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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根据历史资料，选取巴彦浩特 1953 年至 2019 年（67

年）能见度小于 1000 米的大雾天气过程，分析其日数、

季节等的分布特点，并对 2000 年至 2019 年持续时间较长

的大雾天气过程进行环流形势、物理量场等的对比分析，

初步总结出其预报着眼点及一些预报指标，为当地大雾

的预报服务提供有利的依据和保障，也为今后更好的开

展极端天气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特征分析

1.1 年代际变化

巴彦浩特 1953 年至 2019 年，每 10 年大雾出现日数、

年平均大雾日数于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呈上升趋势，

80 年至 90 年代呈明显减少趋势，本世纪 2010 年至 2019

年呈上升趋势。

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大雾出现日数、年平均大雾

日数在 30 天、3.0 天 / 年以上，尤其 70 年代大雾日数达 44

天，年平均大雾日数 4.4 天 / 年；80 年代之后，大雾出现

日数、年平均日数明显减少，且减少近 1 倍到 2 倍；本世

纪 2011 年至 2019 年大雾日数呈缓慢上升趋势。

巴彦浩特 67 年年平均大雾日数为 2.9 天，1981 年以

来，39 年年平均大雾日数为 1.9 天，进入 21 世纪以来，

19 年年平均大雾日数为 2.3 天，大雾出现日数最多为 12

天（1953 年），其次为 11 天（1975 年），有 13 个年份未

出现大雾天气。

1.2 季节变化

巴彦浩特出现大雾的日数共计 193 天，秋季出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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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的概率最大，冬季概率最低；即巴彦浩特大雾主要集

中夏季、秋季和春季，合计共占超过了 90%，尤其以秋

季最为突出，冬季出现大雾较少，仅占 8.81%。

1.3 月变化

统计巴彦浩特建站以来各月出现大雾日数发现，

8 月 是 巴 彦 浩 特 大 雾 出 现 最 频 繁 的 月 份， 占 总 日 数

的 16.58%， 其 次 是 3 月、9 月、10 月、11 月， 分 别 占

12.44%、11.4%、13.47% 和 12.44%， 最 不 易 出 现 大 雾

的月份是 1 月和 2 月，占比不足 5%，其他月份占比在

4% ～ 6% 之间。

1.4 时间变化

统计 1953 年至 2019 年巴彦浩特大雾出现时间发现，

巴彦浩特大雾出的时段主要在 04-10 时，说明无论季节

和天空状况如何，雾的发生时段多在最低温度出现的范

围附近。

2　大雾天气过程环流形势及影响系统对比分析

2.1 个例一

2007 年 8 月 29 日（最小能见度：30 米，持续时间：

06 时 39 分至 10 时 25 分，11 时 52 分至 12 时 40 分）

主要影响系统：500hPa 宽平脊影响，地面处于高压

后部

环 流 形 势：8 月 28 日 20 时 至 29 日 08 时， 从 500hPa

高空场看，巴彦浩特地区受宽广的弱脊控制，前部的西

北气流和后部的西南气流较弱，等高线比较稀疏，说明

此时高空形势稳定，温度平流也很弱；从 850hPa 与地面

场看的该地近地面风速很小，为大雾的持续提供了有利

条件。

物理量场：28 日 20 时巴彦浩特地面温度接近露点

温度，只要温度稍微下降，就可达露点温度，水汽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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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凝结；8 月 29 日 08 时有明显的逆温层，逆温层在

