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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分析全国范围内大雾的气候特征及变化 ,利用 1950 年以来我国气象系统地面观测

网 679 个国家基本 (基准)站的大雾天气现象观测资料 ,分析了我国大雾空间、时间分布的基

本气候特征。从整体来看 ,我国大雾分布呈现东南部多西北部少的特点。在月大雾的日数、

月最多大雾日数、大雾季节分布中都显示出北南、西东的地区差异及局地明显的特征。分析

表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大雾日数呈减少趋势。而浓雾出现的年日数变化不明显 ;文章对大雾

日数的变化原因进行了初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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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雾是指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 ,水平能见度小于 1. 0 km 的天气现象。大雾 (或浓

雾)是比较常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其具有出现几率高、发生范围广、危害程度大的特点 ,

我国一年四季都有它的踪影 ,都可体察到它的危害[1～2 ] 。大雾对民航、高速公路、海洋航

行都是危险天气。近年来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 ,大雾对高速公路的影响更加突

出。由于大雾造成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屡见不鲜 ,雾害研究受到国家科学界及交通管理

部门、有关省市的特别重视。了解大雾出现的气候特点 ,对防止由大雾造成的灾害具有重

要意义。

　　大雾形成是由多种天气条件、环境因素决定的。其形成受到天气系统、本地气温、相

对湿度、风速、大气稳定度、大气成分 (各种颗粒物)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多年来 ,众多学者

从大雾的物理结构、局地大雾的宏微观结构及物理成因、大雾的数值模拟[3～7 ]等方面进

行了许多研究 ,对不同地区大雾进行了大量的观测试验[8～10 ] 。但是由于长序列观测资料

的不足 ,目前尚缺乏对于全国大雾的气候特征及长期变化、变化原因方面的系统研究。由

于长序列大雾观测资料的缺乏 ,国外对大雾的气候变化研究也很少 ,也多偏重于对大雾的

物理结构、数值模拟的研究[11～15 ] 。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地面气象观测站对大雾

现象有着长期系统的观测。其所形成的长序列资料对研究大雾及其气候变化有着独特优

势。大雾气候变化与诸多因素有关 ,需要深入系统研究。本文仅利用国家气象中心气象

资料室最新整理的 1950 年以来我国系统的大雾资料 ,试图分析全国范围内大雾的气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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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变化 ,并对其原因进行初步解释 ,以便为大雾的进一步研究、预防雾害提供气候背景

依据。

1 　资料和资料的处理

本文资料来源于我国气象系统地面观测网 1950 年以来 679 个国家基本 (基准) 站的

大雾天气现象观测。该资料是我国最全面完整的大雾方面的资料 ,资料均经过了国家气

象中心气象资料室的质量检验。其中 ,利用 1971～2000 年 30 年资料进行了平均值统计 ;

利用各站从建站到 2000 年资料进行了大雾日数趋势及典型站年代际变化的统计 ;利用典

型站近 10 年资料进行了大雾持续时间的统计 ;利用典型站 50 年浓雾日数资料进行了浓

雾日数线性趋势的统计。

　　为了分析大雾的变化趋势 ,使用线性倾向估计方法[16 ] ,用 x i 表示逐年大雾日数 ,用

t i 表示与 x i 一一对应的逐年年份 ,建立 x i 与 t i 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x

〈

i = a + bt i 　( i = 1 ,2 , ⋯, n) (1)

其含义表示 x 与时间 t 之间的关系。其中回归系数 b 表示大雾的趋势倾向 , b > 0 说明随

时间 t 的增加 x 呈上升趋势 , b < 0 说明随时间 t 增加 x 呈下降趋势 ,同时 b 值的大小反

映上升或下降的速率。

统计项目有 :全国各站各月、年平均大雾日数 ;全国各站月最多大雾日数及出现月份 ;

全国各站年大雾日数变化趋势 ;典型站各年代际大雾日数距平 ;典型站各级大雾持续时

间 ;典型站浓雾日数线性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统计及相应的分析 ,探讨大雾现象的空间、时间分布气候特征 ,并初步分析

