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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京津塘高速公路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沿路自动气象站风、温、湿及能见度连续观测资料，结合气象台站地面观测

及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分析了雾过程中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及气象要素分布特征。分析表明局地路段类型雾天气主要出现在

上层为下沉气流同时地面为弱气压场的环流条件下；全路段类型雾过程主要出现在对流层低层弱西风槽前的暖平流区、地面

冷锋前弱气压场中。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各月雾发生时近地面温度范围分别为９～１３℃，４～７℃和－６～１℃；近地面相对湿度

一般大于９０％。相对湿度为８５％～９０％时，也有５００～１０００ｍ低能见度天气发生。雾发生时近地面风向不定，风速一般小于

２ｍ·ｓ－１；当风速大于５ｍ·ｓ－１时，雾存在的概率极低。文中还给出了各路段雾生消时间、持续时段及雾天气出现次序的一

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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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雾是大气边界层中发生的现象之一，由于空气

中悬浮的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使水平能见度低于１

ｋｍ时称为雾，小于５００ｍ时称为浓雾，小于５０ｍ

时称为强浓雾［１］。在常规天气预报业务中，由于雾

天气难以准确预测，预报员们常常比较注重总结预

报经验［２４，１５１６］，研制专项雾天气业务预报系统以提

高预报准确率［３］。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不断发展，

人们在享受便利、快捷的交通工具的同时，也深切感

受到了恶劣的雾天气导致的交通拥堵、封路，乃至车

祸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人身伤害，因而高速公路低能

见度雾天气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针对高速公路天

气预报服务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近年来，高速公路雾

天气的分析研究也逐渐提上日程，如：沪宁高速开发

了实时监测及预警系统［４］；京珠高速公路在南岭主

脉大瑶山多雾地段开展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建立了

雾预报系统［５］；济青高速公路开展了雾天气气候特

征及其影响的研究［６］；陕西省高等级公路开展了雾

的预报方法研究［７］。

京津塘高速公路西起北京，东至塘沽西，全长

１４２．７ｋｍ，是连接北京、天津和塘沽的交通动脉。

因沿路地区多地上、地下河道，加之道路两侧地面多

挖掘工程，地表水体较多，低层水汽充足，容易在秋

冬季形成雾天气。曾有学者对此条高速公路的雾做

过气候分析，如：田华等［８］利用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的北

京、天津和塘沽三个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料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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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沿线多年平均雾日为１５～１９天，

地面温度为－５～５℃、风速为０～４ｍ·ｓ
－１及相对

湿度大于９０％条件下雾极易发生。周慧等
［９］以北

京、武清、北辰、东丽和塘沽５个气象站为代表站，利

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６年的地面观测统计了京津塘高速公

路沿线雾天气候特征及其对交通的影响，得到近３６

年该高速公路沿线的雾日呈微弱下降趋势，秋冬季

是雾多发期的结论。以上研究所用分析资料均来自

高速公路附近气象台站的资料，由于雾的区域特征

非常强，常规台站资料难以真正代表各路段雾的真

实情况，其次，气象台站一天３～８次定时观测的气

象资料从时间精度上难以表征出雾生消发展的客观

规律。本文利用京津塘高速公路沿路配套布设的自

动气象站风、温、湿和能见度资料，分析２００７年

１０—１２月份各路段雾的分布特征及成因。

１　高速公路各路段的雾天气分布特征

１．１　路段布点及采集资料简介

为了对各路段自动气象站所处位置有一个直观

的了解，图１给出京津塘高速公路及文中提及的沿

路配套布设的自动气象站示意图，图中曲线是京津

塘高速公路示意图，左上角为北京方向。马驹桥路

段布设的自动气象站位于出京下行１０ｋｍ左右，泗

村店自动气象站位于下行５５．６５ｋｍ，杨村路段自动

气象站位于下行７１．３３７ｋｍ，天津机场自动站位于

下行１０９．９ｋｍ，塘沽西气象站位于下行１３４ｋｍ处。

自动气象站和能见度仪每６秒钟左右自动记录一次

风向、风速、气温、相对湿度及雨量和能见度资料。

图１　京津塘高速公路及沿路配套布设

的自动气象站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ｇｕ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１．２　各路段雾天气出现的特征

