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０５）０３－００２０－０３

渭南市大雾气候特征分析及影响对策
贾金海，张永红，葛徽衍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为了开拓气象服务领域的需要，利用渭南市各县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４３ａ大雾资料，分析了渭
南市大雾分布规律和特点，结果表明渭南市大雾主要集中在９—１２月，以渭河沿线和大荔最多。年
际变化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渭南市大雾除合阳、韩城略有下降外，其余县市都呈上升趋
势，以大荔增幅最多。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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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冬季节，渭南市经常连续出现大雾天
气，给交通安全、空气质量以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带来很大危害。２００４－１２－１５据临渭区气象局观
测记录，最小能见度仅有３０ｍ，大荔县连续３ｄ
出现大雾。为了进一步拓展气象服务领域，利用
气候资源趋利避害，分析了渭南市大雾的气候分
布规律，为气象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
利用渭南市１１个县（市、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

逐月的大雾发生日数进行分析，资料来源于陕西
省气象档案馆。
渭南市大雾气候特征
２１气候分布状况

分析渭南市１１站４３ａ大雾资料，按照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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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６月上、中旬气温持续偏低，水稻移栽后生长
缓慢，分蘖较少。后期部分县区相继出现１６～７６
ｄ程度不等的伏旱天气。８月上、中旬气温偏高，
光照正常，有利水稻齐穗，部分无水浇灌田块龟
裂，造成少数水稻绝收。下旬阴雨连绵，光照严
重不足，使水稻黑穗病有所发生，但其危害程度
明显轻于去年。水稻主产地的汉台区总产达９５
×１０７ｋｇ，较去年增长２５％，单产近７５×１０３ｋｇ燉
ｈｍ２。
３６气候条件对果业的影响

冬季以来降水少，气温高，果树越冬顺利，春
季花期有所提前，但高温少雨天气也给病虫害滋
生创造了条件。４月上旬气温骤然下降，最低气温
普遍降至０ｏＣ以下，对苹果蕴花座果有一定影响，
下旬降水有利于苹果、酥梨幼果生长。６月下旬到

７月上旬气温高、降水少，对果体膨大不利；７月
中旬到８月下旬气温适宜，降水及时，有利于苹
果、酥梨果体膨大。９月光照充足，有利于苹果着
色，苹果果质、产量均可。经济作物及时令水果
也喜获丰收。本年度总的气候条件对林果经济作
物生长利多弊少。
３７气候条件对秋播的影响

今年秋作物如期成熟，９月中下旬降水多，大
田土壤墒情好，油菜、冬小麦播种顺利。１０月光
照充足、气温适宜有利于冬小麦播种、出苗。１１
月冬小麦进入分蘖期，冬小麦从播种到１１月末≥
０ｏＣ积温为４５７～５６７ｏＣ·ｄ，基本满足冬小麦冬
前形成壮苗的温度条件。中、下旬的两次雨雪天
气过程有利于冬小麦扎根、分蘖，有利于油菜的
苗期生长和安全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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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和从东向西的顺序，绘制大雾的空间分布直
方图（图１），可以看出渭河沿线和澄城的大雾年
日数较多，其中临渭区大雾的年日数最多，达到
２６ｄ，最少为韩城，年平均大雾日数为７ｄ。大雾
的月变化按照全市平均（图２），主要集中在秋冬
季，占全年大雾日数的２燉３以上，１１月份最多，１２
月份次之，１１—１２月平均日数在２０～２３ｄ；６月
份最少，平均小于０５ｄ。

图１渭南市各站年平均大雾日数

图２渭南市大雾平均日数逐月变化图

２２大雾日数年代变化
分析大雾日数年际变化情况（表１），从大雾

日数年际倾向率可以看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
９０年代，渭南市大雾除合阳、韩城略有下降外，其
余县市都呈上升趋势。以大荔增幅最多，华县次
之。

表渭南市各站大雾日数
年际变化情况 ｄ燉１０ａ

站点 ６０
年代

７０
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 倾向率

合阳 １２０ １２７ １３９ １０６－０３
韩城 ７４ ６７ ７６ ６３－０２４
蒲城 １２１ １７４ １９０ １２４ ０２５
白水 １０６ １４０ １８７ １１５ ０７４
澄城 １３６ １８８ ２０１ １６５ １００
渭南 １９２ ２９２ ３４２ ２１６ １２２
富平 ４５ ７９ １０３ ８８ １５３
潼关 ６４ ９５ １７８ １０９ ２１８
华县 １３４ １６２ ２６２ ２１０ ３２８
大荔 ５４ １２５ １３１ ２７４ ６６６

