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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冬季一次大雾天气过程分析
段桂兰，王秀成，陶建玲
（陕西省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分析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关中地区因地面辐射而产生的一次大雾天气过程。有利的天气形势
为大雾形成提供有利天气背景，良好的湿层及高空辐散和低空下沉逆温使得水汽在低空凝结，地
面明显降温，利于辐射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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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陕西关中地区出现最强一次大
雾天气过程。１２月１５日上午，大雾出现在咸阳西
南部、西安北部及渭南南部的各市县，１６日关中
的中东部普遍出现弱降水，仅有个别市县出现大
雾，大部分地方出现轻雾，１７日凌晨大雾又一次
从北部、西部出现，到１７日０８时，大雾基本覆
盖整个关中平原，能见度大多在５００ｍ以下，西
安略好一些，能见度也仅有８００ｍ，１７日２０时，
还有６市县被大雾笼罩，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咸阳
市的武功站，达２４ｈ之久。
天气形势分析
１１５００ｈＰａ形势分析

１２月１４日２０时，我国大陆上空为一槽一脊
型，即青藏高原到新疆为一弱脊（后称新疆脊），
河套以东为一宽广低槽，关中地区处在高压脊前
弱西北气流中。新疆高脊减弱，分别在青海中部
和高原东部有低槽生成，河西到河套仍为弱脊，陕
西大部仍受弱西北气流影响；１５日２０时，青海低
槽有所减弱，河套西部为弱脊，关中及以北地区
仍受弱西北气流影响，高原槽东移，其槽前影响
到陕南东部。１６日０８时，青海低槽东移到河套，
在与高原东部低值系统的共同影响下，关中及以
南地区出现一次弱降水，２０时，低槽移出河套，高
原到新疆又有弱脊发展，关中再次受弱脊前偏西
气流影响，１７日０８时（见图１），新疆弱脊东移，

新疆到河套基本维持西西北气流，到１７日２０时，
新疆高脊发展，陕西大部受西北气流影响，大雾
逐渐消散。

图１２００４－１２－１７－０８５００ｈＰａ形势（实线）、
地面形势（虚线）

１２７００ｈＰａ形势分析
１４日２０时到１５日０８时，河西到河套为一

高脊，关中地区受高脊影响，到１５日２０时，高
原上有低槽加深，陕西大部处在高原槽前的西南
暖湿气流中；１６日０８时，低槽进入河套中部，湿
度明显增大，牠－牠ｄ西安为２２ｏＣ，汉中为０５ｏＣ，
安康为３７ｏＣ；１６日２０时，产生弱降水的低槽移
出河套，新疆到河套有弱脊，关中及以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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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处在脊前偏西气流中，湿度仍在增大，牠－牠ｄ西
安为１５ｏＣ，汉中为０４ｏＣ，安康为０６ｏＣ；１７日
０８时，关中地区仍处在脊前偏西气流中，２０时，
新疆高脊加强，影响陕西的偏西气流转为西北气
流，随着较强冷空气南下，大雾天气结束。
１３８５０ｈＰａ形势分析

１５日０８时，延安以南受东部高压控制，１６日
０８时，东部高压东移，新疆到河套也有一高压中
心，河套处在两高之间低值区中，１６日２０时后，
中低纬度为带状高压，关中地区再次处在高压区
内，１７日２０时，关中处在两高间的低值区中。
１４地面形势

１５日０８时，在蒙古国东部有一冷高压，陕西
省处在此高压底部，随着时间的移动，蒙古冷高
压向东移动，有部分冷空气从东北、华北南下，到
１６日０８时，地面冷空气从东部影响陕西，使关
中、陕南出现弱降水，１６日２０时，原来东路的冷
高压减弱东移，在贝湖以西又有冷空气出现（有
冷高压中心），关中地区处在均压场中；１７日０２
时，弱冷空气前沿从北路到达河套西部，０８时
（见图），弱冷空气前沿进入河套，２０时，有一股
较强冷空气补充进入河套，大雾天气地面形势破

坏。
１５地面实测风和变温

从地面实测风分析，在大雾出现时，地面风
速≤４ｍ燉ｓ，符合大雾形成的条件。１５日０８时，关
中地区２４ｈ变温为－１～－３ｏＣ，１２ｈ变温为－４
～－７ｏＣ；１７日０８时，关中地区２４ｈ变温为－３
～－７ｏＣ，１２ｈ变温为－３～－６ｏＣ，表明两次大
雾天气出现时都有明显降温。在大雾出现前０５时
的牠－牠ｄ≤１ｏＣ，地面湿度条件同样具备。
物理量特征分析
２１相对湿度分析

在中低层关中地区湿度场反应都不理想，而
在近地面层的９２５ｈＰａ，相对湿度从１５日０８时到
１７日２０时，关中地区相对湿度一直都在８０％以
上，特别是１７日０８时，相对湿度＞９０％，湿度
大与前一天出现降水有密切关系。表明大雾出现
时，近地面层的湿度条件较好。
２２散度场和垂直速度

分析Ｔ２１３物理量场（见表１）发现，在大雾
出现时，中低空均有辐散区，垂直速度场也在大
雾出现时，中空有下沉气流出现（１５日２０时到１６
日０８时有弱降水产生）。

