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山县雾的气候特征与气象条件分析

关磊, 邱继玲, 尚新梅, 孔令喜 ( 山东省梁山县气象局, 山东梁山274800)

摘要  利用梁山1971～2000 年的地面观测资料 , 对该地区雾的气候特征以及气象条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 该地区是雾的多发区 , 其年
际变化呈逐年增多趋势 , 该趋势与地面平均风速呈明显的负相关, 与逐年相对湿度变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明
显 ,每年的11 月至次年1 月是一年中雾出现的集中时段。年平均地面风速、地面温度、风向风速、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对该地区雾的预
报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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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县位于鲁西南地区, 北靠黄河 , 东北临东平湖, 京杭

大运河穿境而过, 境内多湖泊、洼地。县城位于6 座残丘之

间, 盆地效应和充沛的水汽条件使其成为雾的多发区。该县

陆路、水路交通发达, 又是农业大县, 随着高科技农业的快速

发展, 对雾天预报的要求越来越高。笔者利用梁山县1971 ～

2000 年的地面实测资料 , 对梁山雾发生的气候学、天气学特

征进行分析, 以期为该地区雾的准确预报提供依据。

1  雾的时间变化特征

1 .1 雾的年际变化特征  由图1 可知, 梁山雾日数年际变

化非常大, 年平均日数为23 d , 其中2000 年最多( 为50 d) ,

1971 年最少( 仅为7 d) , 最多年份是最少年份的7 倍,30 年极

差为43 d 。20 世纪70 年代平均雾日为15 d( 明显偏少) ,20 世

纪80 年代平均雾日为20 d ,20 世纪90 年代平均雾日为34 d

( 明显偏多) , 可见梁山县雾日自80 年代中期开始呈波动式

上升趋势。

图1 梁山雾日数的逐年变化

由图2 可知,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梁

山均处于相对湿度较低的时期, 之后处于相对湿度较高时

期, 对应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大雾天数偏

少,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大雾天数偏多, 说明雾日数与相

对湿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与王丽萍等[ 1] 的研究结果

一致。

由图3 可知,20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前期, 梁

山年平均地面风速较大( 均高于历年平均地面风速的平均

值)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年平均地面风速较小( 均低于

历年平均地面风速的平均值) , 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地面风

速呈逐年减小的趋势, 这与江滢等[ 2] 的分析结果相符, 对应

20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大雾天数明显偏少,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大雾天数明显偏多 , 说明梁山雾日变化趋势

与当地年平均地面风速变化趋势呈明显负相关。

图2 梁山逐年相对湿度的变化

图3 梁山逐年平均地面风速的变化

可见梁山雾日呈逐年增多趋势,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地面

风速减小, 促使空中微小颗粒增加, 有利于雾的形成和发展 ;

另一方面 ,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梁山一直处于相对湿度较

高的时期, 水汽条件充足也是雾日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1 .2 雾的季节和月变化特征  由图4 可知, 梁山雾的季节

变化十分明显, 主要出现在秋冬两季, 占 69 .2 % , 夏季占

17 .6 % , 春季最少 , 占13 .2 % 。梁山雾日的月变化呈两峰两

谷型, 第1 个峰值出现在11 月至次年1 月, 为大雾频发阶段 ,

占42 .1 % , 另1 个峰值出现在8 月,7 ～9 月为雾的频发阶段 ,

占24 .9 % 。如果把连续雾日看作一个雾过程, 雾过程最长为

8 d , 连续2 d 以上的占18 .1 % , 其中82 % 的连续2 d 以上的雾

过程出现在11 月至次年2 月 , 连续4 d 以上的雾过程全部出

现在11 月至次年1 月。雾持续时间为冬季长夏季短, 最长持

续8 d , 最短持续时间仅为43 min 。

1 .3  雾的日变化特征  梁山雾存在明显的日变化,96 % 的

大雾在20 :00 ～8 :00 生成。69 .9 % 的大雾在6 :00 ～10 :00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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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按每小时计算, 在8 :00 ～9 :00 消散最多, 占17 .8 % ,9 :00

～10 :00 次之, 占14 .3 % 。这表明大多数雾在夜间温度趋于

最低时开始生成, 日出后太阳蒸腾和增温作用对雾的消散起

很大促进作用。

图4 各月多年平均雾日数

2  梁山雾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2 .1  雾与地面温度的关系 地面温度对雾的生成有一定的

影响。由图5 可知 , 梁山地面温度为- 10 ～27 ℃时都会出现

雾, 地面温度在0 ℃左右时雾最易高发( 频率为8 %) , 地面温

度在10 ℃左右时次高发( 频率为4 %) , 地面温度在- 5～5 ℃

之间时最易多发, 大雾频率为41 .2 % , 这与柳崇健等[ 3] 的分

析结果一致。

图5 梁山地面温度与雾发生的关系

2 .2  雾与风的关系  风对雾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适当的风有利于水汽的空中输送, 形成一定厚度的雾。由图

6 可知 , 随着风速的加大, 梁山雾发生的频率逐渐减少。静风

时雾发生的频率最大, 达 32 .7 % , 风速为 0 ～2 m/ s 时占

81 .4 % , 风速大于4 m/ s 时不到2 % 。风向频率不均, 除静风

外, 以 NNW 风最多, 占19 .0 % , 其次是SSE 风 , 占14 .2 % , 风

玫瑰图上存在NNW- SSE 方向的主轴线 ,E 风和W风发生频

率最低 , 不到1 % , 这与张宗灏等[ 4] 的分析结果一致。这表明

梁山雾以外部冷空气入侵水汽凝结为主, 多出现在冷空气过

境前后。

图6 梁山雾与风速的关系

2 .3 雾与相对湿度的关系 相对湿度是反映空气湿度的一

个物理量 , 是形成雾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统计梁山不同相

对湿度下雾发生的频率 , 结果表明, 雾的发生频率与相对湿

度呈指数关系, 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 雾发生的频率增大, 当

相对湿度在90 % 以上时 , 雾极易发生, 频率为82 .2 % 。

3  小结

(1) 梁山雾日平均每年为23 d , 从20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雾日明显偏少 ,80 年代中期以后雾日明显

偏多,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梁山雾日的季节变化明显, 秋冬

季节最多 , 夏季次之, 春季最少;11 月至次年1 月为梁山雾多

发阶段。

(2) 梁山雾的年际变化呈逐年增多趋势 , 与年平均地面

风速逐年减少的趋势呈明显负相关, 与逐年相对湿度的变化

趋势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 3) 地面温度、风向风速、相对湿度对梁山雾的预报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温度为- 5～5 ℃、风速为0～4 m/ s 、相对

湿度大于90 % 时, 雾极易发生。

(4) 梁山雾存在 NNW- SSE 主风向, 表明梁山雾以外部冷

空气入侵水汽凝结为主, 多出现在冷空气过境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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