8
月、9 月不适宜旅游以上的天数较多，其中 5 月 11 天最多。
在 1 月、10 月、11 月不适宜旅游以上的天数在 3d 以下，其
中 10-11 月无不适宜旅游的天数。这表明德化县在适宜旅游
的气候条件全年分布较为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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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德化县 2020 年温度、降水、相对湿度、风等气象要素进行分析，计算出 2020 年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分布，
统计分析发现 2020 年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为 1 级的天数有 50d （14％），旅游气象指数为 2 级的天数有 179d（49％），旅游
气象指数为 3 级的天数有 81d （22％），不适宜旅游和非常不适宜旅游的天数分别为 37d（11％）和 19d（5%），其中不适宜
旅游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季，冬季次之，但占比天数较少，总体而言，德化县在 1a 中基本适宜旅游以上的气象旅游指标占了
全年的 84％，旅游气候条件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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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德化县旅游气象指数分月统计

 级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级以上 20 19 17 20 14 18 15 15 17 30 29 30

3 级以上 30 23 26 27 20 24 25 24 23 31 30 42

4 级以上 1 6 5 3 11 6 6 7 7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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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2 贯彻落实服务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想更好的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预

警服务和精细化服务工作，除了从思想观念和态度意识上重

视，更需要贯彻落实相关服务。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拓宽灾害

天气预报预警渠道，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将灾害天气预报预警

信息有效的传达出去。此外，还需要优化升级天气观测预报

系统，建设灾害风险数据库，提升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的准确率。另一方面，需要贯彻落实与各部门的协调合作，

组织各部门加强预警机制，以备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在最佳时

间实行应对措施，更好的发挥灾害天气预报预警工作的作用。

3.3 提高服务的应用性

在新形势下，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及服务将在更多的领

域发挥作用，这就需要相关服务针对各领域的实际需求对服

务进行优化改进，提升服务的实际应用性，更好的满足时代

发展进步的要求。首先，可以通过对相关服务的反馈进行收集，

对此通过分析确定升级改进服务的方向，避免服务精细化方

向与实际需求脱轨。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各个地方区域的实

地考察分析，根据当地的气候类型制度相应的灾害性天气预

报预警方案，提升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精细程度和服务能

力，从而全面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以及精细化服务的实

际应用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灾害性天气精细化服务及预报预警服务

取得了较为良好的发展，但通过观察分析发现仍存在许多问

题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因此，需要加强对灾害性预警的重

视程度，相关部门也要贯彻落实服务并提高服务的应用性，

从而优化改进灾害性天气精细化服务及预报预警服务的质量

水平，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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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通过对德化县 2020 年旅游气象指数的计算和统计，发

现德化县全年基本适宜旅游以上等级气候条件的天数占全年
84％，不适宜旅游气候以下气候条件的天数仅为 16％。同时
对旅游气象指数进行季节划分，发现德化县四季中适宜旅游的
天数最多，基本适宜旅游的天数次之，不适宜旅游的天数在四
季都有，但在春季和夏季最多，冬季次之，这也和德化县春季
和夏季降水天气偏多，冬季有阶段性的低温凝冻天气有关。总
而言之，德化县全年极端天气发生频率低，适宜旅游的气候条
件接近达 8 成以上，对我县开展全域旅游活动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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