变化的原因。

2 　大雾的空间分布特征

2 . 1 　年平均雾日分布

大雾是一种局地性很强的天气现象。由于雾生成具有很强的局地性 ,大气中水汽含

量丰富、近地层空气层结比较稳定、暖气流流经冷表面地区、或辐射降温剧烈等条件决定

雾的生成 ,因此雾的地理分布比较复杂 ,由不同条件决定的雾的类型多为辐射雾、平流雾、

锋面雾等。一般而言 ,沿海、高山、城市为雾的多发地区 ,我国大陆多为辐射雾。

各离散点的气象站观测的大雾现象不能很准确反映大面积大雾的空间分布特征 ,尤

其是可能会遗漏局地地形大雾。大雾的全国分布并不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但是从年平均

大雾日数分布图 (彩图 1)中仍可看出具有一定的特点 ,即从整体来看 ,我国大雾分布为东

南部多西北部少。我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年大雾日数在 15～50 天 ,而西北部多数地区在

15 天以下。

年平均大雾日数在 30 天以上的地区有 :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黑龙江北部、吉林、辽

宁东部 ;西北天山附近 ;东部及南部地区有江浙沿海、闽西北山区、四川盆地、湘黔交界地

区、云南西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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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大雾日数在 60 天以上的多雾地区集中在辽宁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江浙

沿海、福建西北及沿海、四川盆地、云南西南部。尤其是闽西北地区和滇西南地区是我国

年大雾日数在 100 天以上的特多大雾地区 ,如云南的景洪、澜沧等地区年大雾日数均在

100 天左右。多大雾的主要原因是其位于盆地河谷地区 ,冬半年多辐射大雾。

2 . 2 　月平均雾日分布

从各月平均大雾日数分布图 (略)中可以看到 ,我国大部分地区多大雾的月份主要集

中在冬季的 12 月及 1 月 ,且我国大陆上发生的大雾主要为辐射雾。由于夜间地面辐射冷

却 ,使空气达到饱和而形成大雾天气 ,所以我国大陆的大雾多发生在黑夜最长、气温最低

的冬季 ,尤其是在 12 月到 1 月。

从 12 月平均大雾日数分布图 (图略)中可以明显看到 ,出现大雾在 4 天以上的主要有

五个地区 : ①京津唐地区到山西东北部地区。其中河北、山西交界的局部地区是出现 20

天以上的大雾特多地区。②江苏沿海、浙江安徽交界处到闽西部地区。其中浙江、江西

交界处、浙江沿海、闽西山区部分地区 12 月的大雾天数达到 20 天以上。③四川盆地、四

川东部 —湖南东部、贵州西部 —云南南部地区。这一大片多为山地 ,是雾的多发区 ,是 12

月大雾出现天数最大最集中的地区。其中四川贵州交界地区、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南部、

云南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大雾天数多达 20 天以上。④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⑤天山地

区。其中局部地区大雾天数达 8 天以上。

除了 12 月份 ,1 月份 (图略)也是大雾日数比较多的月份 ,但与 12 月份相比 ,其大于 4

天以上的区域明显减少 ,分布也比较分散 ,各区的面积也比 12 月减少。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 ,在京津唐地区没有出现大于 4 天以上的大雾天气。1 月份出现大于 4 天以上的地区

有零散的 8 个地区 : ①安徽东南部到浙江地区 ,其中有局部地区出现 20 天以上的大雾天

气。②福建大部地区 ,其中闽西北及闽南部分地区达 20 天以上。③四川盆地到湖南西

部、贵州西北部到云南东北部地区 ,其中四川贵州交界处、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局部地区达

到 20 天以上。④湖南贵州交界处。⑤湖南东部到江西西北部。⑥云南西南部 ,其中部

分地区达 20 天以上。⑦山西东北部的局部地区。⑧天山部分地区。

2 . 3 　月最多大雾日数及出现时间分布

为了解大雾出现最多的月份 ,从各站各月大雾日数中选取了月最多日数 ,并计算了最

多日数出现的月份。

从月最多大雾日数图来看 (图略) ,在一个月中间月平均出现 8 天以上大雾的地区主

要有 6 个 : ①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北部地区 ,其中最多日数达 20 天以上。②黑龙江、吉

