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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江苏省７０个自动观测站和３６５个交通气象观测站资料，对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夜间至１２日上午出现在江苏的

一次大范围强浓雾天气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次强浓雾过程具有爆发性形成和加强的特征，大部分站点从１０００ｍ以

上快速下降形成强浓雾，且部分站点存在多次爆发增强现象；夜间天空打开，长波辐射降温作用加强，是大范围强浓雾形成和

爆发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雾前降雨为本次强浓雾的形成创造了基础条件，也是日出后部分站点由于水汽蒸发增强

而导致雾爆发性增强的直接原因；另外，雾前和雾期间近地层强逆温的存在为雾的爆发性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气层结条件，

而逆温顶附近低空急流的形成，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逆温的维持和加强，利于雾的爆发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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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雾是指悬浮在近地层大气中的大量微细乳白色

水滴或冰晶的可见集合体，根据能见度距离可将雾

分为４个等级：５００ｍ≤能见度＜１ｋｍ为大雾，２００

ｍ≤能见度＜５００ｍ为浓雾，５０ｍ≤能见度＜２００ｍ

为强浓雾，能见度＜５０ｍ为特强浓雾（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管

理委员会，２０１２）。雾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尤其是低

能见度的强浓雾天气，对海陆空交通运输和人体健

康等的影响愈来愈突出。

国内外从物理化学特征、天气学成因、卫星遥

感、数值模拟等方面对强浓雾展开了研究，揭示强浓

雾的生消机制和宏观微观结构特征（Ｒｏａｃｈｅｔａｌ，

１９７６；Ｋｌｅｍ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李子华等，１９９９ａ；李子

华，２００１；濮梅娟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８ｂ；吴兑等，２００７；邓

雪娇等，２００７；何立富等，２００６；赵玉广等，２０１５；于

庚康等，２０１５；焦圣明等，２０１６；周斌斌，１９８７）。

近年来，在一些地区雾的研究中发现强浓雾的

形成具有爆发性特征，即雾在短时间内（３０ｍｉｎ左

右）快速加强为强浓雾或特强浓雾（濮梅娟等，

２００８ａ）。这种能见度快速下降现象极易导致汽车追

尾和船舶相撞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出现，往往给人民

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如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的

浓雾爆发性增强时，宁靖盐高速公路兴泰段上８辆

车发生严重追尾翻车事故，造成７人死亡、５人受

伤，同时，两艘４０００ｔ船在长江南京段相撞，造成

宣城货３８５９号轮船沉没，４人落水。因此，研究雾

的这种爆发性增强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美国波河河谷试验发现了因雾层平流导致的雾层垂

直方向的突然发展特征（Ｆｕｚｚ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李子华

等（１９９９ｂ）对沪宁高速公路雾的观测研究中发现逆

温的分层结构、日出后贴地层的增温以及湍流混合

引起的热量、动量及水汽垂直输送是触发雾爆发性

发展的动力条件、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在南京雾的

外场观测中，濮梅娟等（２００８ｂ）进一步指出了雾爆

发性增强的三种物理原因，一是夜晚长波辐射增强，

二是近地层出现冷平流，三则是地表水分蒸发或湿

平流及湍流混合。陆春松等（２０１０）、刘端阳等

（２００９）和刘霖蔚等（２０１２）相继对南京地区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冬季观测到的几次地面雾爆发性增强过程

进行了分析，极大地丰富了雾爆发性增强的理论研

究。尽管对雾爆发性增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以往的研究仅是针对一个观测点，雾的爆发性增

强特征有无区域性特征？区域性爆发性增强的强浓

雾又有哪些特征？许多疑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解

决。

随着常规资料观测的精细化，爆发性增强的区

域性强浓雾过程易被发现。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夜间

至１２日早晨江苏省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浓雾天气

过程，除徐州外，全省大部分地区均出现能见度＜

２００ｍ的强浓雾，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

＜５０ｍ的特强浓雾，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３日扬子晚报以

大字标题“猴年第一雾”详细报道了这次雾过程。江

苏省气象台及镇江、扬州、淮安、连云港和宿迁等气

象台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受大雾影响，全省范

围高速公路关闭，这在过去春节长假中也是绝无仅

有的。这次雾过程，区域性雾爆发性增强特征明显。

本文将对这次雾过程进行研究，揭示本次大范围强

浓雾爆发性增强的特征和成因，为强浓雾预报方法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强浓雾过程特征

