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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区大雾气候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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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西安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常规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分析西安城区大雾气候特征。结果

表明：西安城区雾日年际变化较大，平均２２．２ｄ／ａ，１９７１—１９９０年是大雾多发期，平均３３ｄ／ａ，

大雾以１．７ｄ／１０ａ速率显著减少；大雾主要集中在９月—次年１月，１１月为高发期，６月最少，

不同等级的雾出现次数与其强度成反比，强浓雾４—８月鲜有发生，主要在１０—１２月；０７：００

前后生成的大雾最多，０９：００—１８：００生成的雾较少，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几乎无大雾；大雾天气

主要风向为静风 （Ｃ），约占６６％，次风向为ＳＳＷ、ＮＥ和ＳＷ，风速普遍较小，风速≤１ｍ／ｓ的

雾次约占总次数的９２％，风速较大的雾日，风向以ＳＳＷ、ＳＷ 居多；大雾天气相对湿度为８０％

～１００％，相对湿度≥９０％的雾日占比８８％，夏季成雾湿度高于冬季，平均为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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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灾害性天气频发，大

雾是常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对交通运输和人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

的关注。大雾的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０２ 陕　西　气　象　　　　　　　　　　　　　　　　　２０１４ （３）　



征［１３］，很多地方利用地面观测资料开展大雾的

气候统计研究［４６］工作。李建科［７］对西安地区大

雾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利用西安站１９５１—

２０１１年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分析西安城区

大雾时间变化特征和相关气象条件特征。

１　资料来源

采用西安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地面气象观测资

料，资料来源于陕西省信息中心。雾日：以每日

２０时为日界，一日内只要有一次大雾记录统计

为一个雾日。西安站自１９５４年开始记录大雾现

象起止时间，２００８年调整为一般站，取消了夜

间观测，因此关于大雾的起始和持续时间等的统

计时间为１９５４—２００７年。

２　时间变化特征

２．１　年际变化

图１为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西安城区雾日年际变

化分布图。西安城区雾日年际变化较大，６１ａ共

出现雾日１３５３ｄ，平均２２．２ｄ／ａ，１９８３年最多

５２ｄ，１９９０年次之４７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雾日均

为２ｄ，２０１０年无大雾。１９５１—１９７０年雾日接近

历年平均值，在平均值上下波动；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是大雾多发时段，年平均雾日３３ｄ／ａ，明显高

于历年平均值；１９９１年后雾日明显减少，进入

２１世纪，雾日继续减少。西安城区大雾以１．７

ｄ／１０ａ的速率减少，下降趋势系数通过０．０５的

信度检验，与李建科［７］对西安地区大雾年际变化

趋势分析结果一致。

图１　西安城区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雾日年际变化
　

２．２　月际变化

西安城区全年大雾较为明显地集中在９月—

次年１月，约占总数的８１．５％，最多出现在１１

月，６月最少，如图２所示。

图２　西安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各月雾日及大雾生成

当日或前一日有降水的雾日统计图

　

低能见度对城市居民的出行、安全带来很多

不便，地面观测规范［８］按照能见度大小将雾分为

雾、浓雾、强浓雾，按此标准对不同等级的雾进

行统计 （图略）发现，不同等级的雾出现次数与

其强度成反比，但全年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其中，强浓雾４—８月鲜有发生，主要集中在

１０—１２月，１１月为高发期。

２．３　日变化

对１９５４—２００７年大雾起始时间进行统计，

以小时为单位，在某时次内出现的雾次均计入该

时次 （见图３）。０７：００前后是大雾开始形成的

主要时段，０９：００—１８：００生成的雾较少，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几乎没有大雾生成。

图３　１９５４—２００７年西安城区大雾起始时间日变化
　

２．４　持续时间

统计大雾持续时间发现：持续时间小于等于

４ｈ的雾次占比８８．４％，４～２４ｈ的为１１．５％，

超过２４ｈ有１２次，西安城区大雾维续时间最长

有３ｄ，发生在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４日。

３　气象条件分析

３．１　天空状况

形成机制不同，大雾时天空状况也有所不

１２　２０１４ （３） 王雯燕等：西安城区大雾气候特征分析



同。大雾期间地面观测记录的天空状况有两种，

可辨和无法辨明［８］。大雾期间天空不能完全辨明

的雾日约占总数的６３．４％，其余为天空可完全

辨明。天空可完全辨明说明雾层较薄，通常雾消

散后天空多晴朗，主要为辐射雾，其可辨云状主

要为中云Ａｃ和高云Ｃｉ、Ｃｓ。

３．２　风

大雾期间主要风向为静风 （Ｃ），约占６６％，

与贺浩［９］研究结果相近，其次为ＳＳＷ、ＳＷ 和

ＮＥ，分别占５％、４％和４％，其余为 ＮＮＷ、

Ｎ、ＥＳＥ等；大雾时风速普遍较小，大多≤１ｍ／

ｓ，约占总数的９２％，风速为２～３ｍ／ｓ的约占

８％。风 速 较 大 的 雾 日，风 向 以 ＳＳＷ、ＳＷ

居多。

３．３　相对湿度

关于大雾天气相对湿度的取值范围，２００３

年以前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规范明确规定大雾时相对湿度尽量接近

１００％。西安城区大雾天气相对湿度范围在８０％

～１００％之间，其中，相对湿度≥９０％的雾日占

比８８％，小于９０％的占比１２％，也有极个别雾

日相对湿度小于８０％。进一步分析发现，秋、

冬季成雾时相对湿度低于春、夏季，平均为

９０％，夏季成雾相对湿度平均为９５％。

３．４　降水

大雾当日或前一日有降水的雾日有６２９ｄ，

达总雾日的４３．６％，其中６—８月当日或前一日

有降水的雾日最多，约占该月累积雾日的８０％

～９５％，其余各月较少，１２月最少为２８．５％

（见图２）。降水前后近地面层附近水汽较充足，

相对湿度大，容易产生大雾。

４　结论

（１）西安城区雾日年际变化较大，平均

２２．２ｄ／ａ，１９８３年最多５２ｄ，２０１０年全年没有；

１９７１—１９９０年是大雾多发时段，平均３３ｄ／ａ，

１９９１年后雾日明显减少；雾日以１．７ｄ／１０ａ的

速率显著减少；

（２）大雾主要集中在９月—次年１月，最多

　　

出现在１１月，６月最少；不同等级的雾出现次

数与其强度成反比，强浓雾４—８月鲜有发生，

主要集中在１０—１２月，１１月为高发期。

（３）０７：００前后是大雾开始形成的主要时

段，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生 成 的 大 雾 较 少，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几乎没有大雾生成；持续时间

小于等于４ｈ的大雾占比８８．４％。

（４）雾日中天空不能完全辨明的约占总雾日

的６３．４％，其余为天空可完全辨明，云状主要

有中云Ａｃ和高云Ｃｉ、Ｃｓ。大雾天气主要风向为

静风 （Ｃ），约占６６％，次风向为ＳＳＷ、ＮＥ和

ＳＷ；风速普遍较小，风速≤１ｍ／ｓ的雾次约占

总次数的９２％，风速较大的雾日风向中，以

ＳＳＷ、ＳＷ 居多。

（５）西安城区大雾天气相对湿度范围在

８０％～１００％之间，其中，湿度≥９０％的雾日占

比８８％，小于９０％的占比１２％，夏季成雾湿度

高于冬季，平均为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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