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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自动站逐小时观测资料，统计分析了贵州大雾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天气图资料分析

筛选了锋面大雾个例３１ｄ和辐射大雾个例１７ｄ，对比分析大雾生消过程中风、温、湿等气象要素演变特点。结果表明：（１）贵

州大雾在秋末到初春较为频发；一天中夜间０２—０９时是大雾频发时段，０７时达到峰值。（２）贵州自西向东有４个多雾区，分

别为西南部区域、中部区域、东部边缘区域和北部局部区域。（３）锋面大雾主要出现在贵州中西部，范围最广时可达２０个县站

左右，持续时长可达１０～１３ｈ，单站可持续６０ｈ以上。辐射大雾以贵州中东部地区出现较多，范围最广时可接近４０个县站，

远比锋面大雾范围广，持续时间相对较短。（４）大雾期间，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为０～３ｍ·ｓ－１，相对湿度为９７％～１００％，温度露

点差为０～０．５℃；辐射大雾初期或形成前气温呈下降状态，消散期升温较明显，地气温差呈现由负到正或由低到高的变化趋

势，反映出近地层大气由较为稳定的逆温环境向不稳定环境变化的过程；锋面大雾初期的降温和后期的升温现象并不突出，

地气温差也没有特定的变化规律，仅有部分个例与锋面大雾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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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贵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侧斜坡面上，属于低纬

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

倾斜。特殊的地形地势是静止锋天气系统形成并长

期维持的主要原因。静止锋系统的东西摆动常常造

成贵州大范围大雾天气，高原山地的地形作用也是

贵州大雾频发的重要原因，另外，夜间晴空辐射降温

的作用也常导致大范围大雾发生。大雾对公路交

通、水上运输、航空飞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

交通运输行业的迅速发展，大雾对交通的影响将越

来越严重。

根据实时观测数据分析雾的时空变化特征是做

好雾预报工作的基础。关于全国或某个区域雾的时

空分布和气候变化特征方面，许多学者开展过相关

研究（周福等，２０１５；许爱华等，２０１６；王博妮等，

２０１６；田小毅等，２０１８；王丽萍等，２００６；林建等，

２００８；景学义等，２００５；王正旺等，２００９；田华和王亚

伟，２００８；黄治勇等，２０１２）。刘小宁等（２００５）分析了

全国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对雾日数的变化原因进

行了初步解释；魏建苏等（２０１０）探讨了沿海地区雾

的生成与风向、风速和海温的关系；崔驰潇等（２０１５）

利用江苏省沿海高速公路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５

月逐分钟 ＡＷＭＳ实时监测数据，按能见度大小和

物理成因对雾的发生过程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它

们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了造成各种时空分布差异

的原因。针对贵州雾的时空特征和形成原因等方面

的分析，罗喜平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２）、陈娟等（２０１３）、崔庭

等（２０１２）、谢清霞等（２０１６）、夏晓玲和唐延婧（２０１５）

开展过相关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

人工观测的雾资料进行分析。２０１２年之前，贵州对

雾的观测主要是通过人工目测获取，资料时间精度

有限，大多数台站仅有０８、１４和２０时观测数据。

２０１３年后随着观测设备的更新换代，各地陆续实现

了雾的自动观测，雾资料的时间精度大大提升，因

此，有必要利用高精度的雾资料开展相关研究，有助

于提升贵州大雾预报预警服务能力。

根据相关标准（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７），雾分为四个

等级：能见度５００～１０００ｍ为雾，２００～５００ｍ为大

雾，５０～２００ｍ 为浓雾，能见度≤５０ｍ 为重浓雾。

一般而言，大雾、浓雾和重浓雾天气对高速公路的正

常运行存在巨大威胁，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能见度在

５００ｍ 及以下（统称为大雾）的贵州大雾天气特征，

为高速公路大雾预报预警提供背景参考。

１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贵州能见度自动观测站的建设始于２０１３年，当

年仅建１８个县站，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各建设２８个县

站和３０个县站，因此，２０１６年后才有比较完整的能

见度观测数据（共７７个县站，尚有花溪、普定、贵定、

丹寨、麻江、晴隆等县市未建站）。从观测站点范围

和资料都比较完整的角度考虑，以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

的能见度为分析对象，利用ＣＩＭＩＳＳ系统（全国综合

气象信息共享平台）读取全省８４个县站两年逐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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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资料（其中，尚未建自动站的６个县站仅有

