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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河机场低能见度现象的气候特征分析
胡迪

（民航武汉空管中心，武汉４３０３０２）
摘要：利用武汉天河机场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共１０ａ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对该机场低能见度现象的
年变化、日变化等气候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低能见度现象在冬季出现得最多，夏季最
少。春、秋、冬三季低能见度出现频率较高的时段比较接近。在对影响能见度的天气现象和低能
见度的持续时间进行研究后发现雾是造成低能见度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而春、秋、冬三季低能见
度的持续时间在２～４ｈ之间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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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是判定飞行气象条件的重要标准之
一，也是决定接收或放行飞机的重要依据。恶劣
的能见度往往会危及飞机起飞与着陆的安全，尤
其当机场能见度降至１ｋｍ以下时，就会严重影
响飞行安全。通常将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天气现
象称之为“低能见度现象”。若某日机场出现了低
能见度现象，则将该日算作一个“低能见度日”。
武汉天河机场位于３０°４７′０１＂Ｎ，１１４°１２′２７＂Ｅ，地
理位置处于亚欧大陆东部的亚热带区域，属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
南风，全年的气候特点主要表现为冬冷夏热、冬
干夏雨和雨热同季［１］。本文利用该机场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共１０ａ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分析低能见
度现象的气候特征，以期为气象预报员准预报低
能见度现象的出现和消散提供依据。
低能见度的气候特征
１１低能见度的年变化特征

能见度的年变化常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就
我国大陆大部分地区而言，能见度一般是冬、春
季较差，夏、秋季较好［２］。武汉天河机场能见度的
年变化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以下以各月低能见
度日数的分布分析能见度的年变化特征。

统计结果表明，武汉天河机场的年平均低能
见度日数为４２６ｄ。从图１可以看出，一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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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在６０％左右时，轻雾和霾在颜色上不易
区分，应从成因及当时的天气条件综合考虑。
天气条件的区别

轻雾和霾都是出现在稳定的天气条件下，且
风力较小。若风较大或大气层结不稳定，会促使
空气对流，有利于低层的水汽、污染物向高空扩
散。轻雾大多形成于晴朗微风且水汽比较充沛的
早晚，空气潮湿，相对湿度大。相对湿度一般在
７０％～１００％之间。霾形成时，大气干燥，相对湿
度小，相对湿度一般在６０％以下。

出现的时间不同
轻雾和霾一般在冬半年易出现。因为冬季常

有逆温层存在，大气层结稳定，有利于雾的形成
和污染物的积聚。轻雾在夜间或早晨出现较多，霾
在一天中任何时候均可出现。

总之，轻雾是一种水汽凝结现象，形成时要
求相对湿度大。霾是浮游在空中的大量细微干尘
粒，大气较干燥。故相对湿度可作为判断轻雾和
霾的参考依据，但不是唯一的判定条件，应结合
成因、当时的天气条件等特征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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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见度日主要集中出现在冬季。１２月的平均低
能见度日数最多，为８１ｄ。除冬季以外，春季的
低能见度日也相对较多，其中４月低能见度平均
日数达到了３２ｄ。秋季各月低能见度日数呈递增
趋势，平均日数由９月的１２ｄ递增至１１月的
５２ｄ。夏季是一年中低能见度日数最少的季节，
其中８月无低能见度日。

图１武汉机场累年各月低能见度平均日数分布

１２低能见度的日变化特征
能见度的日变化主要决定于影响能见度的各

种天气现象的日变化。例如雾、霾、烟等现象常
常形成于大气低层层结比较稳定、风速较小以及
相对湿度较大的清晨，所以清晨能见度一般较差。
而午后低层稳定层遭到破坏，空气乱流增强，这
些现象便会逐渐消散，能见度随之好转。能见度
的日变化在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特点。通过武
汉天河机场各季（３—５月为春季，６—８月为夏季，
９—１１月为秋季，１２—２月为冬季）各个时刻（本
文一律采用世界协调时）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平
均频率分布来分析低能见度的日变化特征。

（１）春季
由图２可知，春季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频率

较高的时段集中在２０—２３Ｚ之间，频率在３８％
～５８％之间变化，其中２２Ｚ和２３Ｚ的频率值最
高，为５８％。其余的时段的频率均较低，不超过
３０％，尤其是０２～１２Ｚ这段时间均不超过为
０４％。

图２春季逐时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平均频率

（２）夏季
夏季能见度较好，低于１ｋｍ的现象比较少

见，平均频率不超过０１％。
（３）秋季
秋季各时刻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频率较高时

