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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低能见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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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西安市７个县市２３ａ的低能见度资料，统计分析西安市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ｋｍ（低能
见度）时空分布的气候特征以及２３ａ的日均、月均、季均、年均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西安低能见
度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季变化，秋冬季明显高于春夏季，平原多于临近山区。分析了地形地貌、雾
等因素对西安市低能见度的影响，得出影响西安低能见度的主要天气现象是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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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能见度是指视力正常的人在当时的天气
条件下能够从天空背景中看到和辨认出目标物的
最大水平距离［１］。能见度的大小直接反映了大气
的干洁程度，而城市能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
城市建设、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变化的，尤
其是小于１ｋｍ的低能见度对城市交通运输、航
空、航海、电力、城市建设、空气质量和人民生
活等有着较大的影响。研究分析城市低能见度对
保障城市交通安全，尤其是高速公路的车辆行驶，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选
用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ｋｍ的低能见度作为影响城
市交通的一个指标，研究西安市能见度的时空分
布特征、变化规律及天气现象对其的影响。
资料来源及处理

选取西安市７个气象观测站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
２３ａ的基本气候资料，并结合西安地区的实际情
况，把能见度小于１ｋｍ划分为４个等级（１～４
级），称为低能见度，得到西安市低能见度的分布
状况，低能见度等级划分见表１。

为了统计结果有代表性和可比性，分析西安
市７站０８时、１４时、２０时３个时次低能见度资
料。０８时低能见度的次数较多，而１４时、２０时
出现次数较少，有时与０８时重叠，有时从晚上起
雾延续到第二天，有时从０８时延续到１４时，单

独出现个例相对较少。以０８时低能见度出现计为
１个低能见度日，统计得到西安地区２３ａ平均低
能见度日数。

表西安市低能见度等级（爧）划分
低能见度等级 能见度距离燉ｍ能见度鉴定

１ 爧＜５０ 最差
２ ５０≤爧＜２００ 较差
３ ２００≤爧＜５００ 差
４ ５００≤爧＜１０００低能见度

西安地区低能见度的区域分布特征
表２反映了西安市低能见度１～４级的分布

特征。从地形分布看，平原比临近山区的低能见
度日数多；从等级分布看，１级最差，高陵、西安
市区出现较多，平均每年出现６～７ｄ，直接影响
到车辆的正常行驶，而临潼、周至、蓝田年平均
不到１ｄ，长安、户县２ｄ左右。
西安市低能见度气候特征
３１西安市低能见度日变化分布

０８到０９时和１６到１７时能见度差，１０到１２
时好转，１３到１４时能见度最好，这与中午太阳辐
射增温、空气水分蒸发、湍流混合、热力抬升、风
力加大等有很大关系。西安市低能见度日变化规
律特征是：低能见度多出现在０７到０９时之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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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站时低能见度年平均日数 ｄ
等级 高陵临潼西安长安户县周至蓝田
１级 ７００３５９１５２６０６０４
２级 ３６４１２６２２１６０５０４
３级 ８１５０３２５３２６２６３３
４级 １２４５９５０８８５７２５３１
年平均３１１１５３１６１１７８１２５６１７２

多出现在雾天，逆温层使大气稳定，气温日变化
小，能见度转好较慢。
３２西安市低能见度月变化

统计高陵、西安站（图１）０８时低能见度月
平均出现日数发现，１０—１２月低能见度出现频率
最高，月平均高陵４７～６８ｄ；西安２６～３３ｄ，
其次是１月，５—８月份出现频率较低。西安８月
和１１月为一年中发生频率最低月和最高月，高陵
７月和１２月为一年中发生频率最低月和最高月。

图１西安、高陵站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逐月低能
见度平均日数

３３西安市低能见度季变化
秋冬季是低能见度的高发期，春季次之，夏

季低能见度发生几率相对较小，以西安和高陵为
例（表３）。

表各季低能见度平均日数 ｄ
站名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西安 １９ １３ ４７ ４８
高陵 ３３ １１ ８９ ９９

３４西安市低能见度年际变化
由表２可看出低能见度年平均发生日数最多

的仍是高陵，平均每年出现３１１ｄ，其次是长安、
西安、临潼，基本日数相当，最少的是周至和蓝

田，周至仅６１ｄ。
影响西安市低能见度的成因
４１地形对西安市低能见度的影响

西安市位于关中盆地，南倚秦岭，北边位于
八百里秦川的腹地。周至、蓝田背靠秦岭山脉，人
口相对少，户县长安虽然也靠秦岭，但北边是川
地，高陵、西安市是川地，这种盆地地形跟低能
见度日数分布由南（山地）向北（川地）逐渐增
多的特征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４２天气现象对西安市低能见度的影响

通过统计分析，影响西安市大气能见度的气
象因子是雾、烟尘、霾、降水、大风、扬沙、低
云等多种因素，对西安市低能见度的影响，单一
天气现象的独立作用绝大部分是由雾引起的；多
种天气现象的影响，几乎都是雾与其它现象共同
出现，说明西安市低能见度主要是雾引起的。

造成低能见度有诸多原因，除了地形和天气
现象外，城市中人为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由于城区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中心地区，人
为活动所产生的排放物，使大气中的气溶胶粒子
不断增多，降低了城市大气能见度。另外由于气
溶胶粒子增加又为城市雾、降水的增多提供了有
利条件，从而又影响了能见度［２］。
结论
５１西安市低能见度分布由北（平原）向南（山
区）逐渐减少。
５２低能见度在一天的定时观测中，０８时出现
几率远大于其它时次。
５３全年各月低能见度分布很有规律，７、８月和
１１、１２月分别为一年中发生频率最低月和最高
月。
５４影响西安市低能见度出现的主要天气现象
是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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