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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2008-2018年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两个观测站的大雾记录,空气温度、地面温度以

及2分钟风向风速资料,海平面气压场,实况500高度场和850温度场,分析近年来大雾的时间变化特征、环

流形势场和气象要素条件。结果表明：大雾出现次数相对较多月份为7-8月。高空形势分为脊和槽过

境、冷涡前部、后部及底部型、平直西风气流型和冷涡中心型。地面形势分为高压中心型、南方气旋

型、东高西低型、低压前部型,高压前部型。大雾出现相对湿度基本都达到97%以上,风速在0.7~1.3m/s

时出现最多,白山市850hPa和地面温差在3℃以上,逆温状况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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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雾是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大量

微小水滴或冰晶,出现时水平能见度不

足1000m。近地面空气层降温增湿,水汽

达到过饱和并发生凝结,雾便随之形成。

大雾是比较常见的危害天气之一,近年

已成为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国内对大

雾天气分布特征、成因及预报均开展了

研究工作[1-4]。了解大雾出现的时间分布

特点、形成气象条件及其天气形势,对大

雾灾害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1 时间分布特征 

根据白山市两个观测站(浑江区、江

源区)年平均大雾日数统计得出,2008- 

2012年大雾日数逐渐减少,14年又有大

幅度增加,为大雾日数 多一年16天,之

后又逐渐减少, 少日数出现在2016年,

年平均大雾日数只有6天。按照常规标准

进行季节划分,大雾在春夏秋三季均有

出现,盛夏和秋初 多,由高至低依次是

7、8、9月,平均每个月为3~4天。 

2 形势场特征 

2.1高空形势场 

综合分析表明,大雾形成前地面影

响系统有:高压中心(4.1%)、高压前部

(11.5%)、低压前部(13.3%)、东高西低

(28.1%)、南方气旋(28.2%)、其它

(17.0%)。高空500hpa中纬度地区环流形

势有：平直西风气流(8.5%)、槽过境

(11.0%)、冷涡底部(15.2%)、冷涡后部

(16.2%)、冷涡前部(19%)、冷涡中心

(21.1%)、脊过境(25.4%)。其中冷涡前

部 型 ,低 涡中 心 一般 处在 40-60 °

N,110-130°E。中心强度在538-572hpa

之间；冷涡后部型,此类低涡中西一般在

40-60°N,130-150°E之间,中心强度在

454-568hpa之间,我区处在低压后部西

北气流控制下,源源不断将冷空气输送

南下,碰到暖湿下垫面时出现大雾天气。 

2.2海平面气压场 

南方气旋型：渤海湾至辽宁一带有

一南方气旋,携带暖湿西南气流进入我

区。气旋一般强度较强,可能会有暖锋划

过。低压前部型：低压中心偏西,在吉林

省西北部,贝加尔湖东侧,我区处在低压

涡底部西南气流中,随后可能伴随冷锋

划过。东高西低型：我区东部存在一弱

高压,有时并不存在高压中心,只有一条

等高线穿过我区。而西部则是一个较强

的低压系统,低值系通过会伴随冷暖锋

划过,由于东侧高压的阻挡作用,锋面移

动减弱,会导致雨和雾同时出现。高压前

部型：我区处在高压前部偏北气流中,

该类型一般出现在雨后,地面相对湿度

较大,加之不断有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区,

高压控制下辐射降温较强,冷暖交汇处

易形成大雾。高压中心型：吉林省位于

高压中心或高压中 高的一根等压线穿

过吉林省,并且吉林省内气压梯度特别

小,全省范围气压差在3hPa以内。高压控

制地面辐射降温较强,秋冬季节易形成

上暖下冷的逆温层。 

3 气象要素特征 

大雾天气局地性很强,其形成的有

利条件主要为大气中要有丰富水汽含

量、近地层空气层结较为稳定、暖气流

流经冷表面地区或辐射降温剧烈等条

件。天气系统、气温、相对湿度、风速、

大气稳定度等诸多条件都会对大雾的形

成产生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大雾形成的

物理条件。本文选取温、湿、风三个要

素来进行分析。 

3.1相对湿度条件 

相对湿度是反映空气水汽饱和程度

的一个物理量,配合其他有利条件,其大

小与形成大雾天气的可能性成正比。统

计11年共出现74次大雾,利用其出现大

雾时间,取 近两个时刻相对湿度求平

均值,得出以下结论,其中相对湿度99%

以上的共出现50次,相对湿度达98%有8

次,相对湿度达97%有7次,90%--97%出现

9次,相对湿度小于90%的大雾基本上近

年来未出现过。 

3.2风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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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对雾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适当的风速(风力)是雾生成的一个

