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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照 [1] 是指太阳在一地实际照射的时数。在一给定时段

内太阳直接辐照度大于或等于 120 瓦 • 每平方米（W•m-2）

的各分段时间总和。日照时数也称实照时数。

暗筒式日照计由金属圆筒（底端封闭，筒口带盖，两侧

各有一进光小孔，筒内附有压纸夹）、隔光板、纬度盘和支

架底座等构成。它是利用太阳光通过仪器上的小孔射入筒内，

使涂有感光剂的日照纸上留下感光迹线，来计算日照时数。

光电式数字日照计 [2] 主要由光电式数字日照传感器、数

据处理单元、供电单元、通信单元、安装附件等部分组成。

核心部件光电式数字日照传感器外观为一个玻璃圆筒，内部

包括光学镜筒、光电探测器、遮光筒、信号处理电路和防霜

露加热器等。

本文通过对自动观测的 DFC2 光电型日照计和人工观测

的暗筒式日照计两种观测仪器的日照时数进行统计分析，找

出两种观测方法所获取的日照资料存在的差异原因和规律，

为合理利用光电型数字日照计观测日照时数提供参考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承德地区 8 个（承德县、兴隆、平泉、宽城、

滦平、隆化、丰宁、围场）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 2019 年 1-6

月的 DFC2 光电型日照计与人工观测日照所得的日照数据资

料，通过本站综合观测业务软件（ISOS）和日照平行观测软

件获取。两种仪器的安装高度和安装环境一致。

按天气条件、天空状况的不同，结合云量、能见度等要

素的变化，对不同天气条件下人工和自动观测日照时数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对比二者计算出日照时数的差值 Si：

Si=Ui-Ri

Si 表示第 i 次 DFC2 光电型日照计观测的日照时数与暗

筒式日照计观测的日照时数的差值；Ui 表示第 i 次 DFC2 光

电型日照计观测的日照时数，Ri 表示第 i 次暗筒式日照计观

测的日照时数。

3. 日照时数差异与规律分析

3.1 根据云量不同统计日照时数的差异

根据 GBT35663-2017《天气预报基本术语》，得出天空

总云量在 0 ～ 2 成为晴，3 ～ 5 成为少云，6 ～ 8 成为多云，

9 ～ 10 成为阴，本文分别按照晴天、少云、多云、阴天统计

日照时数之间的差异。

经统计发现两种设备的日照时数在多云天气差异最大，

在晴天、阴天差异最小。

3.2 统计日照月数据差异

表 1 2019 年 1-6 月承德地区日照时数差值（单位：h）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围场 3.5 -1.0 -13.8 -3.4 -1.4 1.4

丰宁 23.7 16.7 17.8 11.9 6.9 6

承德县 10.2 2.2 -2.9 -4.7 -9.3 -36.7

隆化 21.3 22.9 10.8 7.9 1.5 2.0

滦平 9.1 2.4 -8.3 -9.1 -12.1 -12.3

宽城 15.1 18.6 17.8 10.6 -0.9 -18.2

平泉 16.9 17.4 5.7 -7.0 -5.7 -15.2

兴隆 3.3 -0.6 30.9 -9.5 -14.9 -36.3

通过表 1 可知，自动观测日照时数统计和人工观测日照

时数统计月数据差异最大可达 36.7 小时，最小为 0.6 小时。

1-3 月自动观测日照时数较人工观测日照时数明显偏多，4-6

月人工观测日照时数较自动观测日照时数明显偏多。

4. 分析产生日照时数差异的原因

4.1 人工观测日照时数的人为误差

人工观测日照涉及到日照纸的涂药、换纸、记录整理等

诸多人为因素影响，日照纸感光迹线会受到药品批次、人工

涂药方式方法、不同人为更换手法的影响，日落后更换日照

纸值班员夜间对迹线辨别存在缺陷。这些人为因素都会不可

避免的影响日照时数的准确性。

4.2 自动观测日照时数的设备因素

DFC2 光电数字日照计在环境适应性、传感器性能等方面

都存在误差，将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同时，气温、相对湿度、

云量的多少、能见度等因素也会对仪器的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5. 结语

自动观测日照设备有准确度高、运行故障率低、维护简

单的优点，使用 DFC2 光电式数字日照计符合观测工作要求

的仪器准确性，较人工观测误差小，受人为影响因素小。

在使用自动观测日照设备中，应注意及时对设备进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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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锡林浩特沙尘暴天气带来的影响