１．１　天气背景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上欧亚中高纬

为两槽一脊的形势，河套以东地区有一西风槽东移，

江苏上空处于槽前西南气流控制，７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

为一致的西南风，最大风速均达到１８ｍ·ｓ－１，西南

急流将水汽不断输送到苏皖交界处，江苏处于风速

辐合区中，致使雾前期（１０日至１１日上午）出现全

省性的小雨天气，地表潮湿；１１日２０时至１２日０８

时，中低纬多短波槽活动，江苏上空５００ｈＰａ逐渐由

浅槽前转为弱脊控制，而８５０ｈＰａ在西南暖湿气流

的持续影响下，维持较强的暖脊且稳定少动；同样，

在９２５ｈＰａ上江苏处于入海高压的后部，吹西南风，

温度场上可以看到江苏中南部有暖脊配合，暖平流

发展明显，也利于低空逆温的形成和维持。

从地面天气图上看，１１日２０时至１２日０８时，

冷空气主体位于河套以北地区，西南地区维持一个

大低压，江苏处于低压倒槽前部均压场中，以偏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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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且风力较小，有利于雾的形成。

综上所述，高空５００ｈＰａ在弱槽脊控制下，中低

层西南暖湿气流持续作用且有暖脊配合，地面处于

低压倒槽前部均压场中，上下层配置促使夜间低层

逆温层的建立和维持，在这种天气背景下，区域雾产

生并维持。这次雾过程在１２日中午前后随着太阳

辐射的进一步加强，逐渐消散。

１．２　强浓雾范围广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２０时左右，江

苏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开始起雾，并迅速向周边蔓延

且强度加强。１１日２２时后，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能

见度低于２００ｍ 的强浓雾；中东部多数站出现在

００时前后，１２日０３—０４时前后，扬州、泰州、淮安西

部和宿迁南部等出现强浓雾，０６时前后，西南部地

区雾加强，同时东部部分城市雾再一次加强。总体

来说，强浓雾先后在中东部地区出现，再往西南和西

北部扩展。多数站点强浓雾持续时长６ｈ以上，最

多的超过１１ｈ；整个雾过程中，除了江苏西北部和

西南部１２日起雾晚且强度较弱外，其他大部分地区

都出现了能见度＜２００ｍ的强浓雾，其中在沿江以

北部分地区还出现能见度＜５０ｍ的特强浓雾，多数

站点在０３—０５时加强为特强浓雾，个别站点在０７

时加强为特强浓雾，特强浓雾维持时间１０ｍｉｎ至

８ｈ不等，其中扬州高邮站能见度最低降至１８ｍ。

０７—０９时区域性强浓雾一直维持，１０—１２时才逐渐

开始减弱消散。可见本次雾过程属于全省性强浓雾

过程。

１．３　大范围爆发性增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雾过程中，大部分站点强浓

雾的形成都具有爆发性的特征。图２给出了８个交

通气象站和２个基本站的能见度变化曲线，由图可

见，这些站强浓雾形成时速度极快，仅用１０～３０

ｍｉｎ，个别站仅几分钟。多数站爆发增强的起点是

从１０００ｍ以上的能见度开始的，就是说未经过大

雾、浓雾阶段，而直接快速形成强浓雾。作者统计了

６６个站的强浓雾，其中５８个站都是雾刚一形成即

开始爆发增强的，这在我们对强浓雾的观测中，是从

未出现过的。有的站出现了多次爆发增强过程，如

六洞服务区站在２月１１日２２—２４时，就经历了４

次爆发增强过程；有的站（加潼河大桥站）雾消５ｈ

后，再次爆发为强浓雾。

２　爆发性增强成因分析

２．１　夜间辐射降温作用

图３给出了１１日夜间至１２日早晨卫星云图的

演变情况，可以看到，受高空浅槽东移影响，江苏上

空入夜后云系较多且变化快。对照雾区（图１）和云

图（图３）分析发现，雾区的发展与晴空和少云区变

化有较好的一致性。其中１９—２２时中部地区伴随

较厚的云团东移，同时在安徽上空仍有云系东移进

入江苏上空，期间江苏中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短暂的

晴空或少云时率先起雾；随着云团东移，２２—２３

时，扬州—泰州—盐城南部—南通区域上空云层打

开，同时伴随着该地区的雾产生并快速加强，此时段

强浓雾出现的位置与云打开位置基本一致。１２日

０１时前后全省云系再次增多，０３时后随着５００ｈＰａ

转为槽后偏西北气流控制，江苏上空的云量明显减

少，与雾区对比发现，１２日０４—０６时伴随着晴空或

少云区范围加大，对应着雾区外扩并加强，即强浓雾

也扩展至全省大部分地区，同时东南部地区雾也明

显加强；但在西部边缘，尤其是江苏省西北角和西南

角上空始终有较明显的云层，未出现明显的雾。

　　夜间长波辐射的变化与上空云系的变化关系密

切，为进一步讨论长波辐射降温作用对雾的形成和

加强的影响，绘制了高邮、东山、南京和盱眙地区的

