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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大雾天气形势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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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徐闻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地面观测资料和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对
琼州海峡发生大雾的气候变化特征、气象要素特征以及成雾的常见天气形势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１）琼州海峡年均大雾日数为１６．６ｄ，雾日数年际变化总体呈减少趋势。冬季琼州海峡大雾
出现频率最高，占全年的５１．８％，夏季最少，占７．８％。２月琼州海峡大雾日数最多，平均大雾日数为
４．２ｄ，占全年的２５．３％；７月的平均大雾日数最少，仅为０．３ｄ。琼州海峡大雾主要出现在 ０４—０８
时，占全天的４２．７％，峰值出现在０６时，谷值在１３时。（２）琼州海峡出现大雾的理想气象条件为，
地面盛行偏东风（东东北—东东南风），风速集中在［１．０，５．０）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６，２２）℃；温度露
点差ｔ－ｔｄ≤２．０℃；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５．０，１０１７．５］ｈＰａ；相对湿度大于９０％。（３）琼州海峡出现大雾
的环流形势可分为低压前型、高压入海型、静止锋型、冷锋前型和均压场型５类，各个分型占所有大
雾天气过程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８％、１３．５％、２１．６％、２４．３％、２９．８％，其中低压前型和高压入海型主要产
生平流雾，静止锋型多出现混合雾，冷锋前型产生锋面雾，均压场型主要产生辐射雾；所分５种天气
形势类型及其产生的大雾类型可为实际业务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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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雾是由于近地面气层中的水汽凝结成微小

水滴，导致大气水平能见度低于 １ｋｍ的天气现
象，当这种现象出现在海上或海滨地区时，便被称

为海雾［１］。海雾会对海洋渔业生产、海洋交通运

输和船舶进出港口等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

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属于海上及沿海

地区的重要气象灾害之一，因此，加强对海雾的研

究与分析，提升海雾监测预警预报能力，不仅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２］。

近年来，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黄渤海海雾［３－５］、东

海海 雾［６－８］、台 湾 海 峡 海 雾［９－１１］以 及 南 海 海

雾［１２－１３］等进行了广泛研究，涉及海雾发生的天气

背景、边界层特征及生消机制等方面，并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很多学者针对华南沿海海雾的天气气

候学特征开展研究［１４－２１］，在微物理特征、边界层结

构特征、天气分型、年际和年代际尺度变化方面获

得很多新见解，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张

苏平等［２２］发现中国沿岸地区的年均雾日数呈自北

向南递减趋势，华南地区的海雾相对北方较少。

夏天竹［２３］指出位于华南地区的琼州海峡海雾日数

明显多于其他临近沿岸地区海雾。因此，进一步

加强琼州海峡的海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琼州海峡地处广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是中

国大陆与海南岛之间客货运输的关键通道，同时也是

重要的国际航线，在日常业务实践中，琼州海峡的海

雾多在冬春两季出现，尤其是在春节交通高峰期，海

雾导致的停航和停运，极易引发港口周边交通瘫痪。

例如，２０１８年２月春节期间，琼州海峡发生持续十几
天的大雾天气，其中２月１８—２０日受影响最为严重，
导致海峡两岸共停航４１次，累计停航时间超过２５ｈ，
滞留车辆上万辆，滞留旅客超过１０万人，这一事件已
上升为公共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４－２５］。

徐闻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处于琼州海峡北岸，徐闻

站是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长期以来，徐

闻站的地面观测数据被广东各级业务部门用于近似

反映琼州海峡的气象要素特征，不断在监测预警预报

业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文中基于徐闻站的常规地面

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对应时间、全球范围的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的１°×１°ＦＮＬ再分析资料，结合近十年琼州海
峡停复航记录，对琼州海峡雾的气象要素特征和常见

的成雾天气形势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琼州海峡雾

的天气气候特征，为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在雾的等级划分方面，依据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２７９６４—２０１１《雾的预报等级》［２６］和能见度观测数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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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雾分为轻雾、大雾、浓雾、强浓雾和特强浓雾５个等
级。其中，能见度小于５０ｍ为特强浓雾，能见度在
［５０，２００）ｍ为强浓雾，能见度在［２００，５００）ｍ为浓
雾，能见度在［５００，１０００）ｍ为大雾，能见度在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ｍ为轻雾。需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所
统计的大雾指能见度范围在［０，１０００）ｍ的雾。

本研究的大雾日数统计严格遵循观测规范，以

观测记录为依据。具体而言，若在 ２０：００—次日
２０：００（北京时，下同）期间出现大雾，不论其持续时
间，均统计为１个雾日。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徐闻国
家级气象观测站（站号 ５９７５４）的地面气象观测数
据，分析琼州海峡大雾在过去３４年的年际变化、季
节变化以及日变化特征。此外，还对出现大雾时的