850Pa 与 700hPa 之间，而且逆温层深厚高度较高，促进

了雾的发展。

2.2 个例二

2008 年 7 月 30 日（最小能见度：50 米，持续时间：

12 时 42 分至 16 时 14 分）

主要影响系统：500hPa 为宽平脊，地面为宽广倒槽

环流形势：7 月 29 日 500hPa 新疆方向有冷空气，7

月 30 日 08 时冷空气东移，巴彦浩特受脊后槽前西南气

流控制，850hPa 有暖湿气流输送，该地区已经出现降

水，相对湿度明显增大。30 日 20 时，巴彦浩特仍受宽脊

控制，且等高线稀疏，说明该系统移速缓慢，相对稳定，

为大雾的产生提供有利条件。7 月 30 日 08 时巴彦浩特地

面场有一宽广倒槽，顶部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小，等压线

比较稀疏，且该倒槽移速较慢。

物理量场：7 月 30 日 08 时巴彦浩特地面温度露点差

值很小，只要温度稍微下降，就可达露点温度，水汽就

会发生凝结，对大雾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7 月 30 日

08 时近地面有暖空气输送，有助于逆温层的发展，促进

了雾的生成。

2.3 个例三

2012 年 12 月 15 日（最 小 能 见 度：600 米， 持 续 时

间：09 时 18 分至 19 时 58 分）

主要影响系统：500hPa 平直西风系统，地面受高压

脊控制

环 流 形 势： 由 2012 年 12 月 14 日 08 时 到 15 日 08 时

（过程之前）的环流形势演变可知，欧亚上空为平直环

流，乌拉尔山东部维持深厚的低涡，低涡底部不断分裂

弱冷空气东移南下。14 日夜间地面高压脊移至河套地区

附件，开始影响阿左旗，上空湿度开始增大。15 日 08

时，500hPa 乌拉尔山以东维持稳定的低槽，阿左旗上

空等温线基本为平直的等温线，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小，

700hPa 阿左旗由夜间西北风转为东南风，东南风的存在

为浓雾的维持提供了水汽条件。

物理量场：15 日白天，巴彦浩特上空 850hPa 垂直速

度很小，没有明显的辐合辐散，在 850hPa 与 700hPa 之间

有明显的逆温层，而且逆温层深厚高度较高，08 时地面

温度（-8℃）接近露点温度（-10℃），只要温度稍微下

降，就可达露点温度，水汽就会发生凝结，对大雾的产

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 15 日 08 时巴彦浩特上空高层为

西北风，低层为西南风，说明高低空配置结构时非常稳

定的，中低层深厚的暖平流为产生稳定的逆温层提供有

利条件，交替型逆温结构即有利于层结稳定，阻碍水汽

垂直交换，又有利于水汽凝结成水滴形成雾。

2.4 个例四

2015 年 12 月 12 日（最 小 能 见 度：174 米， 持 续 时

间：夜间至 14 时 40 分）

主要影响系统：500pha 受宽平槽的西风气流影响，

地面受宽广倒槽影响

环流形势：11 日 20 时 500pha 新疆西部与西藏西部有

高空槽东移南下，巴彦浩特上空受弱脊控制，850pha 巴

彦浩特西部有暖平流东移，地面受倒槽控制天空云系较

少，到 12 日 08 时 500pha 高空槽继续东移，但移速很慢，

上空的弱脊北抬，等高线稀疏，850pha 暖平流移入阿左

旗上空，湿度较大，地面仍受宽广倒槽控制且水平气压

梯度力较小，等压线稀疏，说明高空系统的稳定和近地

面暖湿气流的输送为大雾的产生和持续提供有利条件。

屋里量场：12 日 08 时，巴彦浩特上空 850hPa 垂直

速度很小，没有明显的辐合辐散，850hPa 与 700hPa 之间

有等温层，近地层弱的垂直运动和弱的辐合辐散对浓雾

天气的维持提供了有利条件。15 日 08 时地面温度与露点

温度差接近 0，水汽易发生凝结，另外高低空配置结构时

非常稳定的，中低层深厚的暖平流为产生稳定的逆温层

提供有利条件，交替型逆温结构即有利于层结稳定，阻

碍水汽垂直交换，又有利于水汽凝结成水滴形成雾。

3　预报着眼点及预报指标

3.1 预报着眼点

从极端大雾的个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巴彦浩特极端

大雾以辐射雾或辐射平流雾为主，高空 500hpa 环流形势

主要分为三种：平直西风型、宽平脊型、宽平槽型。多

形成于降水前后湿度较大且稳定的天气条件，高空影响

系统较弱，地面压场水平气压梯度较小。所以预报着眼

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雾是在稳定大气层结下产生的天气现象，

利用数值产品进行未来高空地面形势判别，主要是分析

700hpa 和 850hpa 有无弱冷、暖平流，湿度变化情况。

（2）地面影响系统一般都比较弱，一般变性高压、

宽广倒槽都是巴彦浩特极端大雾的发生区，且地面等压

线较稀疏，一般水平气压梯度力小于 7.5hpa 的均压场有

利。在没有降水发生的情况下，一般单站气压前一日 14

时到次日 08 时的变化幅度不超过 5hpa。

（3）地面前一日降水后，20 时到夜间大气层结稳定

且云量减少逐步转晴，是辐射雾产生的有利条件。巴彦

浩特地区大雾出现时，地面风速较小，都在 4 米 / 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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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维持偏东风或偏南风。

（4）700hpa 和 850pha 的相对湿度有无 >80% 或露点

温度差有无小于 4℃，比湿场是否有湿舌等伸向预报区。

3.2 预报指标

雾的预报主要考虑地面到 850hpa 的湿度变化，最低

温度、云天状况和风向、风速几个方面，其中最低温度

和湿度是预报的关键。采用单站前一日 14 时或 20 时露点

与次日 08 时的温度差对辐射雾进行预报。

当高空、地面影响系统分型符合条件，并预报午后

到夜间大气层结稳定，单站风速较小，风向比较稳定，

天空晴朗或少云，且根据数值预报产品判断影响区域次

日 08 时地面到高空格点温度在低层有逆温，相对湿度大

于 90% 时：

（1）当前一日 14 时温度露点差小于 8℃时，次日 08

时气温小于等于前一日 14 时或前一日 20 时的的露点温

度，即预报单站有雾；

（2）当前一日 14 时大于等于 8℃，且前一日 20 时的

露点温度大于 14 时的露点温度时，次日 08 时气温与前一

日 20 时的露点温度差小于等于 2℃，则预报单站有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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