各要素变化和小时净辐射演变情况图（图４）。由图

可以看到，２月１１日１８时至１２日０７时，各地净辐

射为负值或０，即以地面长波辐射为主；同时夜间由

于各地上空云系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净辐射差异也

较大，从而对近地层气温影响不同。如高邮１１日

２１时后上空云系减少，小时净辐射加大，２２时达到

－０．１１ＭＪ·ｍ－２·ｈ－１，对应的气温下降幅度较前

期加大，降温率为１．１℃·ｈ－１，促使空气达到饱和

成雾，并于２２：２０快速发展为强浓雾；同样，南京地

区在１２日０５—０７时天空打开，负的小时净辐射最

大至－０．１３ＭＪ·ｍ－２·ｈ－１，随着长波辐射增强，气

温也由前期的增温趋势转为下降，０７时前后降温近

１．０℃，促使了雾的快速形成。可见，随着夜间地面

长波辐射加强，辐射降温加大，空气达到饱和，能见

度快速下降。在东山和盱眙等地区在起雾和雾加强

阶段也有类似的特征。加上此次雾过程中，夜间偏

东风为主，风力不大，多为１．０ｍ·ｓ－１左右，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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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１９时至１２日１２时江苏省能见度分布（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ｉｔ：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ｇｅｖｅｎｔ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１９：００ＢＴ１１ｔｏ１２：００ＢＴ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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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１５时至１２日１５时江苏１０个站点能见度演变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１０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１５：００ＢＴ１１ｔｏ１５：００ＢＴ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于雾滴核化和凝结增长。另外，高邮和盱眙在成雾

初期，都有一个气温小幅回升的过程，这是雾凝结潜

热释放造成的，这种现象在许多站成雾时均存在。

综上所述，这次雾的形成并爆发性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夜间天空云散，辐射降温增强。

２．２　地面雨水蒸发作用

本次雾爆发性加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

是水汽蒸发作用。雾前，受地面倒槽和高空短波槽

影响，２月１１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小雨天

气（图５ａ），沿江西部雨量较明显（１～１０ｍｍ），其他

地区降水量均低于１ｍｍ，降水在１１日１０时左右才

结束。前期降水为这次雾的形成和加强提供了丰富

的水汽条件。一方面，降水结束后，整个近地层维持

较高的相对湿度，１１日１９时，全省大部分地区相对

湿度都在８５％以上，苏中和东部地区多在９０％以上

（图略），这也是中东部先成雾的一个原因，而西北部

和西南部地区湿度条件略差，加上夜间天空云移出

较晚，成雾时间也较晚；另一方面，日出后，地表吸

收太阳辐射增温，地面气温开始回升，而此时地表水

汽蒸发，相应的露点温度也上升；图５ｂ给出了１２日

０６—０８时的露点变化，可以看到，日出前后２ｈ，江

苏大部分地区露点温度增加０．１～２．０℃，与前期降

水区域也较为一致。露点上升，空气仍维持饱和状

态，部分站点甚至出现二次加强现象，这种现象在前

期降水较为明显的西南部地区普遍存在，如句容站

能见度在１２日０６：３０前后由１０２１ｍ快速下降至

３７４ｍ，镇江站在０６：２０前后由雾进一步增强为能

见度＜５０ｍ的超强浓雾。这与前期降水导致的地

面湿度较大，从而出现蒸发现象有关。蒸发作用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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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１９时至１２日０９时雾过程中红外云图逐时演变情况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１９：００ＢＴ１１ｔｏ０９：００ＢＴ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地层雾体提供水汽，促使部分站点出现爆发性发展