段集中在２２～０１Ｚ之间，以２４Ｚ的频率最高，为
６９％。其余的时段的频率均较低，不超过２０％，
尤其是０６～１５Ｚ的平均频率均为００％。

（４）冬季
冬季各时刻能见度低于１ｋｍ频率较高的时

段集中在２３～０２Ｚ之间，其中２４Ｚ的频率最高，
为１７３％。其余的时段的频率均较低，不超过
５０％，其中０８～１１Ｚ的频率最低，均为１２％
（图３）。

图３冬季逐时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平均频率

影响能见度的主要天气现象
能见度的变化主要是由某些天气现象的生消

演变造成的，因此分析能见度的变化应主要着眼
于这些天气现象的演变。造成武汉天河机场能见
度低于５ｋｍ的天气现象有轻雾、雾、霾、烟、雨、
雪、扬沙以及浮尘等，其中轻雾出现得最多，其
次是霾，而造成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天气现象则
主要包括雾、雨和雪（表１）。

（１）雾
在造成武汉天河机场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几

种天气现象中，雾出现的频率最高。全年雾的平
均日数为４１１ｄ，占低能见度日数的９６５％。雾
主要集中出现在冬、春季。冬季１２月雾平均日数
最多，其次是１月。而春季４月，雾的平均日数
也达到了３１ｄ。夏季雾很少出现。

出现在武汉天河机场的雾多属辐射雾，往往
在夜间或清晨形成，日出前后达到最大强度，以
后随着气温的升高或乱流的增强而逐渐消散。雾
的维持时间一般在２～４ｈ之间。其它形式的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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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月因出现雾、雨、雪而造成能见度低于ｋｍ的平均日数 ｄ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平均日数 ７６ ５０ ２９ ３２ ２８ １８ １１ １２ ３６ ５２ ８１

天气
现象

雾 ７５ ４９ ２８ ３１ ２６ １５ ０９ １２ ３６ ５１ ７９
雨 ０４ ０９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５
雪 ０８ ０１ ０１

注：１２月雨夹雪造成能见度低于１ｋｍ的平均日数为０１ｄ

平流雾、锋面雾等出现得较少。
（２）雨
因降雨而造成低能见度的年平均日数为４４

ｄ。雨造成低能见度的情形有三种：一种是毛毛
雨，发生在大面积的稳定层状云中，持续时间较
长，一般在１～２ｈ以上，多出现在春季；第二种
是暴雨，其雨量大，雨线密集，持续时间较长，多
出现在初夏的梅雨季节；第三种是雷雨云过境时
形成的强阵雨，它持续时间较短，有时只有几分
钟，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夏季。

（３）降雪
因降雪而造成低能见度的年平均日数为１０

ｄ。降雪主要出现在冬季，其中１月份的平均日数
最多，为０８ｄ。降雪不仅造成能见度下降，还影
响机场跑道的使用，对飞行安全影响很大。
低能见度的持续时间

不同季节，低能见度的持续时间不同。如冬
季出现的大雾持续时间相对较长，而春季和秋季
出现的大雾持续时间则相对较短。

春季持续时间在２～４ｈ的居多，平均次数为
１３次；持续时间在１ｈ以内（含１ｈ）的居其次，
平均次数为１１次；持续时间在６～１２ｈ的居第
三，平均次数为１０次；而持续时间在１～２ｈ和
４～６ｈ的次数较少，平均次数分别为０６次和
０１次。

夏季低能见度出现的次数较少，持续时间在
１ｈ以内（含１ｈ）的居多，平均次数为０３次。

秋季持续时间在１ｈ以内（含１ｈ）、２～４ｈ和
６～１２ｈ的居多，平均次数均为０４次；持续时间
在１～２ｈ的居其次，平均次数为０２次；持续时

间在４～６ｈ的居第三，平均次数为０１次；而持
续时间在１２ｈ以上的几乎很少出现。

冬季持续时间在２～４ｈ的居多，平均次数为
１９次；持续时间在６～１２ｈ的居其次，平均次数
为１２次；持续时间在１ｈ以内（含１ｈ）和１～
２ｈ的居第三，平均次数为１１次；持续时间在４
～６ｈ的平均次数为０４次；持续时间在１２～２４
ｈ的平均次数为０１次。
小结
４１低能见度现象在冬季出现得最多，夏季最
少。全年以１２月的平均低能见度日数最多，８月
最少。
４２春、秋、冬季低能见度出现频率较高的时段
比较接近。春季集中在２０～２３Ｚ，秋季集中在２２
～０１Ｚ，冬季则集中在２３～０２Ｚ，而夏季低能见度
很少出现。
４３造成低能见度出现的主要天气现象包括雾、
雨和雪，其中雾出现的频率最高。
４４除夏季以外，低能见度的持续时间在２～４
ｈ的居多。

由于所选资料年限较短，有些结论可能值得
商榷。在今后的工作中，应选取年限更长的资料
进行计算，力争让所得的结论更具有科学性。

参考文献：

［１］乔盛西湖北省气候志［Ｍ］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９

［２］罗汉民，吴诗敦，谭克光气候学［Ｍ］北京：气
象出版社，１９８０

０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