气压、风向、风速、相对湿度、气温和温度露点差

（ｔ－ｔｄ）等气象要素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现大雾时
的典型气象要素特征。同时，基于近十年琼州海峡

停复航记录，结合相应时间、全球范围、网格分辨率

为１°×１°的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ＦＮＬ再分析资料，对琼州
海峡出现大雾时的常见天气形势进行分类和归纳。

２　雾日气候统计特征

２．１　年际变化
由图１可见，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琼州海峡共记录

到５５４个雾日，年均大雾日数为 １６．６ｄ。虽然整体
呈现大雾日数减少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显著

（倾向率仅为０．２７ｄ／ａ，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琼
州海峡大雾日数年际波动较大，其中：大雾日数最多

的年份是１９９５年，共出现５４ｄ，是３４年平均大雾日
数的３．３倍；而大雾日数最少的年份是 ２００２年，仅
有４ｄ，不足年平均大雾日数的１／４。
２．２　季节变化

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琼州海峡各季节平均大雾
日数（图２）发现，冬季大雾出现频率最高，其大雾日
数占全年大雾日数的 ５１．８％；春季次之，占比为
２７．７％；相比之下，秋季和夏季的大雾日数较少，分
别仅占１２．７％和 ７．８％。由各月平均大雾日数（表
１）可看出，２月琼州海峡大雾日数最多，平均大雾日
数为４．２ｄ，占全年大雾日数的２５．３％；其次为１月
和３月，平均大雾日数均为３．０ｄ，各占１８．１％；７月
的平均大雾日数最少，仅为０．３ｄ。在单月大雾日数
最多的记录中，２０２１年２月出现１２ｄ，为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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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琼州海峡大雾日数年际变化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ｎｓｅｆ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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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琼州海峡４个季节大雾日数分布百分比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ｎｓｅｆｏｇｄ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４
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ｔｒａｉｔ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３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３年琼州海峡各月平均大雾日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ｎｓｅｆｏｇｄａｙｓ

　　ｉｎｔｈｅ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ｔｒａｉｔ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３　　　单位：ｄ
月份 大雾日数

１ ３．０
２ ４．２
３ ３．０
４ １．０
５ ０．６
６ ０．４

月份 大雾日数

７ ０．３
８ ０．６
９ ０．４
１０ ０．８
１１ ０．９
１２ １．４

２．３　日变化
琼州海峡１ｄ中均可观测到雾，表现为单峰型

的日变化特征（图３），大雾从０１时开始出现的频次
比例明显增大，到 ０６时达到峰值，０７时次之，大雾
主要集中出现在０４—０８时，这５ｈ出现大雾的频次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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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天的４２．７％；１０时开始大雾出现的频次比例迅
速减少，１３时出现频次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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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琼州海峡大雾日变化特征
Ｆｉｇ．３　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ｎｓｅｆｏｇ

ｉｎｔｈｅ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ｔｒａｉｔ

３　成雾时的气象要素分析

琼州海峡大雾的生成与多种气象要素密切相

关，包括风向、风速、气温、气压以及相对湿度等。通

过对徐闻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逐小时历史数据的统计

分析，计算各气象要素在出现大雾时的频率及其占

比（表２），进而归纳出琼州海峡出现大雾时的典型
气象要素特征指标。

３．１　风向风速
雾的形成与维持需要合适的风向和风速条件。

通过对出现大雾时的逐小时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向和风
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琼州海峡出现大雾时，偏

东风（东东北—东东南风）占１６方位风向的７５．３％。
统计还显示，各风向的平均风速均小于５．５ｍ·ｓ－１。
进一步分析琼州海峡出现大雾时的极大风速频数比

例，发现风速小于或等于７．０ｍ·ｓ－１的情况占９８．０％，
其中静风、［０．１，１．０）ｍ·ｓ－１、［１．０，３．０）ｍ·ｓ－１、［３．０，
５．０）ｍ·ｓ－１、［５．０，７．０］ｍ·ｓ－１的风出现频数比例分别
为１．３％、３．２％、４７．４％、３０．５％和１５．６％。风速在
［１．０，５．０）ｍ·ｓ－１范围内的出现频数比例最大，达
７７．９％。这一区间风速既能促进冷却作用在适当气
层内的扩散，又不会破坏下层空气的冷却和水汽的

