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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海雾的几个特征
‘

王 彬 华

�山 东 海 洋 学 院 �

从中国近海海雾的分布形式
，

生消过程
、

地区效应和雾体形状等几个方 面 进 行 分

析
，

可以归纳出四个特征
。

一
、

几个海区的海雾分布

海岸区域海雾持续存在的有利风向
，

应为从海区吹向岸边的风
，

但渤海 海 区 雾 季

��一�月 �的盛行风向
，

除营 口和长兴岛分别为��风 ��一��和�及��风 ��一�月 �

外
，

其余各地仍为偏南方向的风 �表��
，

不利于海雾的生成 和持续
。

从中国毗 邻 的四

渤海东
、

南两岸春夏季节最多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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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海 区来说
，
渤海雾区最小

，
雾 日最少

�

南海雾 区虽大于渤海
，

但与其海区面积比
，
实在微

乎其微
�

因此讨论中国近海海雾特征
，
重点放在黄海和东海

，
在这两个海区里的海 雾 面积

相差不多
，

但雾区在其所在海 区所占面积比率却相差很大
。

黄海基木上全海 区有 雾
，

东

海只其西部有雾
，

东部雾少
，
东南部更少

。

纵有
、

也多属锋面雾
。

因此
，

从南海
、

东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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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海
，

整个雾区形状像个逗点符号�
，

�
，
黄海居逗点顶部

，

南海
一

的广东沿海为逗点

的尾部
，

东海正是从顶到尾的逗点过渡区
砚

中国近海雾区出现北部宽南部窄的现象与黑潮支流的活动路径有关
，

其中一支沿南

中国海北部向西流去
，
一支从台湾以东进入东海和黄海

，

盛夏还可以流入渤海
�

沿中国南

海岸向西流的这支支流
，
限制住海雾只可以在其以北的广东沿岸条状海区出现

，

向北的这

支支流
，

在东海范围内作��一��方向
，

追过��
，
�以北海区

，

才转为�及��方向进入

黄海
。

因此
，

单纯从海流分布来看
，

东海雾区应是北部宽南部窄
，

具有逗点符号的中段

形象
‘

同时黄海海雾也应该是东西两岸雾多
，

中部少些
。

况海雾雾 区分 布并不 仅 仅决

定于黑潮支流
，

海水表面 ��、 ��
�

�等温线的活动也有关系
〔 又 ’ 。

�月以前
，

这条等 温 线

限 于 从 海 南岛以南到台湾南部一线的海区活动
� �、 �月逐渐 北移

，

最后进入 东 海
，

但 始 终 作 �� ‘ ��方向
，
正与黑潮支流方向一致 �及至�月

，
�����

‘
� 等温线基本上作

� ‘ �方向
，

而出现于黄海南侧
，
因此黑潮支流与 别 ‘ �犷�等温线两 卜因素

，
对中 国近

海雾区形状有显著的影响
斌

中国近海雾区面积
，

黄海最大
，
东海次之

，

渤海最小
，
如以在各自海区所占雾区面

积比率来说
，

仍以黄海为最大
，

东海次之 �表��
‘

就黄海本区而论
，

海雾分布 也 不 是

表� 中国近海几个海区的海雾面机分布
’

渤渤 海海

海 雾 而 积 ���
�

��
，
���

海雾占本海区面积比率�场� ��

���
，
���

���

���
，
���

弓�

���
，
���

�
�

�

、

�
子、产

均匀的
，
暖的黑潮支流纵穿黄海中部

，

东西两岸分别仲冷的沿岸流自北 向 南 流去
。

因

此
，

黄海两岸的雾多于中部
。

另一方面
，

即使在两岸
，

雾的分布也不完全均匀
，

西岸的

成 山头和东岸的木浦
，

又分别为东西两岸的多雾海区
，

主要由于这两个海区春夏季节有

上升流从深层流向海面
‘ �’ ，

使这儿的海面温度比其周围海区低些 �图��
。

由于海雾大

多生成于冷暖海流交汇区和补偿流的上升区
，

而成山头和木浦海 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

件
，

因此这里的雾在多雾的黄海两岸又居首位
。

同样道理
，

东海西部的舟 山海区亦为一

多雾区
，

这与黄海两岸多雾 区的道理是一样的
，

这 几的沿岸流 �冷流 �
，

虽然不怎 么强

劲
，

但低温区所反应的上升流还是明显的 �图略 �
，

春夏季节
一

也正是黄
、

东海的海雾季

节
，

表面水温很清楚的显示出这三个低温 区�图��
，

同 时 不太多的深层资料
，

也足以

证明这三个海区均有上升流把深层冷海水翻腾上来
，

从而印证了低温 区的存在
，

使得这
‘

三个海区分别成为黄
、

东海的多雾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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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海雾的生消和持续过程