本文所述各级雾天气出现的机会是用某一级别

的低能见度事件记录次数（剔除了雨雪及沙尘天气的

影响）与全部资料记录次数之比值得到的。因能见度

资料为６分钟记录一次，故某一级别雾（或者湿霾，本

文不区分雾和湿霾，下同）出现的比值基本反映了此

级别雾出现时间占总观测时间的比例。由各路段小

于１ｋｍ的雾天气出现比值看（图２右坐标轴），公路

两端靠近市区出现雾的机会小，远离市区的中间路段

发生雾的机会高。从北京市下行，马驹桥路段发生雾

的机会最低，为１％；随下行沿线，各路段出现低能见

度雾天气的比值逐渐增大，天津机场路段出现雾天气

的比值最高，为１７．７％；其次是泗村店和杨村路段，分

别达到８．４％和７．５％；进入天津市塘沽西路段后，再

次减少为３．６％，可见京津塘高速公路各路段雾天气

出现机会的区域特征较强。

从行车安全的角度看，因为各级能见度条件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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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交通管制对策不同［１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观

察各级能见度雾事件的出现状况。从图２左坐标中

可以看到，天津机场出现５００～１０００ｍ（指大于或等

于５００ｍ且小于１０００ｍ，以下同）能见度的比值最

大，为１０．１％，其次是杨村和泗村店路段，分别为

３．５％和３．３％。２００～５００ｍ间的低能见度天气，

对交通有显著影响，仍以天津机场路段最多。５０～

２００ｍ的能见度，对交通有极其严重的影响，需对车

辆进行严格限速的天气，除马驹桥路段出现机会较小

外，其他路段出现比例均为３％左右；其中１００～２００

ｍ浓雾天气出现比例为１．８％左右，５０～１００ｍ浓雾

天气出现比例为０．６％左右；小于５０ｍ的强浓雾天气

出现机会大幅减少，天津机场和泗村店路段出现机会

仅为０．５％左右，其他路段出现机会均极低。

图２　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各级低能见度事件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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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雾天气的成因