积累，从而有利于大雾的形成［２７］。在此次统计中，

风速超过７．０ｍ·ｓ－１的频数比例约为２．０％，而静风的
频数比例约为１．３％。这表明，风速过大时，湍流增
强，会阻碍近地面层的冷却，不利于大雾的形成；而

静风时，湍流不足，成雾厚度较薄，同样不利于大雾

的形成［２８］。

３．２　气温
通过对气温与大雾出现频数关系的分析，发现

琼州海峡大雾出现时的气温集中在［１６，２２）℃，这
一温度区间内的大雾频数占总频数的８７．７％。当气
温小于１４℃或大于２２℃时，大雾发生的频数显著
减少。此外，气温小于１２℃或大于２６℃时，大雾的
出现频数合计仅为 １．４％，表明当气温小于１２℃或
大于２６℃时，琼州海峡大雾较为罕见。
３．３　气压

琼州海峡出现大雾时的气压通常处于［１００５．０，
１０１７．５］ｈＰａ，这一气压范围内的大雾频数占比高达
９８．２％。相比之下，当气压低于 １００５．０ｈＰａ或高于
１０１７．５ｈＰａ时，出现大雾的频率极低。这可能是当
气压过高时，通常由于琼州海峡地表面受到强大的

冷高压控制，此时强冷空气过境时风力较大，不利于

大雾的形成，另外，当气压过高时，琼州海峡一般受

地面冷高压控制，强冷空气引起大气下沉并向外扩

散，导致近地面湿度降低，不利于雾的形成；而当气

压过低时，天气形势多表现为受暖低压影响，同样不

利于大雾的生成，这与国内有关城市的研究结

论［２９－３０］一致。

３．４　温度露点差和相对湿度
分析温度露点差（ｔ－ｔｄ）与大雾出现频数的关系，

结果显示，大雾出现时，ｔ－ｔｄ≤２．０℃的频次比例达到
９６．８％，其中ｔ－ｔｄ≤１．０℃的频次比例达到８１．８％。而
ｔ－ｔｄ＞２．０℃的情况仅占３．２％。由此可见，琼州海峡出现
大雾通常在ｔ－ｔｄ≤２．０℃的条件下。

通过对相对湿度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当出现

大雾时，相对湿度通常超过 ９０％，占大雾日数的
９５．９％。其中，相对湿度为［９６％，１００％］的雾日最
为常见，占大雾日数的５５．９％。南海北部有大量海
洋暖水面蒸发的水汽不断向空气中扩散凝结，近地

面的空气中湿度较大。由表１统计发现，接近８０％
的大雾出现在冬春季，冬春季陆地相对海洋而言为

较冷的下垫面，当饱和的暖湿空气随偏东风（东东

北—东东南风）吹向琼州海峡附近时，遇到较冷的

陆地表面，容易在琼州海峡形成大雾。

３．５　成雾时气象要素特征汇总
综合以上分析，琼州海峡大雾形成的理想气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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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如下：地面盛行偏东风（东东北—东东南风），

风速集中在［１．０，５．０）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６，２２）℃；
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５．０，１０１７．５］ｈＰａ；通常情况下，
ｔ－ｔｄ≤２．０℃；相对湿度则普遍大于９０％。

表２　琼州海峡成雾时不同区间气象要素出现频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ｏｇ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ｔｒａｉｔ

不同区间气象要素出现频率

风速／（ｍ·ｓ－１） 频率／％ 气温／℃ 频率／％ 温度露点差／℃ 频率／％ 气压／ｈＰａ 频率／％ 相对湿度／％ 频率／％
［０，１．０） ４．５ ＜１２ ０．９ ０ ４．５ ＜１００５．０ ０．９ ＜９０ ４．１
［１．０，３．０） ４７．４ ［１２，１６） ６．４ ［０．１，０．５） ４５．９ ［１００５．０，１０１０．０） ３８．２ ［９０，９３） ７．３
［３．０，５．０） ３０．５ ［１６，２２） ８７．７ ［０．５，１．０） ３１．４ ［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５．０） ４５．９ ［９３，９６） ３２．７
［５．０，７．０］ １５．６ ［２２，２６） ４．５ ［１．０，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１５．０，１０１７．５］ １４．１ ［９６，９９） ４４．５
＞７．０ ２．０ ＞２６ ０．５ ＞２．０ ３．２ ＞１０１７．５ ０．９ ［９９，１００］ １１．４

４　天气系统

以地面气压场为主、５００ｈＰａ和８５０ｈＰａ环流形
势为辅，普查徐闻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地面观测资料，

同时结合近十年的海事停复航记录，将琼州海峡出

现大雾时的天气形势分为低压前型、高压入海型、静

止锋型、冷锋前型和均压场型５类，并将这５类天气
环流形势所对应个例日期的 ＦＮＬ资料进行合成分
析，从而得出各天气系统型的普遍特征，同时对５类
天气形势下出现大雾时的气象要素特征进行分析

