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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塘高速公路雾气候特征与气象条件分析

田　华１　王亚伟２

（１．国家气象中心 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提　要：利用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的北京、天津和塘沽３站的雾日、雾发生时间以及气象观

测资料，对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雾的气候特征以及气象条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京津塘沿线多年平均雾日在１５～１９天。北京、天津两站的雾日年际变化一致。但在

多年雾日变化上北京雾日数略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天津、塘沽则略呈上升趋势。京津

塘公路沿线雾多在凌晨到日出前后生成，在日出后逐渐消失。雾持续时间随时间变

化呈指数递减。地面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等气象要素对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雾的预

报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地面温度在－５～５℃范围内、风速在０～４ｍ·ｓ
－１和相对湿

度在９０％～１００％范围里，雾极易发生。

关键词：雾　温度　湿度　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Ｆｏ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Ｊ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ＴｉａｎＨｕａ１　ＷａｎｇＹａｗｅｉ
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２．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Ｕｓｉｎｇｆｏ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ｒｏｕ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ｇ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１９４９ｔｏ２００２，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ｇｏｖｅｒＪ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ｆｏｇｄａｙｓａ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ａｎｄ１９ｄａｙ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Ｊ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ｆｏ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ｓａｍ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ｄｏｗｎ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ｆｏｇｄａｙ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ａｌｉｔｔｌｅｕｐｔｒｅｎｄ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ａｎｄ

Ｔａｎｇｇｕ．Ｔｈｅｆｏｇａｐｐｅａｒｓｅａｓｉｌｙｆｒｏｍｗｅｅｈｏｕｒｓｔｏ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ｒｏｕｎｄｓｕ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ｅｒ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ｒｉｓｅｏｖｅｒＪ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ｄｅｘｄ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ｏｏｎ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ｏ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Ｊ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ａｎｄ５℃，ｔｈ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４ｍ·ｓ
－１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９０％ａｎｄ１００％，ｆｏｇａｐｐｅａｒｓｍｏｒｅｅａｓｉｌｙ．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ｆｏ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ｗｉｎ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　修定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

第３４卷，第１期

２００８年１月
　　　　 　　　

气　　　象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



引　言

雾是一种常见的灾害性天气。雾通过对

光的散射、漫射，使能见度减小，从而导致交

通事故的发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化交通工具在我国日益普及，雾对高速

公路、机场、航道的影响日趋突出。近年来高

速公路的恶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如１９９７年

７月１２日、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８日、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４日，京津塘高速公路因

大雾造成了多起汽车连续追尾事故，经济损

失严重。据统计，高速公路上因雾等恶劣天

气造成的交通事故，大约占总事故的１／４
［１］。

因此，雾对高速公路的影响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关于高速公路雾的特征及其影

响、预报方法及监测技术等研究也相继开展

起来。如张飒［２］利用济青高速公路沿线１３

个气象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地面观测资料，分

析了济青高速公路沿线大雾天气的天气气候

特征，并结合实际交通气象服务的需要，提出

了未来开展高速公路大雾服务的设想。贺

皓［３］等对陕西省高等级公路大雾的预报方法

也展开了研究。李盾等［４］利用汉口和黄陂两

地３５年来雾资料统计分析、归纳了武汉地区

雾的特征，并估算了雾对武汉地区交通安全

所造成的损失。刘跃红等［５］在分析焦郑高速

公路沿线雾天气气候特征及能见度与最大车

流量的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欧洲中心数值预

报产品和单站要素资料，建立了雾天气预报

方程并利用天气雷达进行临近监测预报服

务。毛冬艳［６］等统计了华北平原１２月雾发

生前或发生时大气低层部分气象要素的特征

并计算分析了气象要素的分布区间与雾发生

频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京津塘高速公路北起北京，南至天津塘

沽，全长１６８ｋｍ，是连接北京和天津及东部

地区的主要通道。沿途有多处低洼地段，为

雾的高发区。因此，研究该高速公路雾的特

征对于开展雾的天气服务、规避交通危害具

有重要的意义。

１　资料

本文资料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气候资料

中心提供的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的北京、天津和塘

沽３站的雾日、雾发生时间及０２、０８、１４、２０

（北京时）时气象要素观测资料。

２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气候特征

２１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的年际变化特征

表１为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１０年平均

和４９年平均的雾日数变化。由表１可以看

出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多年平均雾日在１５

～１９天左右，其中北京最多为１９．１天，塘沽

最少为１５．２天。３站雾日的年代际变化有

一定的差异，其中北京、天津两站１０年变化

一致，表现为１９５０年代中到１９８０年代初雾

日逐渐增加，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初

雾日数较以往明显减少，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

世纪初又有所增加。而塘沽雾日的年际变化

则略有不同，表现为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

初雾日数逐渐增加，而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

世纪初又有所下降。另外，从表中我们也可

以看出，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北

京和天津的雾日数均较其他时期明显减少。

王丽萍［７］等曾指出，雾日数偏少（多）与气温偏

高（低）、相对湿度偏小（大）存在一定的对应关

系。所以我们对北京和天津两站的逐年平均

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进行了分析（图１ａ和ｂ），

表１　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雾日数变化

北京 天津 塘沽

１９５４—１９６３ １４．２ １５．８ １２．６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 ２２．７ １９．９ １４．６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 ２７．３ １９．３ １６．３

