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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海南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气候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京红、张明洁、张亚杰、杨静、林绍伍、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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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康养指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气候康养指数的术语与定义、气候康养指数及其等级、气候康养指数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气候康养资源的调查、监测、统计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633－201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QX/T 570-2020 气候资源评价 气候宜居城镇 

3 术语和定义 

HJ 633－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HJ 633－

2012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气候康养 climate health 

利用优质的气候资源条件或经过改造的微小气候的物理、化学作用，通过人们顺应四季、观赏体验、

疗养康体（保健）、趋利避害等需求行为，以达到调养心神、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活动的总称。 

 

气候康养指数 index of climate health 

反映一个地区的康养气候禀赋、康养生态环境条件的综合指数。 

 

    人体舒适度指数 comfort of human body index 

表征气温、湿度和风速等气象条件对健康人群的人体在大气环境中感觉舒适与否及其程度的综合

影响的指数。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air 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定量描述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数。 

[来源：改写 HJ 633－2012，术语和定义 3.1] 

 

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gital vegetation index 

评估植被状况最有效的参数之一，能够反映植被长势和营养信息，应用于遥感影像。范围为-1~1，

负值表示地面覆盖为云、水、雪等；0表示有岩石或裸土等；正值表示有植被覆盖，且随覆盖度增大而

增大。 

4 气候康养指数及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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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康养指数 

从气候环境康养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气候、空气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影响，构建气候康养指

数（CRI）。 

等级划分 

依据气候康养指数的大小，将气候康养指数分为最适宜、适宜、较适宜和不适宜四个等级，见表1。 

表1 气候康养指数等级 

等级 气候康养指数范围 

最适宜 CRI≤0.1 

适宜 0.1＜CRI≤0.25 

较适宜 0.25＜CRI≤0.4 

不适宜 CRI＞0.4 

 

5 气候康养指数计算方法 

评价因子及其计算方法 

5.1.1 人体舒适度指数 

人体舒适度反映了人体对空气的温度、湿度、风等气象要素的感受，提示人们根据气象因子来调节

生理，适应环境以及防范冷热突变。人体舒适度指数分级见表2。 

 𝐻𝐵𝐼 = 𝑇 − 0.55 × (1 − 𝑅𝐻)(𝑇 − 58) ····················································· (1) 

式中： 

𝐻𝐵𝐼——人体舒适度指数； 

𝑇(℉)——环境温度，计算公式如下： 

 𝑇(℉) = 𝑇(℃) ×
9

5
+ 32 ································································· (2) 

𝑅𝐻——相对湿度（0.01）。 

表2 人体舒适度指数分级 

等级 指数范围 表征意义 

1级 I＜25 寒冷，感觉极不舒适 

2级 25≤I＜40 冷，感觉不舒适 

3级 40≤I＜50 偏冷或较冷，大部分人感觉不舒适 

4级 50≤I＜60 偏冷或凉，部分人感觉不舒适 

5级 60≤I＜70 普遍感觉舒适 

6级 70≤I＜79 偏热或较热，部分人感觉不舒适 

7级 79≤I＜85 热，感觉不舒适 

8级 85≤I＜90 闷热，感觉很不舒适 

9级 I≥90 极其闷热，感觉极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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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AQCI）是指评价时段内，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和，综

合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其计算方法按生态环境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执行。 

5.1.3 生态环境质量 

植被的状况决定着生态环境的质量，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表征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NDVI

是目前评估植被状况最有效的参数之一，能够反映出植物冠层的背景影响，范围为-1~1，正值表示有植

被覆盖，且随覆盖度增大而增大。NDVI值越大，表明植物长势越好。 

气候康养指数 

5.2.1 评价因子的标准化处理 

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方法对各评价因子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式如下： 

对于正向指标：    

 𝑋𝑖 =
𝑥𝑖−𝑥𝑚𝑖𝑛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 (3) 

对于负向指标：    

 𝑋𝑖 =
𝑥𝑚𝑎𝑥−𝑥𝑖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 (4) 

式中：  

𝑋𝑖——无量纲化处理后第i个指标的均一化值； 

𝑥𝑚𝑎𝑥——第i个指标的最大值； 

𝑥𝑚𝑖𝑛——第i个指标的最小值。 

经过上述处理后，Xi范围为0~1。 

 

5.2.2 气候康养指数 

将3个评价因子的标准化值分别乘以影响系数后求和，作为气候康养指数，计算式如下： 

 𝐶𝑅𝐼 = 𝑎 × 𝐻𝐵𝐼 + 𝑏 × 𝐴𝑄𝐶𝐼 + 𝑐 × 𝑁𝐷𝑉𝐼 ·················································· (5) 

式中： 

𝐶𝑅𝐼——气候康养指数，无量纲； 

𝐻𝐵𝐼——人体舒适度指数； 

𝐴𝑄𝐶𝐼——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𝑁𝐷𝑉𝐼——归一化植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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