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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城 市 对 雾 的 影 响
’

周 淑 贞 郑 景 春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

城市气候效应十分显著〔’〕 。

木文应用上海气象台 (位于市区龙华)

气象资料
”
和上海十个郊县气象资料

, ’,

来分析上海城市对雾的影响
。

.

上海城市对雾的生消影响

上海是我国沿诲多雾城市之一
。

我们曾根据上海近 2 4 a (1 9 56一197 9) 中出现的 990 次雾 作了普

爽
,

按照成雾的物理机制不同
,

可以把上海的雾分成
:

辐射雾
、

锋面雾
、

平流雾和平流辐射雾四类
。

其中

以辐射雾为最多
,

约占总雾日数的 44
.

8 %
。

形成各类雾的天气形势和有关气象要素的变化虽各不相同
,

但其墓本的成雾条件是
:
风速小

,

空气层结稳定 (常有逆温 )
,

相对湿度大
,

有丰富的凝结核〔, 一 3 】。

要探讨

上海城市对雾的生消影响
,

就必须从城市对上述成雾的四个条件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研究
。

上海城市人 口高度集中
,

城区人 口密度高达 4 3 1 1 5 人 /k m
, ,

相当于郊区的 47 倍强〔‘〕,

居民炉灶
、

工

厂和市区汽车等排放至大气中的污染物远远超过郊区
。

这些污染物大多数是善于吸水的凝结核
。

城区

的建筑物密度大 (> 56 % )
,

房屋鳞次栉比
,

参次不齐
,

下垫面粗糙度大于郊区
。

因此城区内的平均风速

小于郊区〔, 〕。 从凝结核多
、

风速小
,

这两个条件看来
,

上海城区是有利于雾的生成的
。

但是
,

上海城区下垫面为人工铺砌的路面
、

建筑物等
,

它们所占有的不透水面积在 80 % 以上
,

绿化面

积小
,

每人平均仅 。
.

4“ m
, 〔们

。

因此
,

城市中蒸散量远远小于郊区
。

有干岛效应〔, 一 , 〕。 再加上上海有明

显的热岛效应
,

特别是在有利于辐射雾生成的无凤及无云的天气下
,

热岛强度最大 仁, 一 “, 。 这就使得上海

城市的相对湿度比郊区更显得相形见拙
。

又由于城市热岛 的存在
,

使低空的大气稳定度减弱
,

湍流加

强
。

这几个因子综合起来
,

城市就不利于雾的生成
。

为了从观测实践中来分析上海城市对雾的生消影响
,

我们普查了最近十年 (19 71 一 1 980 )上海台 (龙

华) 与郊县气象站的雾的记录
。

分析上海台有雾而同时问郊区无雾以及郊区有雾而同时间内上海台无

雾的两种不同情况的众多实例
。

发现上海城市有利于雾生的主要因子是大气污染
,

凝结核多
,

而有利于

雾消的突出因子则是城市热岛效应
。

从表 1
:

丁以着出
:

当上海城市热岛不显著时 (么t: 一川很小)
,

龙华台

的相对湿度虽然比附近的嘉定
、

上海县和南汇三站都低
,

但仍然出现雾
,

而其它郊县站却无雾(见表 3 序

号 l
,

幻
。

相反
,

当上海城市热岛较强时
,

尽芒龙华的相对湿度并不过低
,

但仍出现郊县站均有雾而龙华

无雾(见表 3 序号 3
,

4) 的实况
。

我们统计了
:

(一) 最近十年龙华有雾而同时间内熹定
、

上海县和南汇等 3 个郊县站无雾 (甲)
,

以及

龙华无雾而同时间内嘉定等三站有雾 (乙 )的实例数
,

(二 ) 最近十年内龙华有雾而郊区站 (8 一10 个站)

均无雾(丙 )以及龙华无雾而郊区站均有雾(丁 )的实例数
,

妻以占果如表 2 所示
。

嘉定
、

上海县和南汇三站

因风向关系受城市影响
,

其污染系数甚大
〔‘刁。

龙华与这三 个站相比
,

城市雾消的影响远大于雾生的影响

(表 2 中(乙)的总数比(甲)多 22 口)
。

但如写仑地区相比
,

城市雾生的影响尚略大于雾消 (表 2 中 (丙 )

的总数比(丁)多 5 日)
。

本文于 19 8 6 年 2 月 峨 日收到
,
1 9 8 6 年 6 j] 1 3 日I玫到修改稿

。

z ) 上海气象资料(1 9 5 1一 29 5 0 )
,

上海市气象局
,

29 5 1 年 6 J] J扳;

幻 上派郊县 10 个站气象资料
,

均系土海市气象局 10 8 1 年 12 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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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不同现象的实况举例
.

龙
.

】*
二
}
、
公

。
. ’

{
一

蕊苔勤扩
l 月

,

勺 } 」i
一

夕J 曰 { 了口斗 2 、

_
口丰 Z 入 、

一

—
}

—
}

_
l
‘“” 、 、 ; J 、

/J
,

气 象 要 李 才匕

1111 111 IVVV

上上海县县 南 汇汇

9 4 9 6 9 9

19 79 1 3 1 7 : 3 0一 08 : 1 9 7
.