０８、１４和２０时３个时次的观测资料。另外，缺失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１７时至１４日１０时和２０１６年３

月４日２０时至５日１８时资料），并剔除重复的数

据，统计全省能见度＜５００ｍ的站点和时次。由于

大雾和强降雨都可能造成低能见度天气，因此，同时

也统计小时降水量＞１０ｍｍ且能见度＜５００ｍ的站

点和时次，由此排除强降雨造成的低能见度情况，分

析贵州大雾天气的时空分布特点。

另外，选取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贵州大雾天气个例，

分析大雾天气的气象要素演变特征。首先，查阅逐

日０８、１４、２０时ＭＩＣＡＰＳ（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

统）地面天气图资料，分析选取有雾的日期，并判别

是锋面雾还是辐射雾；同时，统计同一个时次能见度

＜５００ｍ的站点数达１０个以上的时间信息，筛选出

大雾天气个例４８ｄ（３１ｄ锋面大雾、１７ｄ辐射大

雾）。以大雾天气个例为分析对象，提取每次个例大

雾对应站点的逐小时风、温、压、湿等相关气象要素

资料，分析大雾生消过程中气象要素的变化特点。

锋面雾的归类处理：通常情况下，地面天气图上

存在明显的风向切变线，且切变线前后两侧区域表

现为不同的天气现象，即：切变线的前方受暖湿气流

影响，表现为多云天气、偏南风、气温相对较高；切变

线的后方受冷空气或变性冷空气影响，表现为阴雨

天气、偏北风、气温相对较低。这种情况表明有静止

锋存在，伴随出现的雾归类为锋面雾。

辐射雾的归类处理：不受静止锋影响，仅仅由于

辐射降温作用产生的雾归类为辐射雾。

本文所选锋面雾个例中含有混合雾（锋面、夜间

辐射降温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原因主要是考虑了

静止锋影响为主，夜间的辐射降温是次要因素。

２　大雾时空分布特征

２．１　全省大雾时空分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省共出现低能见度天气２０３８６

时次，其中，因强降雨造成的低能见度６４０时次（主

要发生在４—９月），其余１９７４６时次低能见度主要

是大雾天气。

全省大雾时数的月分布表明（图１），各月均可

能出现大雾天气。其中，秋末到初春是大雾频发的

时期，１１、１２、１及３月大雾时数比例为１１．５％～

１８．７％（均在２０００时次以上），尤其是１月出现大雾

最多，两年共３７０２时次（占１８．７％）；７—９月大雾天

气相对较少，各月占比都不到４％。大雾天气在秋

末到初春频发的原因与这期间冷空气的频繁活动、

静止锋在云贵高原的长时间维持关系较大。由于冷

空气的影响，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汽容易达到饱

和，为大雾天气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静止锋的存

在，暖湿空气与冷气团的交汇容易形成大雾天气。

　　从两年全省大雾时数的时间分布来看（图２），

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可能出现大雾天气，尤其以

０２—０９时为大雾频发时段，该期间大雾时数占总数

的５８．８％，各时刻大雾均超过１０００站次（占比

５．３％～９．１％），０７时达到峰值（占９．１％），１６时为

大雾天气的低谷点，仅占１．５％。大雾多发于夜间

的原因一是与特定的天气系统（静止锋、冷高压等）

相关，其次也因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易使近地层水汽

凝结，进一步促进了大雾形成。

　　贵州大雾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具有非常明显

的地域性特点（图３）。总体来说，贵州大雾自西向

东可以划分为４个多雾区域，一是以普安、贞丰为中

图１　全省大雾时数月分布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

ｆｏｇ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２　全省大雾时数时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