２３大雾变化趋势分析
以大荔、临渭区、韩城三站为例分析渭南市

大雾日数变化趋势（图３），大荔大雾日数为上升
趋势，韩城为下降趋势。
大雾形成和空间分布差异原因
３１渭南市大雾形成的天气学原因

雾的种类较多。根据形成条件的不同，雾可
分为辐射雾、平流雾、地形雾等，最常见的是辐
射雾和平流雾。渭南市的大雾以辐射雾和平流雾
为主［１］。

辐射雾的形成需要满足五个条件：一是冷却
条件，即晴朗少云的夜间或清晨，地面有效辐射
强、散热迅速，使近地面层降温幅度大，有利于
水汽凝结。当低空有辐射逆温形成时，有利于近
地面层大量雾滴聚集于逆温层下面形成辐射雾。
二是水汽条件，近地面层水汽充沛时，气温稍有
下降就会使水汽凝结。湿度越大、湿层越厚，就

图３大荔、韩城逐年大雾日数合计变化曲线及趋势（粗实线为趋势线）

越有利于形成雾。三是风力条件，微风对雾的形
成最为有利，微风条件下，可以使冷却作用扩散
到适当的高度，使水汽垂直输送到一定高度，有

利于形成一定厚度的雾。四是层结条件，如近地
面气层比较稳定或有逆温存在时，就有利于水汽
和尘埃杂质的聚集，加上有辐射冷却作用便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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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雾。五是地表性质对辐射雾形成有一定影响，
如土壤潮湿的地区，江河湖泊附近，内陆低洼地
区，都容易出现辐射雾。

平流雾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平
流条件，要有暖湿空气向较冷的下垫面移动，因
而适宜的风向、风速是一个必要条件。据研究，一
般风速在２～８ｍ燉ｓ时，最有利于平流雾形成。其
次为冷却条件，向较冷的下垫面平流的暖湿空气
与下垫面之间，温差越大，越有利于低层空气冷
却并形成平流雾。
３２临渭区和韩城大雾日数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受地形、盛行风向影响。临渭区由于
南部秦岭山脉的阻挡作用，空气流通不畅，冷空
气容易堆积，对平流雾起到增幅的作用；临渭区
盛行风向为东东北风；距离渭河很近，空气湿度
较大；地处渭河河谷地，易于平流雾的形成；冬
季取暖，燃煤量大，城市大气污染较严重，加重
了大雾的形成。韩城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端的黄
河西岸，常年盛行风向北北东风，地势开阔，冷
空气不容易堆积，湿度条件和空气污染程度都较
临渭区轻。
大雾的危害及影响
４１大雾对交通、航运、电力和人身的影响

大雾严重影响能见度，经常造成高速公路封
闭、航运中断、机场关闭、航班延误，甚至可引
发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由于湿度大，雾中水滴含
有多种化学腐蚀剂，极易破坏高压输电线路的瓷
瓶绝缘，造成“雾闪”频发，大面积停电。大雾
天气容易使心血管、呼吸道疾病患发几率大大增
加。雾中ＣＯ２、ＳＯ２、ＮＯ２的酸滴很多，高湿、高
酸性的酸雾，不仅破坏植物及建筑物，还直接危
害人体健康。
４２大雾对农业的影响

大雾除降低能见度外，还使日照时数减少，降

低作物光和作用率，对小麦、玉米等作物灌浆成
熟不利，影响籽粒的成熟度，同时易引发小麦锈
病发生。棉花开花吐絮阶段，叶面积指数最大，遭
遇大雾时棉田荫蔽程度大，通风透光率极差，容
易引发棉桃霉烂和下部叶片死亡和烂根。大雾天
往往光照不足，使大棚内作物处于高湿、高温状
态，通风不畅，极易诱发温室大棚内作物病害发
生，增加成本支出，影响产品的品质和效益［２］。
４３大雾与大气污染的关系

大雾与大气污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雾滴
的形成不仅需要水汽，还需要有凝结核。汽车尾
气、烟尘等污染物悬浮在空中恰好构成凝结核，当
空气中水汽含量较大时就形成雾滴，雾滴大量聚
集就形成雾气。污染越严重，凝结核越多，就越
可能出现大雾天气；同时大雾天气越稳定，污染
物也越不容易消散，可以说二者之间是一种恶性
循环。
大雾危害对策

（１）加强对大雾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增
强人们对大雾危害的认识。

（２）大雾天气能见度低，有时路面湿滑，应
注意交通安全，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制度。

（３）不要在雾中晨练，更不要在雾中做剧烈
运动。

（４）年老体弱、心血管、呼吸道患者和幼儿
应减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或加重病情。

（５）积极组织开展人工消雾作业，减少大雾
天气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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