２．１　雾过程的大尺度环流背景

雾是在特定的大尺度天气形势下发生的，根据

以往对华北雾天气的环流背景分析［１１］，我们知道，

华北地区的雾可在高压、弱冷锋、低压、均匀气压场、

锋面气旋等不同的地面气压系统下发生，但归结起

来，华北雾天气主要发生在均压型和锋前型两大类

型气压形势下［１２］。通过逐日分析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

月高速公路雾发生的环流背景可看到，局地雾和全

区大面积雾发生在两种不同的高低空环流形势下，

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２．１．１　局地雾类型

局地路段雾经常出现在第一种环流形势下，即：

高空为高压脊控制，上空盛行西北气流，地面为弱气

压场或均压场。以下就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的辐射

雾过程为例来简要分析其高低空环流形势。从

图３ａ可看到，雾日早上０８时，８５０ｈＰａ层所在高度

为东亚大槽后部西北气流，地面气压场为蒙古高压

控制，华北地区处高压系统中的弱气压场中，近地面

盛行弱西风（图３ｂ）。在夜间强烈辐射降温作用下，

低层易形成强辐射逆温层结，早上日出后，地表温度

首先回升，地气间的水汽输送加强，加上露水等地表

水分蒸发，在近地层稳定辐射逆温层结下聚集，形成

雾天气。大部分路段的雾于８：１３开始形成，维持短

至半小时长至１小时的低能见度天气。一般来讲，

这种辐射雾天气于日出前后形成，突发性较强，从生

成时间和生成地域上非常难以预测，但在高速公路

各路段上统计规律较明显，即这种局地雾多在天津

机场、杨村与泗村店路段发生。经调查，发现这几个

路段周围多裸露水体，低层水汽条件较好，在层结稳

定和风速较小条件下，这几个路段在辐射降温后易

达到饱和条件，导致了辐射雾的形成，雾生成时间一

般于日出前后，消散时间均在上午１０时左右。

２．１．２　大面积全路段性雾类型

大面积雾天气经常出现在第二种环流形势下，

即锋前型。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出现的５次全路

段大面积雾过程的地面环流形势看（表１），这几次

雾天气过程均伴随地面冷锋，或发生在冷锋尚未侵

入的暖平流区域中，或发生在弱冷空气从东路渗透

入到前期由暖平流控制的地区。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２４—２６日雾过程为例，可看到，雾过程中，５００ｈＰａ

环流较平直（图略），低层８５０ｈＰａ处西风槽前暖区

中；雾过程中有时高低空均处在浅西风槽前暖区中

（图３ｃ）。地面气压场上，锋面位于内蒙古边境，华

北地区为锋前弱高压系统控制（图３ｄ）。综合几次

全路段雾过程看，地面气压系统有弱高压、弱低压或

均压场，但对流层低层均有暖性西风槽系统的影响，

可以说，近地面的弱气压系统配合有西风槽的活动

是这类全路段性雾的基本环流形势。

２．２　各路段雾形成的次序

在同一种大尺度环流背景条件下，各路段的雾

生消时间差异较大，这主要与各路段的局地环境及

下垫面条件息息相关。在一定时段内，某地下垫面

条件基本可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即对每一次雾过程

均会有相似的影响，因此，通过统计每一次雾生成时

间的先后顺序可以比较各路段下垫面条件是否更有

利于雾的生成。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５次全路段性雾

过程中，雾的形成均与锋面有关，尽管地面气压场有

倒槽、均压场和东北高压等多种系统，从南风到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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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风向均有出现，然而，从表１中统计数据看， 每次雾过程均以天津机场路段最先出现雾，塘沽西、

图３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０８时和１０月２６日０８时大尺度天气形势（ａ，ｃ）：８５０ｈＰａ流场

（箭头，单位：ｍ·ｓ－１）和温度平流（等值线，单位：℃·ｓ－１）；（ｂ，ｄ）：地面气压场（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ｃ）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ｒｒｏｗ，ｕｎｉｔ：ｍ·ｓ－１）

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１）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ｂ）ａｎｄ

（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ｎｉｔ：ｈＰａ）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１ａｎｄ２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７

表１　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全路段雾过程出现时间顺序及高低空环流形势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犻犿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犻狀犵犪狀犱狌狆狆犲狉犪狀犱犾狅狑犾犲狏犲犾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犱狌狉犻狀犵犳狅犵犲狏犲狀狋狊

狅犳犪犾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犗犮狋狅犫犲狉狋狅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２００７

雾过程 各路段雾按时间先后排序 高空气压场 地面气压场、风场 雾成因

１０月２４—２６日
天津机场、塘沽西、泗村店、

马驹桥、杨村

对流层中层环流平直，低层

处高空暖槽前

开始为地面蒙古冷锋前东北

低压底部，后转南支倒槽前

部，风向由偏西风转偏东风

锋前平流雾

１１月６—８日
天津机场、泗村店、杨村、塘

沽西、马驹桥

对流层中层由弱暖槽转为

弱冷脊

蒙古冷锋前均压场，偏南风转

偏西风
锋前辐射雾

１１月２５日
天津机场、塘沽西、泗村店、

马驹桥、杨村
西风暖槽前

入海高压东移出后，受东北低

压底部影响，偏南风转偏西风
锋前平流雾

１２月１９—２０日
天津机场、泗村店、杨村、塘

沽西、马驹桥

对流层中层，前期为弱暖

槽，雾中转为弱冷脊

东北冷锋缓慢东移南下，处东

北高压底部偏东风
锋面雾

１２月２６日
天津机场、杨村、塘沽西、泗

村店、马驹桥

对流层中层高压脊，低层处

暖槽前
均压场，以弱北风和南风为主 锋前平流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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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村店和杨村稍后于机场路段出现，马驹桥路段的