（图４、５），旨在为实际业务工作提供参考。

４．１　低压前型
低压前型占所有大雾过程的１０．８％，其天气形势

配置是，５００ｈＰａ（图４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东偏
弱，其西侧脊线位于１５°Ｎ，江南和华南地区主要受西
南气流影响，云贵川渝一带有高空槽维持。槽前的上

升气流使８５０ｈＰａ云贵川渝一带形成西南涡并发展
加强，华南地区受西南涡前侧的西南低空急流控制。

地面图上云贵川渝一带有低压形成（图５ａ），其中琼
州海峡到南海北部位于地面低压前部的偏南—东南

风场中，不断引导海上暖湿气流至较冷下垫面的琼州

海峡，从而形成平流雾。低压前型大雾出现时气象要

素特征是：地面盛行东—东东南风，风速集中在［１．０，
３．５）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４，２１）℃；通常ｔ－ｔｄ≤２．０℃；
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５．０，１０１２．５）ｈＰａ；相对湿度大
于９０％。

４．２　高压入海型
高压入海型占所有大雾过程的 １３．５％，其天气

形势配置是，５００ｈＰａ（图 ４ｂ）东北和华北地区受较
强的西北风影响，川渝贵地区和华中地区多高原小

槽东移影响，华南地区处于西南气流中，南支槽位于

孟加拉湾，副热带高压偏弱，其中心位于中太平洋

上。８５０ｈＰａ（图 ４ｂ）东海上空有反气旋环流维持，
此时华中、江南和华南地区位于其西侧的西南风场

中。地面上（图５ｂ），冷高压从华东一带向东移动进
入东海，琼州海峡地面处于其底部，此时入海的冷高

压中心强度减弱，其内部的干冷空气经过暖海区逐渐

变性为暖湿气团，而冷高压底部位于南海北部，气压

梯度小，地面吹偏东风，引导变性暖湿气团输送到下

垫面较冷的琼州海峡两侧陆地，冷却达到饱和，从而

在琼州海峡形成平流雾。高压入海型大雾出现时的

气象要素特征是：地面盛行东东北—东东南风，风速

集中在［１．０，４．５）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３，２０）℃；通常

ｔ－ｔｄ≤１．０℃；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７．５，１０１７．５）ｈＰａ；相对
湿度大于９８％。
４．３　静止锋型

静止锋型占所有大雾过程的 ２１．６％，其环流形

势配置是，５００ｈＰａ（图 ４ｃ）东北和华北地区受一致
强劲的西北风影响，长江中下游主要受强劲西风气

流影响，川渝贵地区有短波槽影响，而南支槽并不明

显，华南地区处于西南气流影响之下，此时副热带高

压呈扁平状，其西脊点位于菲律宾上空，脊线约在

１５°Ｎ。８５０ｈＰａ（图４ｃ）东北到朝鲜半岛有较强西北
风控制，华北到华中地区北部以及华南的东部各有

弱反气旋影响，导致长江中游存在弱切变线维持，而

地处在华南中西部的广西到琼州海峡一带存在暖切

变线来回摆动。地面上（图５ｃ），冷空气势力主要影
响华北和华中地区，到华南地区强度明显减弱，并出

现静止锋，其位置与 ８５０ｈＰａ暖切变线一样来回摆
动，大雾主要出现在静止锋前，并随静止锋的维持而

维持，因此以混合雾为主，通常持续的时间较长。静

止锋型大雾出现时的气象要素特征是：地面盛行

６４



第３期 张新新等：琼州海峡大雾天气形势特征分析

东—东东北风，风速集中在［０．５，３．５）ｍ·ｓ－１；气温处
于［１８，２２）℃；通常 ｔ－ｔｄ≤１．０℃；本站气压为
［１００７．５，１０１７．５）ｈＰａ；相对湿度大于９８％。
４．４　冷锋前型

冷锋前型占所有大雾过程的２４．３％，其环流形势
是，５００ｈＰａ（图４ｄ）东亚大槽位于东北到华北地区，有
利于引导地面西伯利亚冷高压南下，南方则主要受西

南气流影响。８５０ｈＰａ（图４ｄ）华北和东北地区为西
北风，华中到江南地区南部转为东北风，与华南北部

西南风对峙形成切变线，此时琼州海峡受其后侧的西

南风影响。地面上（图５ｄ），强大冷高压主体自蒙古
南下，地面冷锋从华南北部不断向南侵袭，逐渐与琼

州海峡的暖湿气流交汇维持，形成锋面雾，待冷锋彻

底控制并南压至南海，能见度转好。冷锋前型大雾出

现时气象要素特征是：地面盛行东东北—东东南风，

风速集中在［１．０，５．０）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８，２４）℃；通
常ｔ－ｔｄ≤２．０℃；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２．５，１００７．５）ｈＰａ；相
对湿度大于９７％。

