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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气候资源与旅游的 Fuzzy 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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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气候资源由多个气象要素决定. 利用模糊分析法进行多层次 Fuzzy 理论综合评判模

型 ,进一步研究旅游气候资源评价的方法 ,并对太白山气候资源与旅游适宜度进行了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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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气候资源由多个气象要素决定 ,传统的旅游气候资源评价 ,侧重于定性描述 ,缺乏量化研
究. [1 ]某地气候资源是否适合于旅游 ,有无开发价值 ,并不能仅以“是”与“否”来概括 ,因为气候资源适
合于旅游是“适宜度”问题 ,所以它具有模糊的概念 ;作为气候的要素 ,每个要素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标
准来衡量“适宜”与“不适宜”,因此 ,每个气候要素是否适宜旅游也具有模糊性. 因此要对旅游气候资源
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 ,就必须进行模糊分析与评价.

1 　数学模拟[2 ] [3 ]

1. 1 　因子的划分

设给定气候因素集 U = { u1 , u2 , ⋯, u n}为 n 种气象要素 ,由于影响旅游气候的因素较多 ,且存在
着多种类型的旅游气候资源 ,这些将决定气候因素集 U 中的 U i . 将气候因素 U 中的要素按某些共性
集中分为若干个子集 , U i = { u i1 , u i2 , ⋯, u in

i
} ,其中 , i = 1 , 2 , ⋯, k . u i1 , u i2 , ⋯, u in

i
均为 u i 的参数 ,使

得 : Y
k

i = 1
Y i = Y 且 U i ∩U j =φ( i ≠j 时 , i , j = 1 ,2 , ⋯, k) 显然气候因素共有 ∑

n

i = 1
k i 个二级因子.

1 . 2 　选择评语集

设旅游气候资源评价的评语集为 : V = { v1 , v2 , ⋯, v m } ,共有 m 个评语 ,为一 Fuzzy 概念.

1 . 3 　权重的确定

设 A i = { ai1 , ai2 , ⋯, aij}是气候因素集 U 中各类二级因子的权重集 A i = { a1 , a2 , ⋯, an}是气候因

素 U 各类一级因子的权重 ,权数满足 : ∑
n

i = 1
ai1 = 1 ( i = 1 ,2 ,3 ∧, n) .

权重的确定可以采用相对比较法、专家评优法、层次分析法 ,模糊关系方程法和模糊协调决策法等.

1 . 4 　单因子评价与评价矩阵

对 u i 中每个 u ij分别求出对 V 中各评语 V S 的隶属度 , rij所得 u i 中 k i 个因子的隶属度 (评语向量)

纵向排列出来 ,形成一个矩阵 R i : R i ( rij) k ix m ,表示从 u i 到 V 的评价关系 ,这个矩阵为评判矩阵. 对 U i

代表的气候要素进行综合评判为 : B i = A i·R i = ( bi1 , bi2 , ⋯, bim ) .

1 . 5 　对旅游气候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二级评判)

由 B 1 , B 2 , ⋯, B k 可得气侯要素集 U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R =

B 1

B 2

⋯
B k

=

b11 b12 ⋯ b1 m

b21 b22 ⋯ b2 m

… … … …
bk1 bk2 ⋯ bkm

,

则对气候 U 的综合评语为 : B = A ⊙R = ( bi , b2 , ⋯, bm ) .

2 　太白山旅游气候资源的 Fuzzy 评价试验

太白山旅游气候概况这里不再赘述 ,依据太白山气候因素 ,运用 Fuzzy 理论对太白山旅游气候资源
直接评价.

2 . 1 　选择评价因子

根据旅游气候资源的特点 ,笔者选取了气候因子集 U = {气温 U 1 ,光照 U 2 ,湿度 U 3 ,雷暴日数
U 4 ,雾日数 U 5 ,降水日数 U 6} . 气温子集 U 1 = {年平均气温 u11 ,1 月平均气温 u12 ,7 月平均气温 u13 ,

日最高气温≥35 ℃天数 u14} ;太阳辐射 U 2 = {冬季太阳辐射 u21 ,夏季太阳辐射 u22} ;湿 度 U 3 = { 1 月
相对湿度 u31 ,4 月相对湿度 u32 ,7 月相对湿度 u33} ; 雷暴日数 U 4 = {春雷日数 u41 ,夏雷日数 u42} ;雾
日 数 U 5 = {春雾日数 u51 ,夏雾日数 u52 ,秋雾日数 u53 ,冬雾日数 u54} ;降水日数 U 6 = {春天降水日数
u61 ,夏天降水日数 u62 ,秋天降水日数 u63 ,冬天降水日数 u64} .

2 . 2 　确定权重分配

根据太白山旅游气候主要适于消夏避暑、生态旅游等特点 ,考虑到各因素对旅游气候资源的重要程
度不同 ,笔者认为权重比较大的应该是气温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利用相对比较法 ,确定了各因素的权
重 ,结果为 : A = (0 . 25 ,0 . 15 ,0 . 2 ,0 . 18 ,0 . 12 ,0 . 1) .

对于气温 ,笔者认为年平均气温对旅游气候资源的作用不是很大 ,7 月平均气温和 ≥35 ℃日数对
旅游气候资源的影响比较大 ,同样得 : A 1 = (0 . 17 ,0 ,0 . 5 ,0 . 33) .