表－－—关中地区辐散场（＋辐散、－辐合）和垂直速度场

日期 １５日 １６日 １７日
０８时 ２０时 ０８时 ２０时 ０８时 ２０时

７００ｈＰａ散度 ＋ ＋ ＋ 西－东＋ ＋ ＋
８５０ｈＰａ散度 ＋ 西－东＋ － 西＋东－ － 西－东＋
垂直速度 下沉 上升 上升 下沉 下沉 下沉

２３温度平流分析
１５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西部有暖平流、东部为

冷平流，７００ｈＰａ关中北部以北为暖平流，以南为
冷平流，８５０ｈＰａ在全省范围有较强冷平流，９２５
ｈＰａ为暖平流，表明在８５０ｈＰａ以上有下沉气流，
９２５ｈＰａ有弱辐合上升气流；１５日２０时—１６日
０８时，７００ｈＰａ和９２５ｈＰａ为冷平流，５００ｈＰａ和
８５０ｈＰａ为暖平流，在８５０ｈＰａ与７００ｈＰａ间有弱
辐合上升出现而产生弱降水。１６日２０时，５００～
７００ｈＰａ有冷平流。８５０～９２５ｈＰａ为暖平流，１７
日０８时，５００～８５０ｈＰａ为弱冷平流，９２５ｈＰａ为

暖平流；由此可见，大雾在１５日０８时，１６日２０
时—１７日０８时高空５００～７００（８５０）ｈＰａ有弱冷
平流出现产生辐合下沉气流，低层（８５０ｈＰａ）或
近地面层（９２５ｈＰａ）为暖平流产生辐合上升气流，
利于水汽在近地面汇合形成雾。
层结条件

对陕西省境内４个探空站高空实测温度进行
对比分析得出（见表２），只有西安本站在９２５ｈＰａ
到８５０ｈＰａ之间有逆温层存在，使得水汽在中低
空凝结且不易扩散，利于大雾的形成。关中大雾
期间，西安的牠－牠ｄ＜３ｏＣ，１５、１６两日西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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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雾。在１７日０８时，西安的爴－爴ｄ＝０ｏＣ，表明
空气中的湿度达到饱和（见上表），当日西安出现

大雾天气。

表－－—西安单站低空温度值、地面温度和露点温度 ｏＣ

日期 １５日 １６日 １７日
０８时 ２０时 ０８时 ２０时 ０８时 ２０时

８５０ｈＰａ温度 ８ ９ ５ －１ ３ ２
９２５ｈＰａ温度 ８ ８ ２ ０ １ １
层结 等温 逆温 逆温 逆温 逆温

地面温度 ３ ５ ４ ５ １ ４
地面露点 １ ３ ２ ２ １ ２

小结
４１高空弱偏西气流，地面有弱冷空气配合，是
大雾形成的有利环流形势。
４２低空湿度大，特别是前一天有弱降水，给大
雾形成提供良好的湿层。
４３地面上空气湿度饱和，中低空辐散，低空有
下沉逆温，利于水汽在低空凝结。
４４中低层冷平流与近地面层暖平流配合利于
水汽在近地面汇合。

４５地面上有明显降温，利于辐射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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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如何防雷电
雷电是自然界的天气现象之一，春夏季是雷暴

活动频繁期。原因是近地面空气受热变轻而上升，
上升气流中的水分在对流层遇冷凝结形成积云，积
云中大量的水滴、冰晶及尘埃等在运动中产生正负
电荷，当带正电荷的积云和带负电荷的积云聚集到
一定量时，形成较大的正负电位差，差达到一定限
度时，便冲破空气的绝缘层形成云间放电，而进发
出强烈的电弧光，这就是闪电。出现闪电时由于高
温使水滴汽化空气迅速膨胀且电离水汽产生氢氧
剧烈燃烧，产生强烈的爆炸声即雷暴。

雷电对人体有直接的电击作用和高温烧灼作
用。直击电流最大可达数万安培，闪电温度可达
１万余度。人体遭受雷击后出现电灼伤症状：轻者
头发直立、面色苍白、皮肤刺痛、昏厥等；较重
者抽搐、休克、心跳和呼吸微弱；更重者可导致
心跳、呼吸停止或身体因燃烧炭化而死亡。

日常生活中防雷知识：打雷下雨时不应在没

有安装避雷针的高大建筑物下避雨，应远离铁塔
及较高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顶及高地停留，更
不要在电线杆及大树下避雨，最好躲在装有避雷
设施的室内或低洼干燥处。在田间劳动的人不要
扛着铁铲、锄头等在雨中行走，应尽量扔掉铁器
农具。打雷时应关闭计算机、电视机、空调等办
公和家用电器设备，并拔掉电视信号线、天线以
及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以避免雷电从外部线路进
入室内损坏电器及伤人。打雷时不能靠在墙壁及
金属门窗旁以防感应雷电击中。不要打手机、固
定电话。不能站在悬挂的广告牌、生产生活用具
下面，防止雷电波将其击落并伤人。已经遭遇雷
击的患者必须立即进行现场抢救，包括脱离危险
部位、灭火、降温处理，对呼吸和心跳停止者应
立即采取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复苏。并尽快
送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程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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