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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昊、郜婧婧、陈辉、杨静、戴至修、李怡、李蔼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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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4年7月,世界气象组织(WMO)制定了国际统一的紫外线指数表示形式。2002年世界卫生组

织(WHO)、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ICNIRP)联合制定了《全球太阳紫外线指数:实践指南》,指南中对紫外线指数、紫外线的影响因素、紫
外线对人体的影响以及紫外线防御措施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许多国家采用《全球太阳紫外线指数:实践

指南》开展紫外线指数预报工作。
为了全面对接《全球太阳紫外线指数:实践指南》,促进我国紫外线预报科学开展,特制定本标准,以

指导紫外线指数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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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指数预报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云量、天气现象、地表反照率订正地面紫外线辐照度的紫外线指数预报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紫外线指数预报工作与相关科学研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太阳紫外线 solarultraviolet;UV
太阳光谱中波长范围为100nm~400nm的太阳辐射,简称紫外线。

  注:太阳紫外线按照不同波长所起的生物作用可分为三个波段,具体参见附录A。

2.2 
紫外(线)辐照度 UVirradiance
单位面积上所接收到的太阳紫外线辐射功率。

  注: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QX/T87—2008,定义3.2]

2.3 
紫外(线)指数 UVindex;UVI
地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红斑有效辐照度水准的量化指标。
[GB/T21005—2007,定义3.10]

  注1:紫外线指数用来衡量某地日照最强时刻的紫外线辐射对人体皮肤、眼睛等组织和器官的可能损伤程度。紫

外线指数越大,对人体的损伤程度越重。

  注2:紫外线指数等级划分参见附录B。

3 指数预报方法

3.1 紫外线指数计算

紫外线指数计算见式(1):

IUV ≈
Quv·Cer

ΔI
…………………………(1)

  式中:

IUV———紫外线指数预报值,无量纲值,非零整数,四舍五入取整得到;

Quv———地面紫外线辐照度预报值,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Cer———等效红斑订正因子,取值0.01;

ΔI———与单位紫外线指数相当的紫外线辐照度,取值为0.025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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