重要因素。风速过大使得大气中的乱流

加强,不利于雾的生成,风速过小则不能

把大气低层的水汽输送到空中,形成一

定厚度的雾。适当的风速,则既有利于向

空中输送水汽,又不至于使垂直交换强

烈,从而利于雾的产生。根据大雾发生时

的风速、风向统计可知,61.3%大雾发生

在风速在0.7~1.3m/s情况下,38.7%大雾

发生在≤0.7m/s情况下；其中从11月份

几次大雾可以看出,风速 小在2m/s,

大则达到7m/s。在不同风向下,大雾发生

的概率差异不大。 

3.3温度条件 

统计发现,白山市出现大雾的时段

大多数在凌晨,以05时前后(02时～08时)

出现的次数 多,占75.2%。其中春夏季

大雾多出现在05时之前,待太阳出来时

大雾便很快消散,相对维持时间较长。秋

季大多出现在05时以后,随后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而消散,持续时间较短。春夏季

白山市低温多出现在02-03时,冬季低温

多出现在05时前后。地面降温有利于空

气中水汽凝结,升温有利于空气中水汽

蒸发。一般早晨是一天中温度 低的时

段,所以大雾易出现在凌晨,而到了太阳

出来以后,由于温度逐渐升高,水汽蒸发

导致湿度降低,大雾也渐渐地消退,当空

气温度降低到接近露点温度时,空气就

开始饱和,低层大气中的水汽就会发生

凝结,有利于大雾形成。大雾出现时段气

温在0~22℃范围内均可,7月大雾出现气

温15~20℃之间；8月在11~21℃之间；9

月出现在5~12℃之间。气温≥20℃的情

况下,大雾几乎不出现,说明气温过高不

利于辐射冷却,从而不利于大雾的形成。 

3.4层结条件 

白山市850hPa和地面温差都在3℃

以上,逆温状况明显,此时大雾几天不散,

稳定层结作用显而易见。5、6、8、9、

10月的月平均温差在2.8~3.4℃之间,其

中7月是平均4.9℃,11月温差 大,达到

6.7℃。当气温逐渐降低并开始低于地温

时,近地面层几米厚内不稳定气层发展,

使得热量、水汽交换,大雾开始消散,在

形成大雾的微物理过程中,这种近地面

的微尺度涡流和湍流十分重要。 

4 结论 

(1)2008-2012年大雾日数逐渐减少,

之后到14年又有大幅度增加,其中16年

是大雾日数 多一年,平均一年中出现

16天,之后又逐渐减少, 少日数出现在

2016年,年平均大雾日数只有6天。 

(2)大雾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有出

现,在冬季基本未出现过,盛夏和秋初大

雾出现 多。 

(3)白山市大雾形成前的地面控制

或影响系统、高空500hPa中纬度地区的

环流形势复杂多样。其中地面系统高压

中心与高空系统脊过境是发生大雾天气

占比相对较多的系统。 

(4)白山市所有大雾均出现在相对

湿度为90%~100%的区间内,尤其是相对

湿度为97%~99%以上的约占87.3%；分析

大雾天气发生时风速较小,其中61.3%大

雾 发 生 在 风 速 在 0.7~1.3m/s 情 况

下,38.7%大雾发生在≤0.7m/s情况下,

同样风速条件下,风向的变化对大雾天

气的产生与否影响不大。 

(5)分析大雾天气发生时间,其中春

夏季大雾多出现在05时之前,秋季大多出

现在05时以后。适宜温度范围为0~22℃,

气温过高不利于辐射冷却,从而不利于大

雾天气的形成。 

(6)白山市850hpa和地面温差均大

于3℃,逆温状况明显,其中5、6、8、9、

10月的月平均温差在2.8~3.4℃之间,其

中7月是平均4.9℃,11月温差 大,达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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