就其太阳辐射量而论 ,冬季太阳辐射量比夏季太阳辐射量较重要 ,用相对比较法得 A 2 = ( 0 . 6 ,

0 . 4) ;其他几个二级因子的权重如下 : A 3 = (0 . 5 ,0 ,0 . 5) ; A 4 = (0 . 2 ,0 . 8) ; A 5 = (0 . 17 ,0 . 5 ,0 . 33 ,0) ; A 6

= (0 . 17 ,0 . 5 ,0 . 33 ,0) .

2 . 3 　确定评语集

根据旅游气候资源的特点 ,笔者确定了评语集 V = {很适宜 V 1 ,适宜 V 2 ,较适宜 V 3 ,不适宜 V 4} .

2 . 4 　建立单因子模糊评价关系

单因子评价就是对气候各因子 ,按旅游气候的要求确定每个因子对各评语的隶属度.

根据经验 ,可得到各因子的模糊评价矩阵 ,如确定气温的评价矩阵 R1 ,气温中有 4 个因子 ,确定每
个因子对评语集的隶属度如下 :

U 11 →V 1 = { 0 . 7 ,0 . 6 ,0 . 5 ,0} , 　　U 12 →V 2 = { 0 . 5 ,0 . 4 ,0 . 3 ,0} ,

U 13 →V 3 = { 0 . 75 ,0 . 6 ,0 . 4 ,0} , 　　U 14 →V 4 = { 0 . 8 ,0 . 7 ,0 . 6 ,0 . 3} .

则气温 U 1 →R1 矩阵为 　　　R1 =

0 . 7 016 015 0

015 014 013 0

0175 016 014 0

018 017 016 013

;

同理可得出旅游对太白山太阳辐射的评价矩阵 : R2 =
016 014 013 011

015 016 013 011
;

旅游对太白山湿度的评价矩阵 : R3 =

0 011 013 011

013 014 015 011

018 017 015 014

;

旅游对雷暴的评价矩阵 : R4 =
013 012 011 0

015 014 013 013
;

旅游对雾日的评价矩阵 : R5 =

015 014 013 0

016 015 012 011

013 012 011 0

012 011 0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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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降水的评价矩阵 : R6 =

015 014 012 0

017 016 015 012

017 015 014 011

0175 017 015 0

.

2 . 5 　太白山旅游气候的综合评价

2 . 5 . 1 　对气候要素集 U i ( i = 1 ,2 ,3 ,4 ,5 ,6) 进行综合评判
由确定的各类因子权重 A i 与各类因子评价 R i 进行 M (·, ⊙) 运算求出各类一级因子的评语 B i :

B i = A i ⊙R i .

对太白山气候 6 类因子综合评判计算结果如下 :

B 1 = (0 . 5 ,0 . 4 ,0 . 3 ,0) ; 　　　B 2 = (0 . 5 ,0 . 6 ,0 . 4 ,0 . 4) ; 　　　B 3 = (0 . 3 ,0 . 4 ,0 . 5 ,0 . 1) ;

B 4 = (0 . 3 ,0 . 2 ,0 . 2 ,0 . 2) ; B 5 = (0 . 2 ,0 . 1 ,0 . 1 ,0) ; B 6 = (0 . 5 ,0 . 4 ,0 . 2 ,0) .

2 . 5 . 2 　对太白山旅游气候的二级评估
由上面 B i 是对 U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 R = [ B 1 , B 2 , B 3 , B 4 , B 5 , B 6 ] ,利用 M (·, ⊙) 模型 ,求得太

白山旅游气候 U 的模糊综合评判为 : B = A ⊙R = (0 . 2 , 0 . 15 , 0 . 1 , 0) .

标准化后 B = (0 . 44 , 0 . 33 , 0 . 13 , 0) .

3 　结果分析

(1) 通过分析各气候因素对综合评价的归属评语 B i . 温度的评语中 ,太白山气温对“最适宜”的隶
属度为 0 . 5 ,为最大 ,所以对太白山气温的评价结果应为“最适宜”;太阳辐射的评语中 ,“适宜”在评语中
的隶属度最大 ,为0 . 6 ,这样太白山太阳辐射的评价为“适宜”;湿度评语中 ,较适宜的隶属度最大 ,为0 . 6 ,

因而太白山旅游对湿度的评语定为“较适宜”;雷暴评语中 ,“最适宜”的评语隶属度最大 ,隶属度为0 . 3 ,

旅游对雷暴的评语可定为“最适宜”;对雾日而言 ,属于“适宜”的为 0 . 2 ,为评语中的最大隶属度 ,对雾日
的评价可确定为“最适宜”;由降水对各评语的隶属度看 ,“最适宜”的隶属度最大 ,为 0 . 5 ,因此太白山旅
游对降水的评语为“最适宜”.

(2) 单考虑某一项气候要素 ,如上面所分析的 ,气温 →最适宜、太阳辐射 →适宜、湿度 →较适宜、雷
暴日 →最适宜、雾日 →最适宜 ,而且各评语的隶属度大小差异大. 太白山旅游气候应该给予怎样的评语
呢 ? 根据综合评价 ,属于“最适宜”的隶属度为 0 . 44 ,属于“适宜”的隶属度为 0 . 33 ,属于“较适宜”的隶属
度为 0 . 13 ,“不适宜”的隶属度为 0 ,因此对太白山旅游气候的综合评语应确定为“最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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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the cl imate
and tourism in Taibai Mountain

ZHAN G Qing2shan1 ,SHI Xiang2wei2 , GON G You2h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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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limate resources related to tourism are subjected to many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Further in2
vestigation on the evaluating methods of tourism climate resources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multilevel fuzzy

method. The climate resources and suitability for tourism in Taibai Mountain were evaluated preliminarily.

Key words : climate resources ; fuzzy theory ; suitability for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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