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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大雾的气候规律分析
张淑敏，董亚龙，周晓丽
（铜川市气象台，陕西铜川７２７０３１）

摘要：对铜川３个观测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３０ａ雾日资料统计分析，发现铜川大雾在时空分布上具
有明显的北多南少的特点；年际分布上呈现２峰２谷型，峰值均出现在８０年代，最大谷值出现在
９０年代，次大谷值出现在７０年代；月季变化也存在２峰２谷的特点，最大峰值在９月或１１月，次
大峰值出现在３月，最小谷值１２—１月，次小谷值出现在初夏的５月。分析了形成铜川大雾的地
域、地形影响，指出了宜君大雾与大风、雷雨交替出现的独特现象，并分析了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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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的标准及资料
铜川３个观测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３０ａ逐日地

面观测资料２０—２０时有大雾记录即按一个雾日
统计，然后按地域、季节、月份进行统计分析，旨
在揭示大雾形成的气候规律。
大雾的时空分布
２１空间分布

铜川大雾具有明显的北多南少的地域分布特
征。全区３０ａ共计出现大雾３３８３次，北部山区
的宜君大雾有１９２３次，占总数的５６９％，南部
的耀州区仅出现大雾４５５次，占总数的１３４％，
宜君大雾是耀州区的４２倍，铜川属于南北过渡
带，出现雾的次数居宜君和耀州区之间，占总数
的２９７％。据统计，宜君大雾平均６４１次燉ａ，铜
川平均３３５次燉ａ，耀州区平均１５２次燉ａ。铜川
南北气候和地形的差异，使北部更容易形成大雾，
而南部则机率较小，大雾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北多
南少的特点。
２２年、季、月际变化
２２１大雾的年际变化全市３０ａ共计出现大
雾３３８３次，平均１１２８次燉ａ，最多年为１９８４年
１７９次，最少年１９９５年５７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
峰值段，达１３３６次，７０年代不及８０年代多，但

比９０年代的９９５次多出５７次，整体分布呈２峰
２谷型。峰值均出现在８０年代，最大谷值出现在
９０年代中期，次大谷值出现在７０年代末，变化规
律为７０年代前期呈上升趋势，到中期较高，后期
到７０年代末，降到了３０ａ中的次大谷值点７３
次。８０年代出现了两次迅速上升与迅速下降的变
化，第一个突升峰值点是１９８４年的１７９次，也是
３０ａ来的最大峰值，然后急剧下降，到８０年代中
期又呈快速上升阶段，末期达到３０ａ来的次大峰
值点，９０年代呈缓慢减少趋势，３０ａ的最大谷值
出现在１９９５年，全年仅出现雾日５７次，是最多
年份的１燉３，可见年际分布极不均匀（图１）。

图１铜川大雾年际变化分布图

２２２大雾月际变化大雾一年四季均可出现，
但有着明显的变化规律。３站雾日年内变化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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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冬季较少，夏、秋较多的特点（图２）。冬季大
雾最少，春季雾日较冬季有明显的上升，５月为一
低点。进入夏季雾日迅速上升，１１、１２月则迅速
下降。月际变化存在着两个峰值和两个谷值，最
大峰值耀州区为１１月，其余站的最大峰值均出现
在９月，次大峰值出现在３月，最少谷值均出现
在冬季的１２—１月，次少谷值出现在初夏的５月，
大雾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图２铜川３站各月３０ａ雾日分布图

地形影响作用
３１降雨量多

陕西的地形以秦岭为分水岭，秦岭北侧的关
中地势低，位于秦岭山脉的背风面，降水量也最
少，关中以北地势逐渐增高，降水量也显著增加，
秦岭北侧约１５个纬距附近的宜君，出现降水高
值区，年降水量７００ｍｍ，比周围地区多１００ｍｍ
以上，据文献［１］统计，西安沿铜川北上到延安
一线，宜君雾日最多，平均６４１次燉ａ，大雾与降
水高值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高值区的出现和关
中到渭北的地势爬坡有关。
３２地形差异明显

关中及以北地区从４月到１１月空气中含有
较多的水汽，加之宜君县城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山
梁上，海拔约１３９４ｍ，比临近县市高３００ｍ以
上，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四周的山丘，规
模也不大，海拔高，气温低，暖湿空气在这里极
易抬升冷却形成大雾，地势地貌决定了该地雾的
出现频次高于周边地区。
大雾、风、雷雨共存

铜川北部由于地势高，境内山峦起伏，又无
地形阻挡，夏季易形成局地对流性天气，而冬春

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多大风，出现雾中闷雷和大
风吹不散浓雾的奇特景观比较普遍，近几年这种
个例也为数不少。

１９９９－０４－２３—２５，宜君出现大雾、雷雨、大
风共存现象。２３日白天宜君天气现象记录为：＝
·８４８—·９４０—·１１３０—２０ ９３０—１１３２ＳＥ≡
１１０６—２０。很明显，普雨、阵雨、雷暴、大雾交错
出现，０８—２０时降水量达４０８ｍｍ，后期普雨、大
雾稍有间断并持续到２５日，有雾期间风自记记录
中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为４０～９７ｍ燉ｓ，风向为东
北到东南到西北转向，平均风速为６３ｍ燉ｓ，最大
风速为１１０ｍ燉ｓ。

１９９７－０７－３１，宜君天气现象记载有：１１２７—
１３５２ＳＷ—Ｚ—ＮＥ·１１３０—１３３８１６２４—１７１９１７４１—
１８３０＝≡１３２８—１４０５；１９９９－１０－０１，夜间天气现象
栏记载：·≡ ·，白天记载：≡８—１１１８ ８—
８０５ＮＷ·８—·８２２—１１３０＝，类似这种现象还有
１９９２－０８－３０等。

１９９３－０２－１８Ｔ０８－１９Ｔ０８出现连续性大雾，
期间伴随着降雪、雾凇，平均风速为６１ｍ燉ｓ，１０
ｍｉｎ最大风速为９３ｍ燉ｓ；１９９３－０７－２１—２３日出
现了连续性大雾，吹风现象最明显在２１日，２４ｈ
浓雾笼罩，平均风速为６４ｍ燉ｓ，尤其１１—１９时，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６０～１００ｍ燉ｓ，最大风速１１０
ｍ燉ｓ，出现在１４：０３，１９９３－１１－０７—１１，１９９２－０６
－１９—２０等均为大风吹不散浓雾的景象。
小结
５１铜川面积仅３８８２ｋｍ２，但大雾分布差异明
显，呈现典型的北多南少，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形
差异造成的。
５２铜川北部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形、
高山小气候的影响，出现雾中闷雷、大风吹不散
浓雾的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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