林、辽宁东部 ,其中局部地区出现日数达 20 天以上。③山东半岛及闽沿海地区。其中山

东半岛达 20 天以上 ,闽南达 16 天以上。④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地区、

三峡地区。其中四川盆地局部达 16 天以上。⑤云南南部到西藏东部 ,其中局部达 20 天

以上。⑥天山地区。

从对应的月最多大雾日数出现月份图 (图略) 来看 ,我国大部地区最多大雾日数出现

的月份为 12 月到 1 月。这与大雾的月分布分析是一致的。只有黑龙江、内蒙古中北部、

山东半岛、江浙沿海、广西、广东及西部局部地区出现在 2～8 月之间。我国沿海地区最多

大雾日数出现在 2～8 月间 ,可能与我国沿海地区大雾的成因有关。该地区最多出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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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多为平流雾 ,即暖气流到达沿海的冷海面上凝结形成 ,而不是由于地面冷却生成的辐射

雾 ,因此多出现在暖季。黑龙江、内蒙古中北部内陆地区大雾主要出现在暖季 ,可能由于

该地区暖季湿度大 ,夜间容易形成辐射雾的原因。

2 . 4 　大雾日数季节分布的地区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大雾的地区差异 ,我们制作了北京等 8 个站的大雾日数季节分布图

(图 2) 。

图 2 　北京等 8 城市大雾日数的季节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 ①北方和南方、西部和东部大雾的季节分布

明显不同 ,显示了北南、西东地区差异。在沈阳、北京、天津三城市地区 ,大雾日数季节变

化差异不大 ,最多大雾日数出现在 10 月至翌年 1 月份 ,也就是在深秋到冬季 ;西部成都、

重庆大雾季节变化曲线比较相似 ,春夏季为大雾的少发季节 ;而南京、上海、武汉的中东部

城市 ,在 3～5 月份的春季也是大雾的多发季节 ,大雾日数季节变化曲线有两个峰值 ,分别

在春季和冬季。②局地特征明显 ,表现在相距比较近的北京和天津、南京和上海、成都和

重庆其季节变化曲线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如北京和天津大雾日数最多的月份分别为 11

月和 12 月 ,为 3. 0 日和 4. 0 日。南京和上海大雾日数最多的月份分别为 11 月和 12 月 ,

为 4. 2 日和 5. 0 日。成都和重庆大雾日数最多的月份均为 12 月 ,但是日数相差比较大 ,

分别为 12. 4 日和 7. 9 日 ,成都大雾最少出现月份在 6 月 ,而临近的重庆大雾最少出现月

份在 8 月。

3 　大雾的时间分布特征

为了解大雾出现的时间分布特征 ,我们制作了全国年大雾日数线性趋势分布图 ,并根

据前文提到的大雾空间分布特点 ,考虑到重要城市对高速公路交通的重要性 ,选择了有代

表性的重点城市作为典型站来分析。这几个典型站是 :沈阳、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

汉、成都、重庆。

3 . 1 　年大雾日数的变化趋势

由于大雾局地性特征明显 ,根据 670 个站 (少于 25 年的台站不计算在内)的年大雾日

数趋势图 (彩图 3)可能还不能准确代表全国大雾变化的总趋势 ,但是从图中仍然可以看

到 ,大雾日数在全国变化的大概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 ,除我国东部 30°～40°N 地区、四川东部、云南东部、西藏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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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我国大部地区大雾日数呈减少的趋势 (即图中兰色部分) ;北京、天津地区、长江以南除

局部地区外 ,也呈减少趋势。尤其在黑龙江、吉林、闽西北、湘粤交界处、贵州、云南南部地

区减少趋势明显。

在辽宁全省、华北平原南部、山东半岛、黄河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东部、云南

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大雾日数基本变化不大或呈上升趋势。山东西部、河南中部、长江中下

游上升明显 ,尤其是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 ,达到 0. 5 日/ 年 (图中红色的