0 了
.

1 7
.

4 0
.

7

上海台有雾
而同时郊县
无雾

相对湿度(% )

气 温 (
”

C )

凤 向/风 违

相对湿度 (,石)

气 温 (
“

C )

风 向/风速

C W S W / l

19 7 9 2 8 0 7 : 4 0一 08 : 3弓

8 3

一 0
.

8

W N W / 2

8 9

一 0
.

5

N W / 2

9 1

一 1
.

0

C

9 0

一 1
。

O

N W / 1

0
.

2

嘉定雾时 *

厅‘11CO J口. 了z

4N
郊县有雾而
同时 上海台
无雾

19 7 9 2 8 一 0 8 二刁5

相对湿度(% )

气 温(
。

C )

风向 / 风速

87

6
.

5 2
.

2

N N E / 2

9 6

3 1

N / 4

9 8

4
.

3

N N W / 1

9 1

.
19 8 0 1 1 1 3 一 es : 45 毛 温(

“

e ) 1 5
.

0

工

;{:
l ,

{:
1 4 9

: 4
.

0

风向 / 风速 E N E 八IN N E / 2 .N N E / 2 1N N E / 2

郊区站夜问不记雾生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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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四种不同情况的实例统计 (1 9 7 1一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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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对雾的时空分布的影响

. 根据上海台近 30 a 雾日的统计资料看来
,

其逐个十年年平均雾 日数有渐次递减的现象
。

与此同时
,

郊县十个站中有六个站是近十年比前十年雾 日数增多的
,

只有四个站近十年的雾日数是比前十年减少
,

但其减少值均比龙华小得多 ( 见表 3 )
。

由此可见
,

从区域气候条件来讲
,

并没有使上海地区雾日数普遍

减少的现象
。

龙华雾 日数的递减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

城市的热岛强度 ( A t) 和千岛强度 (么刀
H
)

都同时增强 ( 见表 4)
,

城市对雾消的影响愈来愈大的缘故
。

表 3 上海台与郊县各站近数十年雾日数的变化
*

伽一51.535.316.2款一51.651.0�阔一川洲
.

一一一
.

表中数字与文献〔2 〕中的数字有出人
。

因文献巨2 〕系根据上海市气象局 1 9 7 2 年出版的
“

上海气候资料 (地

面部分 )
”

P
,

钊
.

所列的
“

各月雾 日数
”

转录
。

此处系根据上海市 气象局 1 9 8 1 年出版的十个郊县气象资料统计而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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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雾日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由表 5 可见各台站皆以仲秋至初冬的雾 日数最多
。

春季其次
,

盛夏最少
。

这是区域气候因子所决定的
。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城市大气污染浓度
、

热岛和千岛强度的季

节变化对龙华雾 日的季变有明显的影响
。

1 0
,

n 两月城市热
.

岛强度最大
〔. 〕,

龙华的雾 日数比其近郊嘉定

和上海县都少
。

1 月份上海的大气污染浓度最高” ,

热岛强度相对于仲秋时稍弱
,

因此 1 月龙华的雾 日

数居全地区的首位
。

盛夏 7
,
8 月上海城市大气污染浓度最低

,

坡乡之间相对湿度值最大
,

城区的热力端

流和机械湍流都比郊区强
,

因此这时龙华的雾 日数低于全地区的平均值
,

近于末位
。

由于城市这些有利

于雾生或雾消的因子的影响
,

导致龙华一年中雾 日数的振幅 (12 月的 5
.

6 日与 8 月的 0
.

7 日的差f改4
.

9

日)特别大
。

上海雾日的地区分布受城市的影响十分显著
。

从全年平均雾 日分布图看出
,

上海城区年 平均雾日

数在 40 d 以上
,

位于全区第 I多雾区范围之内 (另一多雾区 11 系受杭州湾影响 )
,

这显然与 城区凝结核

丰富
、

风速小等因子有关(参见表 2 第二组 (丙)
、

(丁) 两种情况的对比 )
,

但最多雾的中心在城区西北部

的嘉定 (5 3 d)
,

其次为上海县 (Jg
.

g d)
。

因为这两地风向污染系数大而又在城市热岛范围 之外的缘

故
。

表 5 上海地区各台站平均雾 日数的逐月变化 (1 96 0一 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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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上海城市既有有利于雾形成的因 子
,

又有不利于雾产生的效应
。

在过去的文献中往往只强调前者

而忽视后者
,

这一观点应予纠正
。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
,

热岛和千岛效应不断增强
,

在区域气候和污染

条件无大变化的情况下
,

上海城区雾 日数将有减少的趋势
。

此外上海北郊为一少雾区
,

对飞机场和江轮

码头的选址是有利的
。

见陆驳 : 上海大气中 5 0
:

污染及其与气象因子关系的探讨
。

华东师及地理系油印本
,

料一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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