雾一般晚于其他路段出现。表明在同样的大尺度环

流背景条件下，天津机场路段下垫面因素最有利于

雾的生成，相反马驹桥路段下垫面却不利于雾生成。

２．３　高速公路各路段雾的生消时间

表２中统计了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各路段雾的生

消时间。从表２中看到，各路段的雾在夜间或日出

前后出现机会居多，其中，马驹桥、杨村和泗村路段

夜间成雾的机会达到８６％以上，塘沽西路段也达到

８３％，天津机场路段略低一些，为７７％。雾消散时

间以日出后居多，仅马驹桥路段除外，这可能因为马

驹桥路段几次雾天气过程均为锋前平流雾，雾一般

随锋面过境而消散的原因。各路段消散时间的分布

规律有所不同：泗村店路段雾于日出前消散的机会

为５０％，日出后上午消散的机会为１４％，持续到下

午消散的占３６％；杨村、天津机场和塘沽西三个路

段雾消散的规律相似，约不到４０％的雾于日出前消

散，上午消散的机会占５０％左右，维持到下午消散

的机会仅占１５％左右。总之，从雾生消的时间看，

尽管各路段雾形成的时间大多在夜间或日出前后２

小时内，但各路段雾消散的时间差别较大，同样也体

现出了各路段雾的消散时间区域特征非常显著。

表２　雾生消的时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犳狅犵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狅狀

雾形成的时间 雾消散时间

路段
夜间或日出

前后２小时内
白天 日出前 上午 下午

马驹桥 １００％ ０％ ８６％ １４％ ０％

泗村店 ８６％ １４％ ５０％ １４％ ３６％

杨村 ９０％ １０％ ４０％ ５０％ １０％

天津机场 ７７％ ２３％ ４０％ ４３％ １７％

塘沽西 ８３％ １７％ ３３％ ５０％ １７％

２．４　各路段雾、浓雾及强浓雾的持续时间

根据连续的能见度观测资料，以记录值达到某

一标准值和不再满足某一标准值为一个记录时段。

如：统计能见度小于２００ｍ的浓雾时段时，以观测

值小于２００ｍ时开始统计，当能见度不再小于２００

ｍ时，为一个低于２００ｍ的浓雾时段结束。因在一

次雾过程中，可能有多次间断的浓雾时段，故会出现

浓雾的时段比小于１０００ｍ雾时段次数多的现象，

如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天津机场路段连续３天

共计８０小时左右的雾过程中，共出现１１个低于

２００ｍ的浓雾时段，１０个低于５０ｍ的强浓雾时段。

从表３中看到，不同路段，各级强度雾出现的时段和

持续时间均有很大差别，小于１０００ｍ的雾持续时

间最短不到６秒，最长至４５小时５１分，以天津机场

出现次数最多，为５５次，达到马驹桥路段的５倍，其

次是杨村路段，为２０次；小于２００ｍ的浓雾事件，短

至瞬间（即存在时间短于６分钟左右的记录时间间

隔），长至１５小时之多，天津机场、泗村店和杨村路

段出现时段数相当；小于５０ｍ的强浓雾时段，仍以

天津机场出现次数最多，最长持续了１０个小时之

久，而马驹桥和塘沽西路段没有出现过。可见，天津

机场、泗村店和杨村路段雾中能见度的变化多端给

行车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２．５　雾天气过程中温度分布

华北平原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

雨，冬季寒冷干燥，温、湿气象要素的季节变化和月

际变化均很显著。图４以泗村店路段为例，给出

１０—１２月雾天气中对应的温度。尽管１０—１２月出

现的气温从－６℃变化到２６℃，气温振荡幅度较

宽 ，但从图４中可以看到，雾中的气温实况，存在着

表３　各级低能见度雾的时段特征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狅犵狊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犾犲狏犲犾狊