１９８４—１９９３ １３．８ １３．５ １７．６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１９．８ ２２．６ １６．９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 １９．１ １７．７ １５．２

７６　第１期　 　　　　　　　　田　华等：京津塘高速公路雾气候特征与气象条件分析　　 　　　　　　　



发现北京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和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均处于相对湿度较低（年平均相对

湿度低于６０％），气温较高（年平均气温高于

１１℃）时期，其他时期则处于高相对湿度、气温

较低时期。而天津仅在１９８０年代初至１９９０

年代初处于相对湿度较低、气温较高时期，其

他时期则温湿条件配合较好。由此可知，１９８０

年代初至１９９０年代初两站相对湿度较其他时

期明显减少，水汽条件不足，可能是导致该时

期雾日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

图１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年平均气温（实线）和

　年平均相对湿度（虚线）变化图

（ａ）北京 （ｂ）天津

　　图２为北京、天津、塘沽３站逐年雾日变

化图。从图２可以看出，３站雾日变化均呈波

浪式起伏变化。从近５０年的整体变化来看，

北京雾日数呈微弱的下降趋势，为０．５天／１０

年，而天津、塘沽大雾日数则呈微弱的上升趋

势，分别为０．２天／１０年和０．８天／１０年（３站

都没有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北京雾日呈

微弱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北京城市

化进行加快，城市热岛效应明显，热岛效应的

局地增温作用，破坏了逆温层的形成，因此不

利于雾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图１我

们也可以发现在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处于

气温相对较高、相对湿度较低时期，水汽条件

不足也是雾日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２年北京（ａ）天津（ｂ）

　　　塘沽（ｃ）３站雾日数逐年变化图

２２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的季节和月变化特征

　　北京、天津、塘沽３站雾的季节变化十分

明显（图３）。北京雾天主要出现在秋季，冬

季次之，春季最少。天津和塘沽雾天都主要

出现在冬季，秋季次之，但是最少季节略有不

同，天津为春季，塘沽为夏季。

　　图４为３站各月多年平均雾日和最大雾

日变化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北京的雾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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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京、天津和塘沽雾日数的季节变化

图４　北京、天津和塘沽各月多年平均

　 　雾日数（ａ）和最大雾日数（ｂ）图

变化呈两峰一谷型。第一个峰值出现在１１

月份，１０—１２月为雾的频发阶段，另一个峰

值出现在８月份，７—９月为另一个雾频发阶

段。１—６月份雾很少，最少月份为５月，多

年平均不足１天。天津和塘沽的雾逐月变化

较相似，呈单峰型，表现为１１月到次年１月

为雾频发阶段，３—９月份雾很少，塘沽６、７、８

月尤少，从多年各月最大雾日统计来看，塘沽

在６、７、８月最大雾日不超过２天。各站最大

雾日多出现于１１月、１２月和次年１月、２月。

２３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日变化特征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的逐日变化也很明

显。雾在一天的任何时段都可以出现或消

亡。从雾生成和结束时间来看（图５ａ和图

５ｂ），３站雾生成和结束时间都呈两峰两谷

型。北京雾多以００时—０８时内生成，０７—

１１时结束，而天津和塘沽雾多以０１—０９时

生成，多在０７—１３时结束。同时，３站在２０

时左右也为雾生成和消亡的高发时段。天津

和塘沽雾生成和结束的高发时间都较北京晚

１个小时左右。总的来看，雾多在凌晨到日

出前后时段生成，在日出后消失。雾持续时

间随时间呈指数递减（图５ｃ），大部分雾持续

时间小于１３个小时，持续１～２小时的雾发

生频率最高，可达２０％左右。

图５　北京、天津和塘沽雾发生（ａ）、结束（ｂ）
与持续（ｃ）时间　　　　　　

３　京津塘高速公路雾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３１　雾与地面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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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温度对雾的生成有一定的影响。当

地面热量散失时，地面温度会下降，影响接近

地面的空气，使空气的温度也降低。如果地

面附近的空气相当潮湿，当温度降低到一定

程度时，空气中的部分水汽就会凝结出来，形

成雾。为此，我们利用北京、天津和塘沽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地面温度和雾日资料给出了