ｆｏｇ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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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贵州大雾空间分布

（红色虚线：台站等高线）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ｆｏｇ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ｒｅ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心的西南部区域，包含威宁、六枝、关岭、安顺、兴义、

安龙、盘县等地为大雾较多地点；二是以息烽和开阳

为中心，大方为次中心，都匀和平塘为第三中心的中

部区域，包含贵阳、清镇、修文、汇川、瓮安、独山、三

都、雷山等县市为大雾较多地点；三是以万山为中心

的东部边缘区域，包含松桃、三穗、岑巩、黎平、从江

等县市为大雾较多地点；四是以德江、务川为中心的

北部局部区域，包含赤水等地为大雾较多地点。

从两年各地大雾频数来看，万山、息烽、开阳、普

安、大方、贞丰等地是大雾频发中心，大雾时数都超

过１０００时次（占总数的５．１％～１７．７％），尤其是万

山高达３５０１时次（占１７．７％）。其次，德江、正安、

平塘、都匀、贵阳也是大雾相对较多中心，大雾时数

接近或超过５００时次（占比为２．５％～４．５％）。

贵州大雾显著的区域性差异除与特定的天气系

统（静止锋、冷空气活动）有关外，更与贵州独特的高

原山地相关（大雾中心点基本也是台站高度相对较

高点）。暖湿空气沿山体抬升的过程中，因上升降温

而容易促进水汽凝结成雾。

２．２　中心点大雾时间分布

进一步对比分析万山、息烽、开阳、大方、普安、

贞丰等多雾中心点大雾的时间分布情况（图４），结

果表明：各中心点都表现出夜间大雾多于白天、峰值

基本都出现在０７时或０８时的特点，但是，各中心点

大雾低谷时间不尽相同，出现在１２—１７时不等；万

山各时刻大雾均远多于其他中心点；开阳和贞丰大

雾从低谷到峰值和从峰值到低谷的变化都较平缓，

峰值与谷值的差值相对较小；其他中心点的峰值与

谷值差较大。

图４　多雾中心大雾时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ｆｏｇｉｎｆｏｇｇｙａｒｅａ

３　锋面大雾与辐射大雾特征对比

贵州大雾主要与夜间辐射降温、静止锋活动及

地形等因素相关，因此，贵州大雾可以分为辐射大

雾、锋面大雾和地形大雾，有时也表现为辐射、锋面

及地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地形大雾的

局地性明显、范围有限，以普安、大方、息烽、开阳和

万山等地最为突出。这里仅对辐射大雾和锋面大雾

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根据所选个例，分析同一时

刻有１０个以上站点大雾（称为大范围大雾）的持续

时长、出现时段、单站大雾变化情况等。

锋面大雾（含混合大雾）在贵州出现较多，常发

生在秋、冬和春季，一般发生在冷空气影响过程中、

静止锋附近或静止锋东退北抬过程中。统计发现

（表１），一天中的任何时段均有可能发生大范围锋

面大雾，但以夜间到早晨较多，主要出现在贵州中西

部地区，这与夜间降温和静止锋时常滞留贵州中西

部关系较大。大范围锋面大雾一般持续１～３ｈ，最

长可持续１０～１３ｈ。单站锋面大雾一般可持续１～

１０ｈ不等，最长可持续６０ｈ以上。锋面大雾范围最

广时可达２０个县站左右。

　　辐射大雾在四季都可能发生，但以秋、冬和春季

出现较多，夏季出现较少，一般发生在冷高压控制时

天气转晴的夜晚，有时也发生在降雨过后水汽充足

的夜间。统计表明（表２），大范围辐射大雾天气主

要出现在后半夜到早晨（０３—１０时），以贵州中东部

地区出现较多。持续时间相比锋面大雾较短，一般

可持续１～３ｈ，最长可持续７～８ｈ。单站辐射大雾

最长可持续１０～１２ｈ。辐射大雾范围最广时可接近

４０个县站，远比最广的锋面大雾范围大，这与冷高

压系统强度及影响区域尺度关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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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锋面大雾个例及主要特点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狊犲狊犪狀犱犿犪犻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犳狉狅狀狋犪犾犳狅犵