＜１０００ｍ ＜２００ｍ ＜５０ｍ

路段 时段／个

最短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最长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时段／个

最短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最长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时段／个

最短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最长持续

时间

／ｈｈ：ｍｍ

马驹桥 ７ １：１５ ９：４８ ８ ０：００ ０３：３１ ０ ／ ／

泗村店 １４ １：１６ ３５：０９ ４８ ０：００ １５：０５ １４ ０：００ ２：１０

杨村 ２０ ０：０９ ４５：５１ ４１ ０：００ ０７：５５ ３ ０：０３ ０：２０

天津机场 ３５ ０：０４ ３９：０４ ５０ ０：００ １３：４４ 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９

塘沽西 １２ ０：４５ １６：０３ １９ 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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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０—１２月（ａ），１０月（ｂ），１１月（ｃ），１２月（ｄ）雾持续期间对应的温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ｂ），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ｄ）

３个明显的温度区间（图４ａ），说明雾只是出现在一

定的温度区域下。从图４ｂ～４ｄ中进一步看到，这三

个成雾的温度区间分别为：１０月对应９～１３℃，１１

月对应４～７℃，１２月对应－６～１℃。各月成雾的

温度区间有交叉现象，即：１０月有部分雾天气对应

的温度落在１１月雾天气对应的温度区间内，同样，

１１月有部分雾天气对应的温度落在１２月雾天气对

应的温度区间内，这恰恰说明了只是适宜的温度条

件下才能形成雾。这个温度域值不会完全根据自然

月为界划分，如１０月下旬的气温与１１月上旬的气

温可能差别就不大。从华北平原２０时的低层气温

与雾发生的关系看到［１３］，１２月，雾多发生在９２５

ｈＰａ层气温为０～６℃区间和１０００ｈＰａ层气温为３

～９℃区间内，而本文统计１２月雾时近地面２ｍ的

气温为－６～１℃，可以推论，即便考虑夜间的降温

幅度，从近地面到１０００ｈＰａ甚至到９２５ｈＰａ的逆温

差还是较大的。

２．６　雾过程中的湿度分布

水汽达到饱和是雾天气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有吸湿性气溶胶粒子存在时，近饱和条件下也可

成雾）。由于饱和比湿随温度降低而减小，夜间降温

时容易达到饱和凝结，这是雾一般在夜间形成的原

因之一。图５ａ给出１０—１２月高速公路的雾天气下

能见度与相对湿度对应的点聚图。可看到，雾天气

出现时，相对湿度一般在９０％～１００％之间，但在

８５％～９０％之间时，也存在有能见度为５００～１０００

ｍ的雾天气，表明京津塘高速公路上，相对湿度小于

图５　１０—１２月高速公路雾天气下能见度与相对湿度（ａ）及比湿（ｂ）的点聚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ｇｅｖ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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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时，是有可能出现雾天气的，但在此湿度区间