４．５　均压场型
均压场型占所有大雾过程的２９．８％，其环流形势

一般在５００ｈＰａ（图４ｅ），华北到东北地区呈多波动形
势，而副热带高压较强，５８８０ｇｐｍ等值线可加强至中
南半岛，南支槽位于孟加拉湾，西南和华南地区受较

强的西南气流影响。８５０ｈＰａ（图４ｅ）东北地区为较强
的西北风，华北到华中一带受较弱反气旋环流影响，

江南和华南地区为弱西南风。地面上（图５ｅ），西伯
利亚高压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弱，西南、江南和华南

地区乃至南海北部洋面等区域均处于均压场形势

中，气压梯度小，但近地层湿度大，天气晴朗，大气层

结稳定，在夜间风速较小或静风条件下，有利于出现

晴空辐射降温，容易在夜间到早晨形成辐射雾，白天

太阳出现后即消散。均压场型大雾出现时的气象要

素特征是：地面盛行东北—东南风，风速集中在

［０．５，３．０）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６，２１）℃；一般情况
下，ｔ－ｔｄ≤２．０℃；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７．５，１０１５．０）ｈＰａ；
相对湿度大于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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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种天气系统型下海平面气压场和风场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５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　结论与讨论

（１）气候特征。琼州海峡年均大雾日数为
１６．６ｄ，大雾日数年际变化呈减少趋势，但并不显
著，且年际变化波动较大，其中大雾日数最多的年份

是１９９５年（５４ｄ），而最少的年份是２００２年，仅有４ｄ。
冬季琼州海峡出现大雾频率最高，其大雾日数占全

年大雾日数的５１．８％；春季次之，占比为２７．７％；秋季
和夏季的大雾日数较少，分别仅占１２．７％和７．８％。
在各月中，２月琼州海峡大雾日数最多，平均大雾日
数为４．２ｄ，占全年大雾日数的２５．３％；其次为１月和
３月，平均大雾日数均为３．０ｄ，各占１８．１％；而７月的
平均大雾日数最少，仅为０．３ｄ。琼州海峡大雾主要
集中出现在０４—０８时，这５ｈ出现雾的频次占全天
的４２．７％，峰值出现在 ０６时，其次是 ０７时，谷值在
１３时。

（２）气象条件。琼州海峡大雾形成的理想气象
条件为：地面盛行偏东风（东东北—东东南风），风

速集中在［１．０，５．０）ｍ·ｓ－１；气温处于［１６，２２）℃的
范围；本站气压为［１００５．０，１０１７．５］ｈＰａ；通常情况
下，ｔ－ｔｄ≤２．０℃；相对湿度则普遍高于９０％。

（３）天气分型。琼州海峡出现大雾时的天气形
势大致可分为低压前型、高压入海型、静止锋型、冷

锋前型和均压场型等５类，各个分型占所有大雾天
气过程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８％、１３．５％、２１．６％、２４．３％、

２９．８％，其中低压前型和高压入海型主要产生平流
雾，静止锋型多出现混合雾，冷锋前型产生锋面雾，

均压场型主要产生辐射雾。所分５种天气形势类型
及其产生的大雾类型为实际业务提供了较大参考

价值。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琼州海峡大雾具有显著的季

节性和日变化特征，尤其在冬春季节的凌晨到早晨大

雾出现的频率较高，这可为琼州海峡航运管理部门制

定季节性大雾航运管制措施（如限速、强制引航）提供

依据。对琼州海峡大雾形成的气象条件统计和对大

雾天气环流形势所进行的合成分析，不仅可用于开发

基于实时监测的大雾短临预警模型，还可通过读取未

来几天数值模式预报数据识别天气形势，提前发布琼

州海峡大雾概率预警和预报产品，辅助琼州海峡航运

管理部门调度和管制工作。此研究的统计结果是基

于３４年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时间跨度相对有限，可
能无法完全反映琼州海峡大雾的长期气候变率。此

外，大雾发生时的气象要素统计主要基于温度、湿度、

风向、风速等常规观测，未来还需研究琼州海峡海面

温度梯度、气溶胶浓度等潜在影响因素。同时，文中

侧重于统计分析，未来有必要结合数值模式验证琼州

海峡大雾形成的物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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