序号 日期

大范围大雾时段及主要区域

时段／ＢＴ 描述 主要区域

最大面积

站数／出现

时间／ＢＴ

持续时

长／ｈ

单站情况

持续最

长站点

持续时段

／日．时

时长

／ｈ

间断

时次

１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日 ０４—１０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５／０６ ７ 贞丰 ０１．１６—０２．２０ ２９

２ 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 ０７ 早晨 中部／西南边缘 １１／０７ １ 大方 ０３．２１—０４．０８ １２

３ 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 ０６—１０ 早晨 中西部 １４／０９ ５ 万山 ０８．１４—１１．０８ ６４ ３

４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 ０６—０７ 早晨 中西部 １１／０７ ２ 万山 １６．０４—１７．０８ ２９ １

５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 ０４ 夜间 中西部 １１／０４ １ 贞丰 １９．０５—２０．０９ ２９ １

６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７日 ０６ 早晨 中西部 １０／０６ １ 万山 １６．１６—１７．１１ ２０

７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０７—０８ 早晨 中东部 １１／０７—０８ ２ 从江 １７．２２—１８．０８ １１

８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 ０４—０８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２／０５ ５ 万山 ２１．２０—２２．２２ ２７ １

９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２９日２３至３０日００／０２ 夜间 西南部中东部 １２／０２ ２ 三都 ２９．２１—３０．０５ ９

１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４日 ０３—０４ 夜间 中西部 １０／０３—０４ ２ 万山 ０３．１７—０４．０７ 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６年４月９日 ０７ 早晨 中西部 １２／０７ １ 开阳 ０９．０７—１０．００ １８ １

１２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 ０５ 夜间 中西部 １０／０５ １ 普安 ３０．１６—０１．０５ １４ １

１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１２日２１／２３；１３日００—

０１／０３—０７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２／２１ ５ 贞丰 １２．１８—１３．１１ １８

１４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０２—０４ 夜间 中西部 １１／０２—０４ ３ 大方 １３．２１—１４．０６ 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０７ 早晨 中部 １１／０７ １ 万山 １５．１９—１８．１４ ６８

１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９日２３至２０日

００／０６—１５

夜间，早晨

到下午
中西部 １４／０８，１５ １０ 万山 １９．０６—２１．０１ ４３

１７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 １８—１９ 傍晚 中部 １０／１８—１９ ２ 息烽 ２４．１０—２５．０８ ２３

１８ 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日

０３—１０／１２—

１８／２０／２２；

４日００—０１／０３

—０４／０７

夜间—白天

—夜间
中西部 １８／０７，０８ ８ 贵阳 ０３．０３—０４．０８ ３０ ３

１９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０７ 早晨 中西部 １０／０７ １ 贞丰 １６．０３—２０ １８

２０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
０２—０３／１９—

２０／２２
夜间，傍晚 中西部 １１／０２，０３ ２ 贞丰 １７．２１—１９．０２ ３０

２１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日
０８—１０／１２—

１９／２１
上午，傍晚 中西部 １５／１５ ８ 万山 ３１．２２—０３．０８ ５９

２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 ９日２３至１０日０８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５／０１—０２ １０ 关岭 ０９．１６—１０．１０ １９

２３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１日 １１日２１至１２日０９ 夜间—早晨 中西部／东北部 ２１／０３—０５ １３ 贞丰 １１．０７—１２．１１ ２９

