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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大雾的天气气候特征
苏俊辉１，秋建军１，樊玉华２

（１汉中市气象局，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２洋县气象局，陕西洋县７２３３００）
摘要：做好大雾预报为日益发展的公路交通、输变电线路等部门提供气象保障，利用汉中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大雾资料，统计分析了汉中市大雾的形成、消散等天气气候特征。汉中市的大雾分
布为南部多北部少，东部、西部多中间相对少。以辐射雾为主。全年各月都可能发生，出现频率
最高的是在１０月到次年１月之间。多出现在００：００－１２：００之间，持续时间为４０～５００ｍｉｎ。汉
中市大雾的形成同特殊的盆地地貌、充沛的水源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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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天气除了会给交通航运、输变电线路的
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的障碍，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
损失外，同时伴随大雾天气形成的稳定逆温层，像
盖子一样阻挡边界层空气的湍流和扩散，从而使
空气严重污染。大雾天气也像其它灾害性天气一
样，其产生的大尺度背景条件、成因是不同的，即
使成因相同，其温度场、风场的中小尺度结构也
不尽相同。
汉中地区大雾的气候概况
１１月际分布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汉中共有大雾日（能见度＜１
ｋｍ）１９５个，年均３２５个。大雾多发生在秋冬季，
其各月发生次数和频率如图１所示。从图１可知
汉中的大雾日主要集中于秋冬的１０月到次年１
月，共发生１６７次，占总数的８５６％。大雾日最
早出现于８月２３日（２０００年，凌晨３－４时，持
续了５０ｍｉｎ），最晚出现于６月１日（１９９８年，出
现在凌晨，持续了１２９ｍｉｎ）。
１２地域分布

汉中地面观测站属于国家基准站，参加全球
２４ｈ观测，其大雾日与市属气候站（每天观测３
次，夜间不守班）不可能匹配，在研究时不参加
分析。图２给出的是汉中地区大雾的地域分布，

图１汉中市大雾各月发生次数和频率

图２汉中地区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大雾发生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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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以看出汉中大雾的多发区位于汉中东南
部的西乡（３２１次），镇巴（２２４次），西南部的宁
强（２３８次）。
汉中地区大雾的分类

按大雾的成因分，汉中地区的大雾主要以辐
射雾为主，但也有少量的平流雾。对于辐射雾而
言，地表辐射冷却是致雾的重要因素，其特点是
发生在同一气团之内。平流雾发生时虽然也有可
能伴有地表辐射冷却，但更重要的是考虑有相对
暖湿气流的流入。

辐射冷却达到最大时多半在后半夜乃至次日
日出之前，对辐射雾而言，其成雾时的气温均低
于前１ｄ临近傍晚的定时观测（２０时）的地面露
点温度，即爴≡＜爴ｄ（２０）。

平流雾的成因有暖湿气流的流经，其成雾时
的气温高于其前１ｄ２０时地面露点温度，即爴≡
＞爴ｄ（２０）。出现于１２时以后的平流雾，其对应
差值应取成雾时的气温与其前一定时观测时段的
地面露点之差。另外成雾前后的绝对湿度（犜）的
差Δ犜（ｇ燉ｍ３），辐射雾为正值，平流雾为负。

依据对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汉中站１９５次大雾进
行了分类，其结果为：辐射雾１８３次，占９４％，平
流雾１２次占６％。由数据统计可见，汉中地区以
辐射雾为主。如果按温度又可分为冷雾（成雾时
爴＜０）和暖雾（成雾时爴＞０），汉中大雾中冷雾
发生率为２６％（５１燉１９５），暖雾７４％（１４４燉１９５）。
汉中大雾的气候特征
３１大雾形成时的温湿特征

表１、表２分别给出了不同要素特征下，大雾
出现的次数分布及大雾形成、消散的时段及频率。

从表１可以看出辐射雾主要出现在爴≥－１
ｏＣ，发生频率为８４％（１５４燉１８３），其中０≤爴＜５
发生频率最高；平流雾主要发生在０≤爴＜５。辐射
雾主要出现在９５≤牊＜１００之间，合计发生率为
９５，平流雾主要出现９５≤牊＜９８之间。总之，大
雾的形成需要足够的相对湿度。
３２大雾形成时的风