地区) 。这些地区经济活跃、人口众多、山区地形复杂 ,高速公路也比较发达 ,是需要重点

关注的。

但是从 8 个典型站所表现的趋势看 ,基本是减少的趋势 (图 4) 。具体表现在 : ①沈

阳 :大雾出现日数逐渐减少 ,平均为 0. 24 日/ 年。20 世纪 80 年代大雾日数减少 ,90 年代

有所上升。②北京 :在 1980～1981 年之间有明显突变 ,这是受 1980 年北京站迁站的影

响。但是从总的趋势看 ,80 年代后大雾出现日数是减少的 ,多数年份年大雾日数少于 20

天 ;而在 80 年代前 ,多数年份为 20 天以上。③天津 :基本无变化。④成都 : 大雾日数明

图 4 　北京等 8 城市大雾日数趋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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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 ,减少幅度平均为 1. 38 日/ 年。尤其是 80 年代显著减少 ,从 80 年代初的近 80 日

左右减少到 2000 年的 40 日左右。⑤武汉 :减少趋势比较明显 ,尤其是 80 年代后明显减

少。从 80 年代前的 30 日左右减少到 90 年代末的不足 20 日。⑥重庆 :减少趋势明显 ,

平均为 1. 42 日/ 年。从 80 年代的 50 日左右减少到 90 年代末的 20 日左右。⑦南京 :略

有减少。⑧上海 :明显减少 ,平均为 0. 73 日/ 年。从 80 年代的 30～40 日减少到 90 年代

末的不足 20 日。

在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大雾日数基本变化不大或呈上

升趋势 ,而这一地区大城市典型站大雾变化不大或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说

明大雾是局地特征十分明显的现象。在一个地区和其中的大城市的大雾就会有明显的变

化差异。大城市近年来大雾减少是基本变化特征。其次说明 :大城市大雾的减少与城市

化环境变化有关。可能主要受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城市热岛是基本肯定的事实 ,但

是城市热岛与城市大雾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一般认为 ,城市热岛对城市大雾的形成和发

展是不利的。徐祥德等人从动力学角度对城市热岛与城市辐射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7 ] 。

3 . 2 　年大雾日数年代际变化

　　为了分析大雾日数的年代际变化 ,计算了典型站大雾日数的各年代际距平平均值(表 1) 。

表 1 　北京等 8 城市大雾日数的各年代际距平平均值 日

站名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沈阳 54342 　　　　1. 6 　　　　0. 9 　　　- 4. 0 　　　- 2. 1

北京 54511 - 0. 3 13. 6 - 7. 8 - 2. 5

天津 54527 - 0. 1 5. 5 - 4. 7 0. 8

成都 56294 - 16. 0 - 0. 4 0. 1 - 25. 1

武汉 57494 6. 4 8. 5 0. 7 - 11. 8

重庆 57516 - 3. 8 - 6. 2 - 9. 8 - 22. 2

南京 58238 - 3. 4 - 2. 2 0. 1 - 3. 2

上海 58367 7. 6 - 0. 9 - 6. 1 - 14. 1

平　　均 - 1. 0 2. 35 - 3. 93 - 10. 0

　　从表中可以看到 ,1981～1990 年 ,各站距平有明显的下降 ,尤其是北京、重庆、上海 ,

下降幅度达 7～10 日。1991～2000 年 ,下降更为明显 ,尤其是成都、重庆 ,下降幅度为 25、

22 日 ;上海下降也比较大 ,达 14 日。从 8 个城市的平均值来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均

从正距平下降至负距平 ,也就是说 ,典型站的大雾日数随年代际增加呈减少趋势 ,90 年代

有显著减少。

3 . 3 　各级大雾持续时间

利用 8 个典型站的大雾出现时间 ,分析计算了各站出现各级大雾的持续时间频率 ,其

中当大雾出现的时间间隔在 4 h 以上时 ,就定义为另一场大雾。大雾持续时间 t 等级定

义为 0～3、3～6、6～12、12～24、> 24 h。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各站最多持续时间均在 3 h 之内 ,其中上海有 64. 67 %的大雾持

续时间在 3 h 之内。各站约有 20 %～30 %左右的大雾持续时间在 3～6 h 之内。北京、天

津、武汉、重庆有 22 %～26 %的大雾持续时间在 6～12 h。北京、天津、成都有 7 %左右的

大雾持续时间在 12～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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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京等 8 城市各级大雾持续时间频率 %