２４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 ０７ 早晨 中西部 １１／０７ １ 开阳 １４．２３—１５．１１ １３ １

２５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 ０５—０９ 早晨 中西部 １２／０５，０８ ５ 万山 １７．０３—１８．０３ ２５

２６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９日 ０１—１０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８／０８ １０ 万山 １８．１３—２０．０９ ４５ ２

２７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
２１日２１—２３，

２２日０２—０８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３／０３ ７ 万山 ２１．１０—２２．１１ ２６

２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４日 ０７ 早晨 东北部／中部 １０／０７ １ 息烽 ０４．００—１０ １１

２９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０７—０８ 早晨 中部 １１／０８ ２ 大方 ２８．２０—２９．１８ ２３

３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 ０４—０５／０７—０８ 夜间—早晨 中西部 １３／０７ ２ 贞丰 ０２．０２—０３．１５ ３８ １

３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 ０３—０４ 夜间 中西部 １０／０３—０４ ２ 普安 ０６．１９—０７．１２ １８

４　气象要素演变特征

４．１　总体特征

大雾的形成、维持及消散过程与环境气象要素

场的变化密切相关，空气湿度、气温、风速等气象要

素是大雾生消的重要影响因子。针对每一次大雾个

例，分析大雾范围最广时段对应观测站点的风、温、

湿等气象要素特征。

风速的大小对大雾的形成和持续具有重要影

响，风速过大不利于大雾形成和持续，统计大雾对应

时段各站点的逐小时风速资料，可以看出，不论是锋

面大雾还是辐射大雾，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一般在０～

３ｍ·ｓ－１，少数情况为４～５ｍ·ｓ
－１。

充沛的水汽是大雾形成的必要条件，当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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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辐射大雾个例及主要特点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狊犲狊犪狀犱犿犪犻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犵

序号 日期

大范围大雾时段及主要区域

时段／ＢＴ 描述 主要区域

最大面积

站数

出现时

间／ＢＴ

持续时

长／ｈ

单站情况

持续最

长站点

持续时段

／日．时
时长／ｈ

１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７日 ０５／０８—０９ 早晨 中东部 １５ ０８ １／２ 平塘 ２７．０３—１０ ８

２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 ０４—０６ 夜间 中东部 １５ ０５ ３ 德江 ３１．０２—０８ ７

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 ０３—０９ 夜间—早晨 全省大面积 ２０ ０７ ７ 德江 １１．０３—１１ ９

４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７日 ０４—０９ 后半夜到早晨 中东部／北部 １６ ０７—０８ ６ 三穗 ２７．００—１０ １１

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０２—０６ 夜间 中东部／北部 １２ ０４／０６ ５ 三穗 ０１．００—０８ ９

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４日 ０４／０６—０９ 后半夜到早晨 东部／北部 １６ ０８ １／４ 德江 ０４．０２—１１ １０

７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 ０３—１０ 后半夜到早晨 全省大面积 ３１ ０８ ８ 德江 ０５．００—１１ １２

８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 ０５—１０ 后半夜到早晨 全省大面积 ２６ ０８ ６ 修文 ０８．０３—１１ ９

９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 ０３—１０ 后半夜到早晨 全省大面积 ３５ ０８ ８ 正安 ０８．２３—０９．０９ 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 ０５ 夜间 东南部 １０ ０５ １ 从江 １０．０２—０９ ８

１１ ２０１７年２月５日 ０４—１０ 后半夜到早晨 全省大面积 ３９ ０８ ７ 平塘 ０４．２３—０５．１０ １２

１２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６日 ０７—０８ 早晨 东北部 １１ ０７，０８ ２ 正安 ２６．０４—０９ ６

１３ ２０１７年６月４日 ０７ 早晨 中部／东北部 １０ ０７ １ 息烽 ０４．００—１０ １１

１４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 ０７ 早晨 中北部西南部 １３ ０７ １ 正安 ０１．０１—０８ ８

