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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 年广州城市热岛强度为 1.39℃， 热岛强度较强的区域主要在

从化中南部、花都南部、白云区中西部、荔湾区北部、越秀区、海珠区、天河

区西南部、黄埔区东南部、增城中南部、番禺中北部、以及南沙北部和东部部

分地区。与 2017 年相比，全市大部分地区热岛强度变化不明显。年内热岛强

度秋季最强，各地夏季最高气温的热岛强度均满足住建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标准》的指标要求。 

一、 热岛强度时空特征 

根据 12个城市指标站年平均气温计算，2018 年广州城市热岛强度为

1.39℃，较 2015年和 2016年分别升高了 0.05℃和 0.13℃，比 2014年和 2017

年分别降低了 0.07℃和 0.01℃。根据最低气温计算的全市城市热岛强度为

1.74℃，比 2015年和 2016年分别升高了 0.03℃和 0.11℃，比 2014年和 2017

年分别降低了 0.1℃和 0.06℃。而根据最高气温计算出的全市城市热岛强度为

0.77℃，比 2016年和 2017年分别升高了 0.02℃和 0.1℃，比 2014年和 2015

年分别降低了 0.23℃和 0.13℃（图 1）。 



 

 

 

图 1 2014-2018年广州市城市热岛强度变化 

空间分布上，2018 年平均气温热岛强度较强的区域主要在从化中南部、花

都南部、白云区中西部、荔湾区北部、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西南部、黄埔

区东南部、增城中南部、番禺中北部、以及南沙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热岛强

度超过 1℃。其中：白云区江高镇、金沙街、新市街、钟落潭镇，从化区城郊

街、良口镇，番禺区大石街、洛浦街，海珠区南华西街，花都区花东镇，黄埔

区黄埔街、夏港区，荔湾区彩虹街、西村街，南沙区东涌镇，天河区林和街，

越秀区北京街、东湖街、梅花村街，增城区荔城街、增江街、石滩镇等地的城

市热岛强度达到 1.5～1.9℃。城市热岛效应较弱的区域主要位于从化区东北

部、增城区中东部、花都区东北部、白云区东南部、黄埔区中北部、南沙区东

南部等地，热岛强度在 0.5℃以下。（图 2） 

与 2017年相比，全市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热岛强度变化不明显，变幅多在

0.2℃以内。减弱幅度在 0.3℃以上的区域有：白云区钟落潭镇、太和镇，从化

区良口镇、吕田镇、温泉镇，番禺区大石镇、小谷围街，花都区炭步镇、梯面

镇，黄埔区九龙镇、南沙区横沥镇、黄阁镇、榄核镇、珠江街，以及增城区增

江街、派潭镇、新塘镇。增强幅度在 0.3℃以上的区域有：白云区人和镇，从

化区城郊街，番禺区桥南街、石楼镇、钟村街，花都区新华街、花山镇、花东

镇，增城区荔城街、石滩镇、小楼镇、正果镇等地。（图 3） 



 

 

 

 

 

  

    

 

 

图 2  2018年广州Ht平均气温分布(℃)        图 3  2018年与 2017年Ht平均气温差值(℃) 

二、 热岛强度季节变化特征 

2018 年秋季广州市平均气温城市热岛强度 1.7℃为年内最高，而其余三季

介于 1.3～1.5℃之间。与 2017年相比，冬季和夏季相同，春季升高了 0.1℃而

秋季下降了 0.2℃（表 1）。 

表 1 2017～2018年各季节Ht平均气温（单位：℃） 

年\季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2018 1.5 1.5 1.3 1.7 

2017 1.5 1.4 1.3 1.9 

差值 0 0.1 0 -0.2 

三、 夏季城市热岛强度 

按照住建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的有关要求，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

考核指标是热岛效应程度，采用城区 6～8月日最高气温平均值和对应时期区域

腹地(郊区、农村)日最高气温平均值的差值表示，即夏季最高气温热岛强度。

计算结果表明：2018 年广州市城市代表站夏季最高气温的热岛强度平均为

0.52℃，全市各地都达到住建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对大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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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小于 3.0℃的要求。空间分布上呈现多大值中心的特征，有 9.4%的测站夏

季热岛强度≥1.5℃，分布在增城区荔城街、石滩镇，从化区良口镇、吕田镇、

太平镇，白云区江高镇、太和镇、钟落潭镇，花都区赤坭镇、花东镇，黄埔区

黄埔街、萝岗街、永和街、联合街，越秀区梅花街，番禺区石壁街、大石街、

石楼镇，南沙区大岗镇、黄阁镇、榄核镇、南沙街。全市有 56.2%的测站夏季

热岛强度≤0.5℃，主要位于中北部地区。 

与 2017年相比，广州中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夏季热岛强度增加了 0.3～

1.0℃，而增城北部、从化中南部和花都中部个别部分地区减弱了 0.3～

1.0℃。（图 5） 

 

 

 

 

 

 

 

 

 

 

   

图 4 2018年夏季广州Ht最高气温分布(℃)    图 5 2018年与 2017年夏季Ht最高气温差值(℃) 

 

四、 评估及建议 

根据中国气象局下发的《城市热岛效应评估技术指南》，城市热岛强度划分

为五个等级（见表 2）。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广州市 6.6%的区域城市热岛达

到中等程度，60.7%的区域强度为弱，没有出现强和极强级别。各地夏季最高气

温的热岛效应强度均达到住建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的相关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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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年各级别热岛强度的比例 

热岛强度

（℃） 
Ht≤0.5 0.5＜Ht≤1.5 1.5＜Ht≤2.5 2.5＜Ht≤3.5 Ht＞3.5 

等级 无 弱 中等 强 极强 

比例

（%） 
32.5 60.7 6.6 0 0.0 

针对广州目前的城市热岛效应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城市规划中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城市规划与区域气候环境间存在明

显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为确保区域规划科学合理，在高密度的城市开发建设，

空间开阔程度以及建筑物覆盖率、建筑排列布局方式等方面均应开展气候环境

研究和气候可行性论证，最大程度发挥生态冷源和城市通风廊道的作用以降低

热岛效应，减少因规划设计不当而导致的气象和环境问题。 

2.加强高温热浪相关防护知识传播。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与城市热岛效应共

同作用下，高温热浪事件频发，加剧了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因此需要提高预防

高温热浪健康风险意识；建立热浪健康预警系统，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放各

类应急避暑场所，普及各种户外降温设施，加强对城市困难群体应对高温的社

会救助，保障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