中国海的海雾过程表现在出现季节上
，

南部早于北部
，

持续过程 是 南 部短
，

北部

长
�

同时
，

初雾的时间拖得很长
，

雾的终了却很急突
�

试取大钦岛代表渤悔海峡
�

，

大鹿岛代表黄海北部
，
成山头

、

石岛和千里岩代表黄海

西部
，

仁川和木浦代表黄海东部
，
引水船和大陈代表东海西部的舟山海区

，

平潭和东山

代表台湾海峡
，

摘州和涸洲代表南海中国沿岸的雷州半岛两侧�表��
，

分 别讨论中国

侮域海雾的成长和特续过程
�

表� 中国近海雾日的年变化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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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
、

木浦两地资料为雾频率

���海籍的成长过程

南海主月中旬开始有雾
，

台湾海峡延至�月中旬
，

东海�月始雾
，

黄海又延到 �月中旬

以后
。

很明显
，

南方海域侮雾来得早
，
北方诲域始雾 晚

，

前后相差约�个月
。

同时 中国

近海的始雾期
，

并不像终雾期那样干净利落
。

从每一海区来说
，

始雾期是逐 渐 的
�

例

如
�
同是南海

，

北部湾的雾早于雷州半岛以东海域
�
在 台恋海峡里

，

东山又 比 平 潭早

些
�

东海的大陈早于引水沿 �黄海里的千里岩比北肯海为大兜 冬又 早些
仁’ � �

但雾的终止
，

却不完全这样
，

南海从始雾到最多雾 �即雾日最多月 �历时�
�

，月
，

从最 多 雾到终雾历

时也是�
�

弓月
，

表示海雾的生消都是逐渐的
。

台湾海峡就不同了
，

从始雾到最多雾为��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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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从最多雾到终雾为�
�

�月
，

表示雾消时间比雾生时间要短 促些
。

东海海 域 雾的且三消

时间相 比
，

后者显得又短促些
。

到了黄海
，
�月中旬始雾

，
�月为最多雾 月

，

内汀�
�
亏计�

�

�

月
，
�而从最多雾月到雾终却只有�

。
�月

，

二者时间相 比
，

终雾过程就更短了 �图��
。

如

果把上述几个海域雾的始终 日期和最多雾月标志出来
，

井以其最多雾点的高低泪应地表

示雾 日多少
。

通过雾的始终和最多雾点所得出的三角形 �图��
，

可以看出
�

中 国近海

的海雾
，

不 仅南方早
，

北方晚
，

而且雾的发生很缓慢
，

似乎有从西向东 �南海 �和从南

向北 �东海和黄海 �逐渐开始的现象
。

但雾的终了却极为迅速
，

愈 向北方愈显著
。

其原

因
�

南方 �包括台湾海峡 �雾的终止是由水温 升 高 �超过�����
。

�决定的
，

而北方主

要为初秋冷空气南下造成的
，

黄
、

东海的月际气温差 ��月气温减去�月气温 �为负
，

即

�月以后北方冷空气开始加强
，

至迟在�月中旬以后
，

黄海北部的雾也要结束
。 一

东海 �舟

山海 区 �，月份水温在�����
�

�左右
，

该 区海雾于�月已接近尾声
，

因此
，

的
、

东海雾的

终止期都较急突
�

即海雾达高潮之后
，
很快即告结束

。

南去台湾海峡和广东雷州半岛两

侧
，

雾终并非由于冷空气爆发
，
而是由于水温升高

，

因此
�

是缓慢的
， ‘

仑与雾的发生趋

势是一致的 �表��
�

表现在三角图形上
，

似乎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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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口������，二� ‘ �� 曰�目�‘ �‘ 韶���‘ ，韶��别���‘ 二���， 二�� 二�‘ � ‘ 皿屯 月‘ 口‘ ��

主
� ① 月际气温差为后一个月减去其前相邻一个月的气温差�

“
��

② 阳江
、

北海水温为从该海域水温分布图上估计数 字
，

其 中�� �月

水温均高于��
�

�
“
�

，

资料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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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释的持续过程