或二次加强，也使得全省浓雾维持不消，并持续至中

午前后。

因此，雾前降水、水汽充沛是这次爆发性强浓雾

过程产生的基础条件。

２．３　强逆温为雾的爆发性发展提供稳定层结条件

分析江苏三个探空站（南京、徐州和射阳）发现

（图６），尽管各地起雾时间不一样，且雾的强度不一，但

在起雾前，１１日２０时，各地均存在较强的贴地逆温，且

逆温层很薄，厚度仅１００～１５０ｍ，强度很大。如徐州和

南京贴地逆温强度达３．４℃·（１００ｍ）－１左右，射阳存

在双层逆温，强度约为１．０℃·（１００ｍ）－１；贴地逆

温薄而强，极有利于水汽在贴地层累积。雾期间，从

１２日０８时探空可以看到，各站逆温抬升，贴地逆温

底抬升至２００ｍ左右，即雾顶所在高度，从地面到

雾顶，气温大体呈湿绝热分布，其上为雾顶逆温层，

逆温强度在１．８５～３．３８℃·（１００ｍ）
－１，整个逆温

集中在４００ｍ以下，雾层厚度１５０～２００ｍ。可见，

雾前和雾期间，江苏近地层均维持较强的逆温，有利

于水汽聚集在近地层，为雾的爆发性发展提供极稳

定的大气层结条件。雾生成后，雾顶辐射冷却增强，

逆温层升至雾顶之上。

另外，从风速的廓线看，１２日０８时，各站在强

逆温中心附近，均存在一个风速大值区，该高度段风

速相比１１日２０时有明显增大。Ａｎｄｒｅａ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定义低层风速极大值超出上方和下方风速极

小值２ｍ·ｓ－１以上时即为低空急流。此次过程中，

在风速大值区，徐州和南京均超过７ｍ·ｓ－１，射阳

站达到５ｍ·ｓ－１，均明显高于上下层风速，即达到

低空急流标准。这主要是在逆温层顶上部动量向下

输送受阻，并在此不断堆积起来，从而导致在强逆

温顶附近风速逐渐加大，进而出现大风速区（赵德山

和洪钟祥，１９８１；黄建平等，１９９８；陆春松等，２０１０）。

结合风向廓线分析发现，到强逆温所在高度以东南

风或偏东风为主，即在强逆温顶附近维持一个较强

的东南或偏东风急流。赵德山和洪钟祥（１９８１）指

出，在辐射逆温层内风场和温度场之间具有相互作

用的关系：一方面，逆温的存在使得逆温层顶出现风

速极大区（超低空急流）；另一方面，随着逆温层顶风

速不断加大，引起该处上下风速切变不稳定，湍流发

展，导致动量和热量爆发性向下发展，逆温层中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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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１５时至１２日１５时高邮（ａ），东山（ｂ），南京（ｃ）和盱眙（ｄ）各气象要素

和小时净辐射随时间的变化

（犠犛：风速，犠犇：风向，犚犎：相对湿度，犞犞：能见度，犜：温度，犜ｄ：露点温度，犚：小时净辐射）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ｈｏｕｒｌｙｎ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ｏｙｏｕ（ａ），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ｂ），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ａｎｄＸｕｙｉ（ｄ）ｆｒｏｍ１５：００ＢＴ１１ｔｏ１５：００ＢＴ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犠犛：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犠犇：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犚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犞犞：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犜：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犜ｄ：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犚：ｈｏｕｒｌｙｎ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０８时至１２日０８时总降水量（ａ，单位：ｍｍ）和１２日露点

温度变化（犜ｄ０８－犜ｄ０６，单位：℃）（ｂ）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ｎｉｔ：ｍｍ）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１１

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１２ａｎｄｄｅ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ｎｉｔ：℃）ｆｒｏｍ

０６：００ＢＴ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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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６年２月江苏三站探空温度（犜）、风速（犠犛）、风向（箭头）和相对湿度（犚犎）廓线

（ａ）南京１１日２０时，（ｂ）南京１２日０８时，（ｃ）射阳１１日２０时，（ｄ）射阳１２日０８时，

（ｅ）徐州１１日２０时，（ｆ）徐州１２日０８时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犜），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犠犛），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ｒｏｗ）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犚犎）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ｎＦｅｂｕｒａｒｙ２０１６

（ａ）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０：００ＢＴ１１；（ｂ）Ｎａｎｊｉｎｇ，０８：００ＢＴ１２；（ｃ）Ｓｈｅｙａｎｇ，２０：００ＢＴ１１；