表２同时给出了大雾形成时的风向和风速的
出现频率。从表２可以看出，大雾形成时地面风
速很小，其中５７％（１０４燉１８３）的辐射雾、６７％

（８燉１２）的平流雾形成时地面维持静风。从风速看
除有一次成雾时地面风速牊牊≥２ｍ燉ｓ外，其余个
例成雾时风速均在０～２ｍ燉ｓ之内。

表不同要素特征下大雾出现次数及频率

要素 分段
辐射雾 平流雾

次数频率燉％次数频率燉％
－３≤爴＜－２１２ ７

温度－２≤爴＜－１１７ ９
－１≤爴＜０ ２２ １２
０≤爴＜５ ５４ ３０ ８ ６７

Ｔ燉ｏＣ５≤爴＜１０ ３３ １８ ３ ２５
爴＞１０ ４５ ２５ １ ８

相对 ９０≤牊＜９５ １０ ５ ３ ２５
湿度 ９５≤牊＜９８ ７５ ４１ ９ ７５
ｆ燉％ ９８≤牊＜１００ ９８ ５４

Ｎ ２ １ ０ ０
ＮＮＥ ５ ３ ０ ０
ＮＥ ４ ２ ２ １７
ＥＮＥ ６ ３ ０ ０
Ｅ ７ ４ ０ ０
ＥＳＥ ５ ３ ０ ０

风向 ＳＥ ６ ３ ０ ０
１６ ＳＳＥ ５ ３ ０ ０
方位 Ｓ ４ ２ ０ ０

ＳＳＷ ７ ４ ０ ０
ＳＷ ２ １ １ ８
ＷＳＷ ６ ３ １ ８
Ｗ ３ ２
ＷＮＷ ８ ４
ＮＷ ２ １
ＮＮＷ ６ ３
Ｃ １０４ ５７ ８ ６７

风速 牊牊＝０ １０４ ５７ ８ ６７
牊牊 ０＜牊牊＜２ ７８ ４３ ４ ３３

燉（ｍ燉ｓ） ２≤牊牊＜３ １ ０５ ０ ０
５≤牠＜４０ ７ ４

维 ４０≤牠＜１００ ３５ １９ ３ ２５
持 １００≤牠＜２００５０ ２７ ２ １７
时 ２００≤牠＜３００５０ ２７ ５ ４２
间 ３００≤牠＜４００１８ １０ ０ ０
ｔ ４００≤牠＜５００１６ ９ １ ８
燉ｍｉｎ５００≤牠＜６００ ７ ４ ０ ０

６００≤牠＜７００ ５ ３ ０ ０
７００≤牠＜８００ ６ ３ １ ８
８００≤牠＜９００ ２ １
９００≤牠＜１００２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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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汉中大雾形成的时段分布
时段燉时 ００－０８０８－１２１２－１８１８－２４
形成次数 １１７ ６９ １ ８
消散次数 ２２ １３２ ３９ ２
形成频率燉％ ６０ ３５ ０５ ４
消散频率燉％ １１ ６８ ２０ １

３３大雾的形成、消散及维持时间
１０月到次年１月之间，日出日落大约分别出

现于０８时和１８时左右，据此将一日２４ｈ分成４
个时段，大雾形成、消散的时段分布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６４％的大雾形成在日出前到日
出后这段时间，下午到前半夜形成仅为９％。而
８８％的大雾消散于日出后及下午。从大雾的维持
时间来看，有９２％的大雾维持在４０～５００ｍｉｎ之
间，持续时间在５００ｍｉｎ以上的仅为１１２％。其
中连续维持最长时间达１００２ｍｉｎ，最短的只有７
ｍｉｎ。８％的大雾表现为断续维持。
天气系统和地形对汉中大雾地影响

从普查的部分个例可知，汉中大雾多产生于
地面非高压中心的高压区内，天气比较晴朗，高空

为西北或偏西气流，在地面中小尺度区域图上往
往有辐合系统存在，另外由于特殊的盆地地貌，又
地处汉江上游，水源充沛，容易形成大雾。大雾多
形成于日出之前，随着日出后太阳高度角的增高
而趋于消散。
结论
５１汉中地区的大雾分布为南部多北部少，东
部、西部多中间相对少。
５２汉中地区大雾主要以辐射雾为主。全年各月
都有可能发生，但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在１０月到次
年１月之间。
５３大雾多出现在００：００－１２：００之间。持续时
间为４０～５００ｍｉｎ。成雾时风速≤２ｍ燉ｓ，风向对
成雾没有明显影响。
５４汉中地区大雾的形成同特殊的盆地地貌、充
沛的水源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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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在气象影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
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是影视合成软件，可以给影视节目加

上各种特殊效果，也可以将各种影视片段艺术化的融合
到一起，用好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可以极大地美化影视节目，这
对于气象节目尤其重要。

非线性系统主要以Ｐｒｅｍｉｅｒｅ为主，依靠影视编辑卡
（如ＲＴ２５００、ＤＣ５０）的强大硬件编辑功能实现节目编辑，
也带有一些特效插件，但功能很弱。影视后期合成处理软
件主要有ＥｄｉｔＢｏｘ、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Ｈａｌ以及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依赖
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功能，侧重点是特技和效果，对计算机
要求很高。随着计算机性能日益强大，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作为
普及型合成软件移植到个人计算机上，像气象影视这类
非专业影视工作者也可以制作出专业影视特技效果来。

在第二届“华云杯”上荣获地市级一等奖节目多处用
到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比如片头几个镜头的融合，文字的光芒
效果，节目背景不断向上冒的水泡效果，旧电影黑线和杂

质效果等。其中以片头文字的光芒效果为例说明用法：
ａ启动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５０。
ｂ打开片头文件。
ｃ添加ＦＥＬｉｇｈｔＢｕｒｓｔ外置滤镜效果。在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窗口选中“ｄ［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ｔｇａ”，按鼠标右键选择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ＦＥＬｉｇｈｔＢｕｒｓｔ２５，在效果控制面板Ｅｆ
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中单击Ｓｏｕｒ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侧按钮，添加关键
桢，使光源可以移动。将ＬｉｇｈｔＦａｃｔｏｒ设为１００，单击Ｒａｙ
Ｌｅｎｇｔｈ左侧按钮，设置光芒长度变化关键桢，使光芒可以
由无到有，再由有到无产生长度变化。

ｄ预览效果。执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ｉｅｗ→ＲＡＭ
Ｐｒｅｖｉｅｗ等到ｒｅａｌｔｉｍｅ正常播放时就可看到最终效果了。

ｅ生成视频文件。执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Ｍｏｖｉｅ。
（郭清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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