雾发生的概率随地面温度变化情况（图６）。

由图６可以看出，北京大雾发生的概率随地

面温度呈双峰型波浪变化，即在地面温度为

－１℃左右时雾最易高发，概率为５％，地面

温度为２４℃左右时为次高发温度，大雾发生

概率为３％。天津和塘沽雾发生的概率随地

面温度呈单峰型波动变化，地面温度在－２℃

左右时，雾发生的概率最高，可达７％左右。

总的来说，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地面温度在

－１３～３０℃范围内都有雾发生，但是－５～

５℃范围内雾最易多发。这与柳崇健
［８］等分

析的结果一致。由此，地面温度可以作为雾

预报的一个指示因子。

图６　地面温度与大雾发生关系图

３２　雾与风的关系

风对雾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适

当的风有利于向空中输送水汽，形成一定厚度

的雾。图７ａ为北京、天津、塘沽３站雾发生时

风速的分析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风速

的逐渐加大，雾发生的概率逐渐减小。静风

时，雾发生的概率最大，分别为４１．８％（北

京）、３６．７％（天津）、２２．４％（塘沽）。在风速０

～２ｍ·ｓ
－１，雾发生的概率塘沽小于北京和天

津，而当风速大于２ｍ·ｓ－１时则塘沽大于北京

和天津。总的来说在风速为０～４ｍ·ｓ
－１左右

时，京津塘高速公路雾发生的概率较大。

图７ｂ为北京、天津、塘沽３站雾与风向

关系图。由图７ｂ可知，３站雾发生时的风向

有所不同，北京站与塘沽站雾发生的概率随

风向变化呈两峰两谷型，而天津站雾发生的

概率随风向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具体表现为

北京站在北风或东北偏北风时雾发生的概率

最大，为８％；西南偏南风及西北偏北风时次

之，为４％。天津站西北偏西风和西南偏西

风时雾发生的概率最大，为５％；南风、东风、

东北偏北风及东北风次之，为４％。塘沽站

雾发生时的风向变化与北京站相反，表现为

西北风时雾发生的概率最大，为９％左右，东

风、西南偏西风、西北偏北风、西北偏西风次

之，为６％。总的来看，北京站在偏北风或偏

南风情况下，雾发生的概率较大。塘沽则在

偏西风或偏东风情况下，雾发生的概率较大。

这与两站的地形和地理位置有关。

３３　雾与相对湿度的关系

相对湿度是反映空气潮湿程度的一个物

理量，是形成雾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之一。图８

为北京、天津、塘沽３站不同相对湿度下雾发

生的概率图（图略）。从图中可以看出，雾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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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风与雾发生的关系

　　（ａ）风速 （ｂ）风向

对湿度呈指数增大的关系，即随着相对湿度

的增大，雾发生的概率也增大。雾发生时，３

站的相对湿度都在８０％以上，特别是相对湿

度在９０％～１００％时，雾极易发生，概率分别

为８１％（北京）、８３％（天津）和７４％（塘沽）。

４　小结

（１）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多年平均雾日

在１５～１９天之间。北京、天津两站的雾日年

际变化一致，都是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８０

年代初逐渐增加，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

代初较以往明显减少，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

世纪初又有所增加。塘沽雾日年际变化略有

不同，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初逐渐增加，

但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世纪初有所下降。

　　（２）从多年雾日变化来看，北京雾日数

略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天津、塘沽略呈上升趋

势。从季节来看，北京雾天主要出现在秋季，

冬季次之，春季最少。天津和塘沽雾天都主

要出现在冬季，秋季次之，但是最少季节天津

为春季，塘沽为夏季。

　　（３）京津塘公路沿线雾多在凌晨到日出

前后生成，在日出后逐渐消失。雾持续时间

随时间变化呈指数递减，大部分雾持续时间

小于１３个小时，最多持续在１～２小时左右。

天津和塘沽雾生成和结束的高发时间都较北

京晚１个小时左右。

　　（４）地面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对

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雾的预报有很好的指示

意义。地面温度在－１３～３０℃范围内都有雾

发生，但是－５～５℃范围内雾最易发生。风

速在０～４ｍ·ｓ
－１和相对湿度在９０％～

１００％范围里，雾也极易发生。

雾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局地性特征的天气

现象，在公路沿线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未来

交通气象服务中除了要加强监测、研制和开

发雾的多种客观预报方法外，还要考虑天气

系统的产生机制，结合高速公路沿线特有的

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特点进行雾对交通影

响的研究。怎样进行好高速公路沿线局地的

雾的预报，确切预报雾的起始时间和消散时

间，将是我们开展交通气象服务的重点。

致谢：在此对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室何立

富首席的帮助和指导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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