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热，预报咋才30℃
专家：这种感觉很正常，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有区别
统筹 张琪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李大鹏

因受台风“达维”外围影响，烟台“闷热天”前几日有
所缓解，但从5日开始，闷热天气还在持续。6日，全市最高
气温已回升到30℃。

盛夏酷暑，市民也一直关注着高温天气预报，但细心
的市民最近发现，每天的体感温度与预报温度有不少差
距，与自测温度的差异性也挺大。到底是啥原因呢？

格相关新闻

7月下旬体感温度

12年来排第三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烟台市区7月下旬平均气温较
常年偏高1 . 1℃；平均最高气
温为30 . 6℃，平均相对湿度为
8 5 % ，2 9 日 的 最 高 气 温 达
33 . 2℃。经综合分析，7月下旬
的体感温度指数位列2000年
以来第三高位，位居2010年和
2004年之后，比去年同期高出
2 . 4℃。

烟台市天文气象专家吴
树功称，虽然市民普遍感受到
了旷日持久的闷热，但从气候
上说并不反常。这种天气近几
天可能还会有，不过闷热程度
会有所减弱。

体感温度与气温

湿度、风速都有关

连日来烟台天气闷热，不少
市民致电本报表达同样疑问，天
气这么热，为啥天气预报的最高
气温只有30℃，感觉室外温度远
远高于这个度数。“气象部门预
报的气温数据准确吗？”

根据市民的相关疑问，记
者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

“体感温度与预报温度是
有区别的。市民感觉的温度，叫
个人体感温度，受很多因素影
响，与专门测试温度的百叶箱
测出的标准温度有差异是正常
的。”山东省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车军辉解释，市民感官感觉的
温度其实不应该称之为“温
度”，因为没有具体的度数来衡
量，实际上就是人们对舒适的
感觉，人体的这种舒适感不仅
与气温有关，与湿度和风速也
有很大关系。

烟台市天文气象专家吴树

功也认为，体感温度与预报温
度不一样，与空气中的湿度和
风速有很大关系。

“影响体感温度的因素首先
是气温。”吴树功说，除了气温，
还跟空气中的湿度有很大关系。
吴树功介绍，根据《气象预报员
手册》中的标准划分，当相对湿
度大于80%，气温大于29℃时，市
民会感到很闷热，会感觉温度远
高于29℃。同样，当相对湿度在
60%至70%之间，而气温在30℃至
33℃之间时，人们虽然感觉比较
热，但相对很干爽，体感温度就
会低于标准温度。

体感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
能差多少呢？吴树功说，虽然体
感温度没有度数衡量标准，但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当气温
达到32℃，相对湿度在80%时，
排除个体的差异性，一个人的
体感温度应该是35℃。

“狭管效应”作怪

体感温度低于预报

除了有市民反映自己的体
感温度要高于预报温度外，还
有市民感觉有时体感温度要低
于预报温度，这又是为什么呢？
山东省气象台工作人员车军辉
解释，这与个体所处环境有关。

“举个例子，同样30℃的气
温下，一个人走在柏油马路上
会感觉很热，走在海边却感觉
还好。”车军辉说，那是因为海
边有海水水汽和海风的稀释作
用，感觉相对凉爽，而马路上的
黑色沥青本来就吸热，所以人
们走在上面时会感叹“气温远
不止30℃”。

还有个例子，当市民行走
在高楼大厦间，有时感觉风力
很大，虽然预报温度达到30℃，

仍感觉比较凉爽。车军辉说，那
是“狭管效应”在作怪。

据记者了解，“狭管效应”
是指大风吹来时，被间距极小
的城市高层建筑遮挡，无法顺
畅通过，聚集在很小的空间内，
导致风力增大。气象部门测试
发现，在城市刮起6、7级风时，
狭管效应能使通过高楼之间的
瞬间风力达到12级。

“在夏天，狭管效应使城市
高楼大厦间有些区域风力增
大，会让路经此处的市民感觉
比较舒爽。”车军辉说，虽然如
此，但大多数时候，因为高层建
筑的温度吸收与反射，市民的
体感温度还是要高于预报温
度。

防风、防雨、通风自然

温度测试，环境很重要

6日，家住莱山区鹿鸣小区
的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反映，
近段时间气象部门预报的气温
度数与自测温度相差近5℃。这
是为什么呢？

山东省气象台工作人员车
军辉解释，这与测试环境息息
相关。气象台的气温预报数据
都是出自离地面1 . 5米的百叶
箱，是大自然状态下的空气流
动温度，也就是所谓的标准气
温。“百叶箱是安放在防太阳直
射、防风、防雨、通风自然的草
坪上，通常天气预报中的气温
就是这个温度。”

而每个市民自测温度的环
境因素都不一样，在楼宇间、海
边、马路上、汽车内等地点同时
段测出的温度都与百叶箱测出
的“标准”温度有所差异。比如，

有的市民在车上装有车体温度
计，测试的温度就明显高于预
报标准温度，这是因为车体本
身就会吸热，测试的温度自然
与预报标准温度有差异。

“另外，虽然自测温度也可
以代表测试点的测试温度，但
精度不够。”车军辉说，市民自
测温度的随意性也较大，所以
一般不会控制测试地点和环
境，也就造成了自测温度各地
不一。而气象台放置于百叶箱
中的测试仪器叫“湿球温度
计”，相对区域精度远高于普通
的煤油温度计、酒精温度计和
数字温度计等。

此外，温度计的敏感程度
会影响自测温度的度数，市民
持有的温度计相对精度越低，
误差越大。

南通路上，环卫工齐师傅一条路扫下来已经大汗淋漓。 本报
记者 李泊静 摄

胜利路上市民全副武装。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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