１５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日 ０６—０７ 早晨 中东部 １３ ０７ ２ 安龙 ０２．０１—０８ ８

１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０８ 早晨 北部／南部 １１ ０８ １ 平塘 ３１．０４—１０ ７

１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 ０６—０８ 早晨 北部／南部 １２ ０７—０８ ３ 正安 ０８．０３—１１ ９

的水汽达到饱和时，就会有水汽凝结悬浮于空中形

成雾。黄治勇等（２０１２）指出地面水平能见度与相对

湿度呈显著的反相关关系，雾含水量越大能见度越

低。相对湿度是空气中的实际水汽压与饱和水汽压

的比值，反映了空气距离饱和的程度。温度露点差

是温度与露点的差值，也是一个表示空气干湿程度

的物理量。分析锋面大雾和辐射大雾对应站点的相

对湿度和温度露点差逐小时资料，结果发现，大雾发

生期间空气中的相对湿度一般为９７％～１００％，极

少数为９４％～９６％，温度露点差很小，一般为０～

０．５℃，极少数为０．６～０．９℃。这一结果充分体现

了大雾相比雾（能见度＞５００ｍ）来说对水汽条件的

要求更高。

气温的变化状况对大雾的形成和持续具有重要

影响作用。空气中水汽充沛的情况下，微弱的降温

条件有利于水汽凝结聚集。统计大雾个例对应站点

的逐小时变温资料发现，辐射大雾形成初期或形成

前１～２ｈ内气温呈下降状态；大雾过程中气温变幅

很小，处于弱降温或弱升温状态，小时升温一般低于

１℃，一旦升温超过１℃后，大雾天气将很快结束；大

雾消散期升温现象较明显，这与辐射大雾的天气状

况有关，多数情况，辐射大雾是在晴朗少云、水汽丰

富的夜间，由于晴空辐射降温水汽凝结而形成的天

气现象，当日出后气温将迅速上升，水汽蒸发湿度降

低致使大雾消散。对于锋面大雾来说，大雾初期的

降温和后期的升温现象并不十分突出，部分锋面大

雾个例初期气温是处于恒温或微弱上升状态（升温

幅度＜０．５℃），大雾消散期表现为弱升温甚至是弱

降温现象。

分析逐小时地气温差发现，辐射大雾的地气温

差变化存在一定规律，从大雾的形成到结束过程，其

呈现由负值到正值或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反映出

近地层大气由较为稳定的逆温环境向不稳定环境变

化的过程；大雾消散时地气温差会出现３～１０℃以

上不等的跳跃性增大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温的增长

幅度较大。对锋面大雾来说地气温差的这个变化特

点并不明显，只有部分个例存在这种变化趋势。

４．２　典型个例分析

锋面大雾：２０１６年１月２日０４—１０时贵州中

西部出现大范围锋面大雾天气。大范围大雾形成

前，静止锋位于云南省中东部，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于

１日０８时从西北路径影响贵州，处于静止锋后贵州

西部地区的威宁、普安、晴隆、贞丰、关岭等县市产生

大雾，并伴有降雨。冷空气东移速度较快，１日１４

时静止锋东退到云南与贵州交界，导致大雾范围扩

大，１日夜间由于冷空气从偏东路径回流影响贵州，

再次将静止锋推到云南中部，并造成贵州中西部大

范围大雾天气，于２日０４—１０时持续有１０个以上

县站产生大雾，大雾范围于２日０６时达到最广（１５

个县站）。贞丰县大雾持续时间最长，从１日１６时

到２日２０时共２９ｈ，这期间，贞丰空气湿度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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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维持９９％，温度露点差维持０．１℃；风速较小，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在０．２～２．８ｍ·ｓ
－１；气温变化小，