0 < t ≤3 3 < t ≤6 6 < t ≤12 12 < t ≤24 24 < t

沈阳 48. 11 29. 25 18. 87 2. 83 0. 94

北京 47. 59 21. 08 23. 49 6. 63 1. 20
天津 34. 87 29. 23 25. 13 7. 69 3. 08
成都 42. 27 32. 24 15. 90 9. 37 0. 22
武汉 52. 17 21. 01 24. 64 2. 17 0. 0
重庆 39. 02 37. 94 22. 76 0. 27 0. 0
南京 52. 85 25. 20 17. 07 4. 88 0. 0
上海 64. 67 19. 33 10. 67 4. 00 1. 33

　　沈阳、北京、天津、成都、上海出现过持续 24 h 以上的特长大雾天气。其中 ,北京 1997

年 12 月 17 日出现大雾持续时间达 31 h ,从 17 日的清晨 06 :00 点到次日中午 13 :00 ;成都

1993 年 12 月 23～26 日连续 6 天出现大雾天气 ,其中 25 日至 27 日出现大雾持续时间多

达 59 h ,从 25 日的凌晨 02 :00 直到 27 日的中午 13 :0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天津多持续

超过 24 h 的特长大雾 ,在统计的 195 场大雾中出现过 6 场特长大雾天气 ,这可能与天津

临海和城市颗粒物多有关。

以上分析表明 ,在典型站中 ,大雾持续时间多为 3 h 之内的短时大雾。但是决不能忽

视 7 %左右的持续 12 h 长时间的大雾天气 ,尤其是持续 24 h 以上的特长大雾天气 ,持续

时间越长对交通的影响越大 ,造成的雾害也越严重。大城市出现的大雾日数有所减少 ,但

是其持续时间是否延长 ? 长或特长大雾次数是否增加 ? 对城市特长大雾出现的趋势及形

成的条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 . 4 　年浓雾出现日数变化趋势

本文所分析的浓雾是指水平能见度小于等于 500 m 的大雾。由于这类雾能见度极

低 ,其危害也更大。目前我国观测台站并不观测每次大雾出现时的最小能见度。绝大多

数地面台站每天只观测 4 次能见度 ,因此我们所分析的浓雾只能以在 4 次观测中出现的

小于等于 500 m 能见度并有大雾条件为依据。限于采集资料的时间局限 ,实际上难免有

浓雾遗漏的情况。但是由于 50 年样本均来源于 4 次观测 ,分析其年日数变化趋势 ,仍具

有代表性。我们仍以 8 个典型站为例 (图 5) 。

图 5 　北京等 8 城市年浓雾日数趋势变化图

622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16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续图 5

　　从趋势图分析可以看出 ,这 8 个站年浓雾出现日数有减少的趋势 ,但变化并不明显。

最大的减少幅度在 0. 37 日/ 年 (重庆) ,而其他站减少幅度在 0. 0038～0. 2358 日/ 年之间。

与年大雾出现日数相比 ,有明显差异。年大雾日数有明显减少 ,而年浓雾日数并没有明显

减少。这说明 ,雾害影响最大的浓雾出现并没有太大变化。

4 　大雾出现日数变化的初步解释

大雾形成是自然界中各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受到天气条件、地形、大气成分、

所在测站环境等影响。在地形没有大的改变时 ,天气条件、大气成分、测站环境发生的变

化会影响到大雾出现日数的变化。大雾日数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 ,不同地区影响的原因

也要具体分析 ,在这方面还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重点揭示了我国大雾日数变化的

基本事实 ,对其原因只进行一些初步解释。

大雾是空气中的水汽达到或接近饱和 ,在凝结核上凝结而成 ,因此 ,形成大雾可以通

过两种途径 :即降低空气中温度 ,使低层大气冷却到露点 ,或增加空气中的水汽 ,造成空气

中水汽饱和 ,产生水汽凝结。我国多为辐射雾 ,尤其是大雾出现最多的冬季 ,其出现与夜

间的最低气温有关。冬季最低气温的升高已经为许多研究人员所证实[18～19 ] 。因此不利

于大雾的形成。空气中相对湿度也与雾的生成有密切关系 ,我们制作了全国年相对湿度

趋势图 (彩图 6) 。

　　从彩图 6 中可以看出 ,在大雾减少的东北、西北中部、华南、云南西部等地区 ,其相对

湿度也大部分呈减少的趋势。四川东部、河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雾为增多的趋势 ,而相