内，对应的能见度还不至于对行车安全造成很大影

响，小于５００ｍ的浓雾天气，对应的相对湿度则全

部在大于９０％以上区间内。

　　相对湿度随温度的日变化比较剧烈，而比湿这

个物理量在气团内部出现相变前，并不随温度而变

化，所以比较方便用于衡量局地气团湿度大小。对

应于某一温度域值，必然有一个对应的比湿值，使空

气湿度达到近饱和程度，雾才能形成。因自动站没

有气压的观测，为了直观地了解这个比湿域值，本文

设定本站气压均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值，利用温度和

相对湿度观测值计算出相应的比湿值，将能见度与

比湿点聚于图５ｂ，可以看到，对应于图４中的三个

温度区间，三个对应的比湿区间分别为０．００３ｇ·

ｋｇ
－１、０．００６ｇ·ｋｇ

－１和０．０１ｇ·ｋｇ
－１左右。具体而

言，１０月、１１月和１２月易于雾形成的比湿分别是

０．０１ｇ·ｋｇ
－１、０．００６ｇ·ｋｇ

－１和０．００３ｇ·ｋｇ
－１左

右。如果白天大气比湿值达到以上区域，在假设水

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降温率可估算夜间各时刻的

温度，从而可近似计算出对应温度下的相对湿度值，

判断饱和与否，给高速公路雾的预报提供一定的依

据。

２．７　雾与风场的关系

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雾的生成和发展，因风

速过大，容易导致乱流较强，不利于水汽在低层积

聚；而平流雾的形成，一般需要有适当的风速，既有

利于水汽输送，又不至于使上下层交换强烈，从而有

利于雾产生。图６给出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２月京津塘高

速公路雾事件中的风向（图６ａ）、风速（图６ｂ）的统计

结果。可看到，雾过程中，各方位风向均有出现，且

出现机会几乎相同。风速一般小于２ｍ·ｓ－１，大于

３ｍ·ｓ－１仍有雾的情况极少，且当风速大于４ｍ·

ｓ－１时，５００ｍ 以下低能见度出现的机会已经非常

低，５００～１０００ｍ能见度的雾事件出现机会也极低；

风速大于５ｍ·ｓ－１后，１０００ｍ以下低能见度天气几

乎没有出现。与天津近海沿岸雾过程中，风速出现

５～７ｍ·ｓ
－１的概率仍为１０％

［１４］比较而言，京津塘

高速公路各路段上有利雾形成的风速主要集中在２

ｍ·ｓ－１以下，只有极少部分雾中风速达到３～５ｍ·

ｓ－１。就风向而言，与毛冬艳
［１３］的统计结果一样，高

速公路上雾事件中风向不定，表明雾的发生与否，只

图６　１０—１２月低能见度雾中风向（ａ）和风速（ｂ）分布

Ｆｉｇ．６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ｉｎｆｏｇｅｖ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与风速关系密切，而与风向没有关系，这主要是因为

雾多发生在风向多变、风力较小的弱地面气压场条

件下的缘故。

３　小结与讨论

以上通过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布设的自动气象

观测站和能见度观测资料，结合 ＮＣＥＰ１°×１°的再

分析资料和常规地面站点观测，分析了２００７年

１０—１２月各路段雾天气发生时的环流背景和近地

面气象要素的统计特征，主要表现为：

（１）局地路段的雾出现时，与对流层高压脊和

地面弱气压场联系在一起，属辐射雾类型；而全路段

大面积雾天气事件均与地面冷锋系统相联系，对应

８５０ｈＰａ有暖西风槽影响，属锋面雾类型。

（２）京津塘各路段雾的出现机会、持续时间和

生消时段均呈现很强的区域特征。天津机场路段雾

和马驹桥路段出现雾的次数相差５倍；杨村路段雾

最长持续时间近４６小时，而马驹桥路段雾最长持续

时间不到１０小时；在全路段性雾过程中，天津机场

雾最先形成，马驹桥雾一般最后出现。

（３）雾中近地面相对湿度一般大于９０％，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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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８５％～９０％时，也可出现５００～１０００ｍ能见度的

雾天气。京津塘各路段雾只发生在一定的温、湿度

区间内，１０月主要对应温度为９～１３℃，比湿为

０．０１ｇ·ｋｇ
－１；１１月对应温、湿度分别为４～７℃和

０．００６ｇ·ｋｇ
－１；１２月对应温、湿分别为－６～１℃和

０．００３ｇ·ｋｇ
－１左右。

（４）雾发生时近地面风向不定，风速一般小于

２ｍ·ｓ－１。当风速为４～５ｍ·ｓ
－１时，仅有极少部

分５００～１０００ｍ能见度的雾能够存在，当风速为大

于５ｍ·ｓ－１时，雾存在的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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