大雾初期处于恒温状态，大雾消散时的气温变化也

不明显，能见度迅速增大超过１０００ｍ时的气温与

大雾期间的气温几乎一致；地气温差一直处于正变

化状态，且大雾初期和后期的变幅较大（图５）。

　　辐射大雾：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夜间到早晨贵州

出现大面积辐射大雾天气。１０日受冷高压控制，贵

州大部地区天气由阴雨转为晴天，１１日０３时在辐

射降温的作用下大范围大雾迅速产生，有１５个县站

出现大雾，０７时大雾范围达到最广为２０个县站，

１０—１１时由于气温的迅速上升，大雾很快消散。大

范围大雾天气持续了７ｈ，德江县大雾持续时间最

长为９ｈ（０３—１１时），这期间，德江空气湿度很大，

持续为９９％～１００％，温度露点差为０～０．１℃；风速

较小，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在０．４～１．６ｍ·ｓ
－１；大雾初

期气温呈下降状态，大雾消散时气温迅速上升；地气

温差呈现由负到正的变化趋势，大雾消散时地气温

差增幅较大（图６），反映了近地层大气由稳定到不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１５时至２日２２时

贞丰能见度、小时变温及地气温差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ｕｒ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ｆｒｏｍ１５：００ＢＴ１ｔｏ２２：００ＢＴ２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图６　同图５，但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０２—１３时德江

Ｆｉｇ．６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ｂｕｔｉｎＤｅｊｉａｎｇｆｒｏｍ

０２：００ＢＴｔｏ１３：００ＢＴ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稳定的变化过程。

５　结　论

（１）贵州全年各月均可能出现大雾天气，但以

秋末到初春为频发时期，１月是大雾最多的月份，

７—９月大雾天气相对较少。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

可能产生大雾，０２—０９时是大雾频发时段，０７时达

到峰值，１６时是大雾天气低谷点。各大雾中心点都

表现出夜间大雾多于白天、峰值基本都出现在０７时

或０８时的特点，但是，各中心点大雾低谷时间不尽

相同，出现在１２—１７时不等；万山各时刻大雾均远

多于其他中心点。

（２）贵州大雾自西向东可以划分为４个多雾

区：一是以普安、贞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域；二是以

息烽和开阳为中心，大方为次中心，都匀和平塘为第

三中心的中部区域；三是以万山为中心的东部边缘

区域；四是以德江、务川为中心的北部局部区域。

（３）大范围锋面大雾主要出现在贵州中西部地

区，一般持续１～３ｈ，最长可持续１０～１３ｈ；单站锋

面大雾一般可持续１～１０ｈ不等，最长可持续６０ｈ

以上；锋面大雾范围最广时可达２０个县站左右。大

范围辐射大雾以贵州中东部地区出现较多，持续时

间相比锋面大雾较短，一般可持续１～３ｈ，最长可

持续７～８ｈ；单站辐射大雾最长可持续１０～１２ｈ；

辐射大雾范围最广时可接近４０个县站，远比最广的

锋面大雾范围大。

（４）锋面大雾和辐射大雾发生期间，空气湿度

和风速特征基本一致，而气温和地气温差的演变过

程不太相同。通常情况下，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为０～

３ｍ·ｓ－１，相对湿度为９７％～１００％，温度露点差为

０～０．５℃。辐射大雾初期或形成前气温呈下降状

态，大雾中期处于弱降温或弱升温状态，大雾消散期

升温现象较明显；锋面大雾初期的降温和后期的升

温现象并不十分突出，部分个例初期气温是处于恒

温或微弱上升状态（升温幅度＜０．５℃），大雾消散期

表现为弱升温甚至是弱降温现象。辐射大雾的地气

温差呈现由负值到正值或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反

映出近地层大气由较为稳定的逆温环境向不稳定环

境变化的过程，大雾消散时地气温差会出现３～

１０℃以上不等的跳跃性增大现象；锋面大雾的地气

温差没有特定的变化规律，仅有部分个例与锋面大

雾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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