对湿度也呈上升的趋势。表 3 给出北京等 8 个典型站相对湿度的趋势值。从表中看出 ,

除重庆外 ,大雾减少与相对湿度的减少是一致的。这至少说明 ,相对湿度的减少与大雾日

数的减少有一定的关系。如研究表明 ,西双版纳大雾的减少与该地相对湿度的减少就有

很大关系[20 ] 。

雾的研究逐渐揭示了大雾与环境的密切关系。研究表明 , 大雾的减少与城市化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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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北京等 8 城市相对湿度、大雾日数和浓雾日数趋势值

站名 相对湿度 ( %/ 年) 大雾日数 (日/ 年) 浓雾日数 (日/ 年)

　　 　沈阳 54342 　 　　- 0. 0198 　 　　- 0. 2485 　　 　- 0. 2358

北京 54511 - 0. 1470 - 0. 0323 - 0. 0301

天津 54527 0. 0317 0. 0081 0. 0083

成都 56294 - 0. 0798 - 1. 3858 - 0. 0498

武汉 57494 - 0. 1012 - 0. 2936 - 0. 0038

重庆 57516 0. 0478 - 1. 4210 - 0. 3749

南京 58238 - 0. 0395 - 0. 2950 0. 0388

上海 58367 - 0. 1419 - 0. 6981 - 0. 0750

济发展有密切联系。城市化所造成的城市热岛不利于城市中大雾的形成。城市热岛效应

造成城市气温明显升高、不利于水汽的凝结 ,使大雾难以形成和发展。

经济发展使空气污染加重 ,大气气溶胶粒子密度加大。研究表明 ,气溶胶的增多对大

雾形成有双重作用[21 ] ,一方面使大雾滴数密度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其辐射效应 ,在夜晚增

加大气向地面的长波逆辐射 ,减小地面辐射降温 ,影响雾的形成。

大雾出现日数的减少与生态环境也有密切关系。研究表明 ,森林覆盖对雾的发展起

重要作用。植物通过叶面蒸腾的蒸发量与等面积的裸露土壤相比要高于 20 倍 ,相当与等

面积的水库蒸发量[22 ] 。森林的蒸腾使空气湿度增加、气温降低 ,这些均有利于大雾的形

成。而经济发展、城市化导致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使空气中水汽减少、夜晚相对湿度降低 ,

对大雾日数的减少也有比较大的作用。

上述原因造成了大雾日数的减少。但是 ,这些因素还不足以影响到浓雾出现的条件 ,

因此浓雾日数未发生太大变化。

由以上初步解释可以得出 ,大雾出现日数的变化是大气、环境、生态综合变化的结果 ,

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人类活动环境的变化。

5 　小 　结

(1)大雾是一种局地性很强的灾害性天气现象 ,大雾形成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本文仅

从现有的一些数据初步分析了我国大雾在空间、时间分布的基本气候特征。从整体来看 ,

我国大雾分布呈现东南部多西北部少的特点。在月大雾的日数分布、月最多大雾日数、大

雾的季节分布中都显示了北南、西东的地区差异及局地明显的特征。

(2)从大雾出现的年日数分析 ,我国大部分地区大雾日数呈减少趋势。而浓雾出现的

年日数变化不明显。

(3)大雾出现日数的变化反映了人类活动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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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 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L 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 OF FOG IN CHINA

Liu Xiaoning 　Zhang Hongzheng 　Li Qingxiang 　Zhu Yanjun
( N ational Meteorological Inf orm ation Center ,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al data of thick fog from 679 base stations of China in 50 years ,

the basic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fog in our country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 ribution are

analyzed. In general , the dist ribution of fog in our countr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fog in the southeast part while less in the northwest part . The spatial difference be2
tween south and north , west and east as well as the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hown in the dist ribution of monthly day numbers with fog , monthly maximum day numbers

with fog and the seasonal dist ribution of fog.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 most areas of our

country , the day numbers with fog have a decreasing trend , but the annual change of days

with fogs is not obvious. The initial study on the change of days with fog has also been mad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 Fog in China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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