由于海雾的开始期是逐渐的缓慢的
，

很难确定其明显始期
，

因而雾的持续时间 �即

雾程 �亦难断定
�

本文所说雾程只就 四个海 区海雾持续时间的相对
一

长短而论
�

总的趋势
�

雾程从南向北逐渐增长
，

关键在于终雾期
，

因南方的雾始于�月半
，

北方 的 雾 始 于�月

半
，

前后相差�个月
。

而雾的终止
，

南方为�月 半
，

北方 延至�月半
，

前后相 差�个 月
。

因此南方雾程最短为�个月
，

北方的黄海便为 �个 月
，

中问的 台湾海峡和东海分别为�个

月和�个半月
，

表现出雾程随纬度增高而逐渐加 沃的明显趋势
。

�

更钵
，

黄海月狂都 〔 包括渤海海峡 �春真两季的雾 ，
似平源于两个系统声、 �月为春季

雾
，
�一名月为夏季雾

，
春季雾为日本海西岸的雾经朝鲜半岛悲靓 �在陆上一度消

二
戈�随

东北气流到黄海北部派新发雇 起
�

来 的
，
而夏季雾却为东海和黄海的雾向北发展延续起

米的
，
因为是两个系统蠢加在一起

， ‘月为春季雾尾声
，

夏季雾又刚册开始
，

因此写月的

雾比
花

其俞�月和其后‘月的雾均少�表续�
�
黄海北岸各地除丹东外

，

都是如此
。

这 种现
象只在黄海北岸

狐
出桑

�

，
西岸氟泳岸都恭曾犀到冠

，��估舒诚百禾诲旗部经朝鲜到达北

黄海的冷湿空气
，

最远可到渤海海峡
，

黄海东西两岸受不到它的影响
，

因此只在北黄海

出现 �月少雾现象
�

表� 黄海北岸春夏季节雾日
�

月变化

地 点 �
��

�
舟 东 �

�
�

�

�，山乙
�

�︸

��
勺�伪�勺乙口山

�
�

�

�
�

�

�
�����︸�口�︸夕习八口

�
�土︼，��

�

�
�

�，�
��一

�
�

�

� �

�口��
�

…
口习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弓

�
�

� �
，

� �
�

�

�
�

� �
�

� �
�

�

�����八�
�工���

���

……
����
�
�曰﹄�，二��

�

…�
�
�

�

��
��
���

��
大鹿岛

，

海洋岛
，

小
一

长山
，

小平岛
，

大钦岛
，

南
一

长山
，

�岛屿�

�岛屿�

�岛屿�

�岛屿�

�岛屿�

�岛屿 �

海台烟威

三
、

沿海岛屿多雾少雨原因探讨

雨和雾虽同属水凝物
，

在海岸附近的岸滨 和岛屿上
，

二者有不 同表现
�

从全国�辛水

日数 ���降水量笋�
�

�毫米 �和年雾 日数分市图
「
�“

，

则见降水 日数在海岸 附 近从内陆向

海上递减
，

同区雾日的分布趋势都恰恰相反
，

而是从内陆向海上递增
，

特别是长江 口 以

�匕海域最清楚
�

从海岸观点来说
，

岛屿多雾
，

但却少雨
�

取沿海若干岛屿与其对应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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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的雨
、

雾 日数比较�表��
，

以岸滨资料减去岛屿资料
，

则雨日较差为正
，

雾 日 较差

为负
。

因系年雾日数
，

有辐射雾在内
，

个别地区 �如杭州 �出现岸滨雾多于岛屿现象
�

如仅以海雾为限
，

基本上都是岛屿雾多于岸滨雾
。

至于沿海岛屿雨量稀少的原因
，

过去

有人作过分析
〔 � � ，

这里对应于雾 日
，

取雨 日未取雨量
，

仍以岸滨多于岛 屿
，

其主要原

因应归于热季下垫面的热效应
。

从中国岸滨与其相对应的岛屿极端最高气温和雷暴 日数

�表��中可见
�
除南海香港与东沙岛极端气温相同和上海与花鸟山雷暴 日数出现小的负

值 �一�
�

��外
，

沿海所有地区的极端最 高气温 和雷暴 日数
，

都是岸滨超过岛屿
，

二者

差值为正
。

这种现象在内陆水库和湖泊区域都有表现
。

因此
，

在海洋影响下
，
岛屿雨 日

数少于其相邻岸滨雨 日数是可以理解的
。

表�
、

中国沿海全年雨
、

雾日数分布

地 点

丹 东 �岸 �

大鹿岛 �岛 �

庄 河 �岸 �

小长 山�岛 �

旅 顺 �岸 �

大钦岛 �岛 �

青 岛 �岸 �

千里岩 �岛 �

连云港 �岸 �

东连岛 �岛 �

上 海 �岸 �

花鸟山 �岛 �

杭 州 �岸 �

定 海 �岛 �

三 河 �岸 �

台 山 �岛 �

北 海 �岸 �

涸洲岛 �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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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沿海 �岸滨与岛屿 �极端最高气温和雷暴 日数分布