3.1 沙尘暴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沙尘暴出现期间的强风往往会撕毁塑料温室以及农田覆

盖膜，将棚膜吹掉，并且造成棚外的冷空气急剧入侵，这将

严重影响设施大棚中蔬菜、瓜果等作物的正常生长。此外，

沙尘暴天气发生时的狂风会卷起并吹走农田的表层土壤，严

重沙尘暴还会覆盖农田，对土壤结构带来极大损害。另外，

沙尘暴过程中的灰尘会遮天蔽日，导致天气将变得非常阴暗，

能见度极差，牧民不能进行正常的农牧业活动，它还可能造

成大气污染，使得大量牲畜感染疾病。在严重的情况下，沙

尘暴还会引起春乏，使得大量牲畜死亡，进而给农牧民带来

极大经济损失。

3.2 沙尘暴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沙尘暴会导致能见度显著下降，这将导致驾驶员由于视

线模糊而影响正常驾驶。尤其是对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

辆，因为速度特别快，道路上的少量沙子积聚可能会导致严

重的交通事故。此外，沙尘暴天气过程中的大风会增加车辆

的阻力，并且对行车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由于大风和沙尘

暴而掉落的障碍物会导致能见度大幅下降，这些均会对车辆

的行驶带来安全风险。

4. 防灾减灾措施

4.1 加强防沙减灾科普知识的宣传

针对锡林浩特沙尘暴天气给当地群众地正常生活、生产

造成的危害，当地应加强沙尘暴天气的危害以及防沙减灾科

普知识的宣传。锡林浩特相关部门要精心制作沙尘暴科普宣

传册、宣传短视频，积极向广大群众普及沙尘暴的防灾减灾

知识以及防范应对沙尘暴主要技巧、方法，提升社会大众防

灾减灾的认知水平以及参与度，在锡林浩特营造良好的防沙

治沙的社会氛围。

4.2 加强沙尘暴天气的监测、预警

应加强沙尘天气的监测与预报。锡林浩特各级气象部门

结合天气形势来分析判断天气状况，一旦监测到沙尘暴天气，

要及时通过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电视、网站等途径发布

沙尘暴预警信号，提醒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大众及时防灾减灾。

要提醒大众在沙尘暴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活动，提醒农牧民

对农业设施以及牲畜采取保护措施，尽可能减小沙尘暴所造

成的各项损失。

4.3 加大植被的恢复与保护力度

应加大对锡林浩特植被的恢复与保护力度，不断完善当

地的生物防护体系的建设，防止草原田地沙化，尽量减少沙

尘暴源地，有效防范沙尘暴天气。

5. 结论

（1）近三十年来锡林浩特沙尘暴日数总的来说呈波动增

加的变化趋势，增加速率为 0.3d/10a；锡林浩特沙尘暴日数

出现几率最高的月份是 3 月、4 月，这 2 个月沙尘暴天气累

计出现 38d，占年总数的 74.5%；从季节上来看，锡林浩特沙

尘暴天气大部分发生于春季，沙尘暴占年总数的 88.23%；冬

季、秋季沙尘暴天气出现均较少，夏季无沙尘暴天气出现；

（2）锡林浩特沙尘暴天气会对当地农牧业生产、交通运

输等各个方面造成不利影响，锡林浩特相关部门应加强沙尘

暴天气的危害以及防沙减灾科普知识的宣传，并且加强沙尘

天气的监测与预报，还有注重植被的恢复与保护，通过各种

科学合理的措施进行防沙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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