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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要）： 

生态旅游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并采取

生态友好方式开展旅游活动[1-2]。人们在选择休闲旅游度假时，气候尤其是舒适性气候

往往是考虑的首要因素[3-26]。本文开展黑山谷生态旅游气候资源的评价分析，提炼黑

山谷生态旅游气候资源的优势，从而为地方两委充分开发旅游资源提供技术支撑，为

大力发展万盛全域旅游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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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环境 

1.1 生物资源 

黑山谷景区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保存着地球上同纬度为数不多的亚热带和温带

完好的自然生态。迄今，黑山谷分布有原始森林和次生林近 1.8 万公顷，林木蓄积量

86.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7%，比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高出 62.6%，是全国的

近 4.5倍。黑山谷被专家誉为“渝黔生物基因库”、重庆市独特的“生物基因库”、“西

南神农架”，是目前重庆地区最大的、原始生态保护最为完好的自然生态风景区[27-29]。 

1.2 环境质量 

近年来，黑山谷空气质量优良。经 AQI（空气污染指数）计算评价，近一年环境

空气优良天数达 316d，优良天数达标率 86.6%，全年没有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从 2018

年黑山谷空气负氧离子监测月均数据表（表 1）可以看出，黑山谷年平均负氧离子浓

度为 3639个/cm³，最高负氧离子浓度为 12549个/cm³，达到《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观测技术规范》(LY/T2586-2016)空气质量Ｉ级，即最优等级，空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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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黑山谷空气负氧离子监测月均数据表 

监测点 月份 平均浓度 最高浓度 最低浓度 

个/cm³ 个/cm³ 个/cm³ 

黑山谷 

201801 1010.4 3967 410 

201802 2637.4 5098 386 

201803 3025.6 8576 450 

201804 4560.3 9240 682 

201805 6335.8 11012 3744 

201806 4345.5 9665 408 

201807 5517 12549 1840 

201808 2485.6 9282 427 

201809 3704.3 8648 479 

201810 6520.6 11280 1287 

201811 2522.1 4847 275 

201812 1013.1 4459 185 

年 3639.2 12549 185 

2 旅游气候资源 

2.1 气温 

黑山谷年平均气温呈现一个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年际变化比率不大（图 2a）。研

究表明（图 2b），黑山谷最热月（7月）的平均气温为 24.1℃，气温不高且无酷暑天

气。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这是非常优异的旅游温度资源。 

 

图 2  黑山谷年平均气温（a）及其年内变化（b） 

2.2 降水 

黑山谷常年降水量为 1469.4mm，总降水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图 3a）。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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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量级降水日数来看（图 3b），其中 80.7%的降水为小雨（174.4d）。“巴山夜雨涨

秋池”，位于大娄山区的黑山谷夜雨较多（图 3c）。从夜雨日数来看（图 3d），黑

山谷年夜雨日数为占总降水日数的 80.2%。夜雨可润养植物、降温除尘、清新空气，

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夜眠和白天开展旅游。 

 

 

图 3  黑山谷总降水量（a）、降水日数（b）、逐月降水量、夜雨量（c）和夜雨日数（d） 

2.3 风速 

风作用于人的皮肤，对人体体温起着调节作用，决定着人体的散热[30]。黑山谷多

年平均风速为 1.1m/s，月平均风速在 0.9～1.3m/s，处于人体感觉较舒适的风速范围内

（图 4）。 

 

图 4  黑山谷月平均风速的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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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宜人度 

当人体舒适度指数在 55～70 之间时，气候最为舒适、最可接受。从各地逐月修

正人体舒适度指数（表 2）分析可知，黑山谷 4～10 月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在 56～70

之间，气候舒适且适宜开展旅游活动。对比黑山谷附近旅游地的人体舒适度指数，黑

山谷的人体舒适期较长，全年舒适月达到 7个月，与贵阳相当，年舒适期较成都、重

庆主城区和万盛城区更长。 

表 2  黑山谷与附近旅游地逐月修正人体舒适度指数 

旅游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成都 36  41  48  59  67  71  76  76  67  58  49  39  

贵阳 33  37  46  55  62  66  70  70  64  55  47  37  

重庆主城区 38  42  51  61  69  78  80  80  71  60  51  40  

万盛城区 46  48  57  63  68  76  77  77  70  65  56  49  

黑山谷 39  41  48  56  60  65  70  69  64  56  48  40  

3 小结 

（1）黑山谷生态环境优良，旅游气候资源丰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

沛、夜雨较多，罕见大风天气、相对湿度高。 

（2）4～10月气候最为舒适、最可接受，是开展旅游活动的最佳时期；全年舒适

天数 235d，水质优良、负氧离子浓度高、日照充足，是非常适宜的养生地。 

（3）夏季平均气温 22.8℃，接近人体感觉最舒适气温，日最高气温≥35℃天数年

均 1d，仅占全年的 0.3%，比附近旅游地范围内高温天气少，是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 

（4）黑山谷是一个集夏季避暑、春秋赏花和冬季赏雪的休闲养生之地，非常适

宜旅游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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