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为何雾朦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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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常见雾缭绕，薄幕轻饰古城。雁塔钟楼
若现若隐，车水马龙若停若行……。人们不禁要
问：西安为何雾朦朦？

大家知道，空气中能容纳的水汽，其数量是
有限的。如果空气中含有的水汽，达到了最大的
容量，就叫做“饱和状态”。好比车上的座位都有
人了，也就是满员了。有时，空气中含有的水汽，
可以略为超过其最大的容量，叫“过饱和状态”。
好比车上的人很多，除了座位全部坐满之外，还
有一些乘客拥挤在过道上，也就是超员了。这些
“超员”的水汽，由于没有座位，其状态是不稳定
的；就像拥挤在过道上的乘客，总想找个座位，才
会稳定下来。空气中经常飘着一些烟尘、灰尘和
某些颗粒状的化合物。它们就成为无家可归的水
汽之家。超员的水汽纷纷附着到这些颗粒物的表
面上，于是形成许多以颗粒物为核心的小水滴或
小冰晶。烟尘等颗粒物就被称为“凝结核”。如果
空气中超员的水汽比较多，飘浮的凝结核又很丰
富；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小水滴或小冰晶，一团团
地不断地涌现出来。它们飘浮在高空的，成为云；
降落到地面的，就是雨或雪；那些不高不低，悬
浮在近地面的低空中，这就是雾。

为什么入冬以后，大雾天气会比较多呢？这
是因为冬季的天气形势比较稳定。陕西省受冬季
风的影响，经常受冷高压控制。每当天气晴朗、无
风或微风的夜晚，地面上由于辐射冷却，气温迅
速下降。于是在低空形成一个稳定层。这个稳定
层就像一个巨大的盖子，笼罩着大地。因此，盖
子下面的空气就不容易流动，变成一潭死水。盖

子下面的雾气，也同样被捂得严严实实，难于消
散。冬天的夜晚，辐射冷却甚强，气温不断下降，
空气便很容易达到过饱和状态。只要有足够多的
凝结核，多余的水汽就会不断地凝结，形成许多
雾滴。这些雾滴在稳定层这个大盖子的“保护”下，
越聚越多，逐渐铺天盖地。通常，清晨地面气温
最低，稳定层也最强，所以朝雾就最浓。等到日
高地暖，地面的空气受热之后就往上升，使得湍
流增强，终于将稳定层冲破。雾气才会逐渐消散。
由于冬季的天气形势比较稳定，低空的稳定层和
雾气相伴，昼消夜生，往往可以持续好几天，甚
至十天半月以上。有时甚至浓雾弥漫、终日不散。

入冬以后容易成雾，是否各地均如此多雾呢？
答案是否定的。气象资料表明：西安市区的年平
均雾日为４１ｄ。距离西安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如
户县的年平均雾日为２９ｄ，临潼为２１ｄ，渭南为
２３ｄ，咸阳为２１ｄ。它们的雾日约为西安市区的
５０％～７０％。而距离较远的武功，雾日为１５ｄ，再
远一点的陇县为５ｄ，韩城为７ｄ；还不到西安市
区雾日的２０％。为什么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大雾比
较多呢？监测表明：大城市的烟尘多、灰尘多，颗
粒状的化合物也比较多。也就是说，大城市上空
的凝结核十分丰富，过饱和的水汽就以这些凝结
核为中心，形成大量的雾滴。于是大城市上空就
容易发生浓雾。城市上空的这种雾被称为“都市
雾”。都市雾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具有
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改善生态环境，减少大气
污染，实在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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