（ｄ）Ｓｈｅｙａｎｇ，０８：００ＢＴ１２；（ｅ）Ｘｕｚｈｏｕ，２０：００ＢＴ１１；（ｆ）Ｘｕｚｈｏｕ，０８：００ＢＴ１２

度削弱，厚度加厚。

为探讨本次雾前强逆温的形成和这种超低空急

流存在的作用，进一步分析１１日２０时和１２日０８

时地面和９２５ｈＰａ温度平流和风场分布（图７），可

以看到，１１日２０时，９５０ｈＰａ及以上，江苏南部地区

（文中给出的是９２５ｈＰａ）以偏南风为主，维持一个

较强的暖平流，而对应的地面以偏东风为主，并维持

冷平流或弱的暖平流，这种上层暖平流和底层浅薄

的冷平流或弱暖平流的温度平流结构，对近地层强

逆温的形成和维持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在１１日

２０时成雾前江苏三站探空近地层存在强逆温的一

个重要原因。１２日０２时，江苏北部地区也维持这

种上暖下冷的平流结构（图略），一直持续到１２日

０８时。持续的冷暖平流结构，促使强逆温维持。在

近地层冷平流作用下，加上夜间辐射降温的共同作

用下，１１日２０时至１２日０８时，徐州和南京３００ｍ

以下明显降温，１５０～２００ｍ 附近最大降幅将近

４℃；而边界层上层（南京３００ｍ以上，徐州４５０ｍ

以上）受暖平流影响出现增温，在７００ｍ附近增温

幅度最大有３℃，逆温顶附近低空急流的出现，也使

得温度平流加强，对强逆温的形成和维持具有明显

的作用。与徐州和南京站略有不同，射阳站处于江

苏省东部沿海，对应的近地层较强的冷平流，在

７００ｍ 以下均表现为温度下降，特别是在１５０ｍ附

近最大降温幅度近７℃。这种冷暖平流的作用使得

雾前在辐射冷却作用产生的贴地逆温逐渐加强，而

在逆温层顶东南急流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上层暖

平流，对逆温的维持起到了促进作用，致使近地层水

汽不断聚集，雾爆发性发展和维持。

由上可知，上层暖平流和底层浅薄的冷平流或

９９８　第７期　　　 　　　 　　　　 　　严文莲等：江苏一次大范围的爆发性强浓雾过程研究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２０时（ａ，ｃ）和１２日０８时（ｂ，ｄ）地面（ａ，ｂ）、９２５ｈＰａ（ｃ，ｄ）的

温度平流和风场分布（填色部分为暖平流，单位：℃·ｓ－１）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ｂ）ａｎｄ９２５ｈＰａ（ｃ，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１１（ａ，ｃ）ａｎｄ０８：００ＢＴ１２（ｂ，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ｐａｒｔｓｓｈｏｗｗａｒｍ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１）

弱暖平流的温度平流结构，是近地层强逆温形成和

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逆温顶附近东南风低空急

流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促使暖平流作用的加强，进而

促进逆温的维持和加强，利于雾爆发性发展。

３　结　论

通过对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夜间至１２日上午江

苏省出现的一次大范围强浓雾天气过程分析，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１）本次强浓雾过程是高空５００ｈＰａ在弱槽脊

控制，中低层西南持续暖湿气流作用并配有暖脊，地

面处于低压倒槽前部均压场中的天气背景下产生

的。

（２）这次强浓雾影响范围广，且具有爆发性形

成特征，形成时仅用时１０～３０ｍｉｎ，个别站仅几分

钟，且大部分强浓雾站点能见度直接从１０００ｍ以

上快速下降；另外，部分站点存在多次爆发增强现

象。

（３）夜间天空云散，长波辐射降温作用加强，是

大范围强浓雾形成和爆发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雾前的全省性降雨过程为本次强浓雾的形成创造了

基础条件，也是日出后部分站点蒸发增强而导致雾

爆发性增强的直接原因。

（４）雾前和雾期间，江苏近地层（４００ｍ以下）维

持较强的逆温，最强达到３．４℃·（１００ｍ）－１，而强

逆温层的形成与雾层上层的暖平流和地面冷平流

（或弱暖平流）、辐射冷却作用有关；同时，动量下传

导致强逆温顶附近存在的东南低空急流，加强了雾

体上层的暖平流作用，进一步促使强逆温的维持和

加强，有利于水汽聚集在近地层，为雾的爆发性发展

提供极稳定的大气层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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