地地 项 目目

…
·

一
。
�’’较差 � “

� ���雷暴 口数数 较 差差

点点点点点点点

黄黄黄 月
，

东�岸��� ��
�

������ 十 �
�

��� ��
�

��� 十 ��
�

���

宁宁订订 大鹿岛�岛��� ��
�

�������� ��
�

�����

庄庄庄 河�岸��� �弓
，

������ ��
�

��� ��
�

��� 十 ��
�

���

小小小长 山�岛��� ��
�

�������� �
�

�����

东东东 上 海 �岸��� ��
�

������ 十 �
�

��� ��
�

��� 一�
�

���

海海海 花鸟山�岛��� ��
�

�������� ��
�

�����

““ 二、、

福 州�岸��� ��
一

������ 十�
�

��� ��
�

��� ���
�

���
口口口 平 潭�岛��� ��

�

�������� ��
�

�����
湾湾湾湾湾湾湾湾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峡峡峡峡峡峡峡峡

南南南 香 港�岸��� ��
�

������ ��� ��
�

��� ���
�

���

海海海 东沙岛�岛��� ��
�

��弓
�

�
�

������ �
�

�����

注
�

极端最高气温右边括号内数字为其出现月份

海面对于岛屿热效应
，

表现在海雾生消作用上
，

恰与降水相反
，

正因为岛屿热效应

不剧烈
，

对流作用不像岸滨那样强
，

在 同样温湿条件下
，

形成海雾的机会便增多
，

而 已

生成的雾也不易消失
。

因此
、

海面对于岛屿的热效应
，

为岛屿多雾的一个原因
。

另外
、

对
�

海面说
，

岛屿像座 山丘
，

潮湿空气从海面流向岛屿
，

有上升冷却作用
，

增加雾的生成

效应
，

成为岛屿多雾的另一个原因
。

因而岛屿 的雾比其相邻的岸滨为多
，

前表所列中国

沿海岛屿多雾现象足资证明
。

其中虽杭州定 海 一组
，

岸滨 �杭州 �的雾多于岛屿 �定

海 �
，

实质上是由杭州秋冬辐封雾多造成的
，

真 正 海雾季节
，

仍以定海为多 �表��
，

不过定海面积很大
，
岛屿特征不大明显

，
即使在 雾 季

，

雾 日也未见有显著增多现象
。

表� 杭州湾海雾季节雾 日比较

尸
� �

儿 …
一

� ‘ � � � …总 计

、��、，产杭州 �岸滨

定海 �岛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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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岸滨与其相邻岛屿雨 日
、

雾 日和雷暴日数的差异
，

从沿海气象要素分布 �图��

可以看出
�

雨 日和雷暴口数均从内陆向海上递减
，

而雾 卜�却从内陆向海上递增
，

长江 口

以北雾 日分布趋势比较清楚
。

，欢日盈‘确里，。�趁宋， 了
一

雷�日咬

，��”

一

协厂

了︺了、

、

户

�
一

片于
’ 一

下

图 � ，
�
，国沿海降水

、

雷暴和雾口分布

注 图中曲线为等值线

四
、

雾状及其与低云的关系

海雾为 平流雾
，

雾时风力约�� �级
，

甚至�级
，

空气于平流中带有涡动
，

即使 在 雾

区内
，

浓度 也不一致�������
，

甚至出现局部雾消现象
，
故海雾不像大片层云 成幕 状的均匀

分布
，

而是像层积云那样
，

幕状之中
，

带有个体
，

同时海雾总是在 一定方向的清劲风推

动下产生和移行的
，

雾的前沿很清楚
，

前进过程中
，

像一道道堤坝在海上推移
。

另外
，

海面水温的不均匀分布
，

再加上小范围的海流和潮流作用
，

可以使堤坝式雾

区具有波动形式
。

影响突出的
、

便断裂成一块块个体形状的雾
，

像碎积云似的
。

因此海

雾形状 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利
��

��� 边缘不整齐的块状个体－如同碎积云
。

��� 具有波状的条形堤坝－为同波状层积云
。

��� 浓 淡不均的大片雾区－如同透光或蔽 光层积云
。

海雾季节海岸附近的内陆地 区
，

低云颇 多
，

其
，
�
，
仃川当

一

部 介来�」海雾的拾升演变

而成
，

使得这些地区的云雾之间
，

具有 比较密切 的内了眨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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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海雾的卫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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