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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霾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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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霾的出现有重要的空气质量指示意义。而雾的记录，有明确的天气指示意义。由于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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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加快，中国大陆都市霾天气日趋严重。利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７４３个地面气象站资料分析中国大陆霾的长期变

化趋势，结果表明：霾的地理分布特点是，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霾日都比较少，仅四川盆地和新疆南部超过５０天；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中国霾日明显增加，到２１世纪大陆东部大部分地区几乎都超过１００天，其中大城市区域超过１５０天，与经济活动

密切相关。霾日排在前１０位的依次是沈阳、河北邢台、重庆市区、辽宁本溪、西安、成都、四川遂宁、湖北老河口、新疆和田、且

末、民丰、四川内江，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地区，以及受沙尘暴影响较多的南疆地区。就中国

大陆而言，１２和１月霾天气日数明显偏多，２个月霾日数的总和达到了全年的３０％；９月霾天气日数最少，约占全年的５％。

具有霾日增加变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华北、黄淮、江淮、江南、江汉、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是

中国东部一些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具有霾日减少变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东部。这些

地方的经济和工业水平相对滞后，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但近年来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改善使当地的霾日数逐

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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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全球范围内科学界、公众和政府越来越关注

气候变暖引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目前各项研究都

表明全球变暖趋势明显，并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在２０世纪的１００年中，全球地面空气温度平均上升

了０．４—０．８℃，根据不同的气候情景假设模拟估计

未来１００年中，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１．４—５．８℃。

中国也和全球一样出现了显著变暖，２０世纪中国气

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变暖的总趋势基本一致。近百年

来观测到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０．５—０．８℃，略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丁一汇等，２００６；陈隆勋等，２００４；

徐影等，２００２）。

在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城

市区域霾有显著增加（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吴兑等，

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２００８ａ），而中国的雾日数有显著的下

降趋势（王丽萍等，２００６），已有不少工作对中国的

雾进行过研究，但多为对单次雾过程或区域、局地雾

的研究（杨中秋等，１９８９；黄玉生等，１９９２；李子华

等，２００１；何立富等，２００６；周自江等，２００７；吴兑

等，２００７），刘小宁等（２００５）利用中国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年资料，分析了中国雾的气候特征及变化。王丽萍

等（２００６）使用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资料对中国雾的时空

分布及气候变化对雾的影响作了分析。但还没有看

到对中国大陆区域霾５０年以上的长期变化趋势进

行分析的工作，本文使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

７４３个气象站资料，重点对霾的长期变化趋势进行

了分析。

霾和雾都是飘浮在大气中的粒子，都能使能见

度恶化形成灾害性天气，但其组成和形成过程完全

不同。霾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随着人类活动的影

响，近年来霾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而霾出现时，所

见之处朦朦胧胧，能见度明显恶化，空气质量明显下

降。人们形象地说“夜晚难见到星星，白天难看到太

阳”。“霾”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在三千多年前的

《诗经·邶风·终风》里有“终风且暴”、“终风且霾”、

“终风且?”的诗句，这里即是说大风吹起了尘土。

“霾”字的古义就是尘，它还有一个通假字“雨埋”，其

实比我们现在使用的“霾”字更通俗易懂。古籍《尔

雅释天》对霾的解释是“风而雨土曰霾”；《说文》对霾

的解释是“风雨土也”；《竹书纪年》也载有 “帝辛五

年雨土于亳”的记录。这里的“雨”字是动词（张德

二，１９８２），表示“落”、“降”、“下”的意思，“雨土”就是

“降尘”，所以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大致是“刮风落土

就是霾”。因而，古人的“霾”泛指了今天的“扬沙”、

“尘卷风”、“沙尘暴”、“浮尘”等天气现象，当时在中

原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这些现象并不少见，而这

些现象都是现代天气现象“霾”的前身，另外，火山爆

发、森林大火、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污染也能形成

“霾”。

空气中的矿物粉尘（土壤尘、沙尘、火山灰）、海

盐、硫酸与硝酸微滴、硫酸盐与硝酸盐、有机碳氢化

合物、黑碳等粒子能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

见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ｋｍ时，将这种

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

霾，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称烟霞。

霾与雾的区别在于发生霾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中

的相对湿度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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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不一定达到１００％就可能出现饱和）。霾的厚

度比较厚（１—３ｋｍ），一般霾的日变化不明显。霾

与雾、云不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霾

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因而在霾中能见度非常均匀；

而且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０．００１—１０μｍ），平均直

径０．３—０．６μｍ，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

由尘、硫酸与硝酸微滴、硫酸盐与硝酸盐等粒子组成

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可见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

来呈黄色或橙灰色。由于在城市严重空气污染地

区，霾可以频繁出现，而且城市污染大气气溶胶中有

许多黑碳粒子，因而主要呈橙灰色（吴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ｃ，２００８ｂ，２００８ｃ）。霾天气已经成为中国东部城

市群区域一种严重的灾害性天气现象。组成霾的气

溶胶粒子能够散射和吸收太阳辐射（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并且大气气溶胶中的大部分均可被人

体呼吸道吸入，尤其是亚微米粒子将分别沉积于上、

下呼吸道与肺泡中，诱发肺癌（Ｔ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因

而引起科学界、公众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

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区域和大城市的大气

气溶胶污染日趋严重，由气溶胶造成的能见度恶化

事件越来越多，原来少见的天气现象“霾”成为一种

常见现象，原来在各类词典上霾是一种非水成物造

成视程障碍的自然现象，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大气

气溶胶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使得霾现象主要由人

类活动所造成，因而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２　资料处理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系统地面观测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７４３个国家基本（基准）站的观测。

该资料是中国最完整的地面气象要素观测资料，资

料均经过了国家气象中心气象资料室的质量检验。

对于使用长期气候资料进行霾的统计，需要有

统一的定量标准，不能直接使用天气现象记录，使用

地面观测的天气现象资料分析霾天气非常不客观，

因为在中国气象系统的台站观测业务中，区分霾的

判据，没有统一的辅助判别标准，缺乏可比性，南方

往往使用相对湿度辅助判别而相对湿度又定得太

低。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各种版本的地面观测

规范等技术文件中，对霾的界定一直是非常清晰的，

从来没有给出过相对湿度阈值作为辅助标准。各省

各站传承的所谓标准，均没有任何法定的依据，出自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以来历代观测员的口授，各地

（不同观测员）识别霾太任意，所以各省各站非常混

乱，甚至在同一个站，不同观测员也不一样。直接使

用这些天气现象资料进行的分析科学性不高，因而

需要使用能见度、天气现象、相对湿度来综合判断，

而且要将其他视程障碍现象剔除，就是说要自己处

理资料，不能直接使用报表的霾日资料（吴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ｃ，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

对于长期的气候变化，有３种常用的处理大量

历史资料的统计方法：

第１种是，首先需按照观测记录订正，只要在１

天中某个时次符合出现霾的标准即统计为１个霾日。

第２种是用日均值，定义当日均能见度小于

１０ｋｍ，日均相对湿度小于９０％，并排除降水、吹雪、

雪暴、扬沙、沙尘暴、浮尘、烟幕等其他能导致低能见

度事件的情况为１个霾日（吴兑等，２００６ａ）。

第３种是使用１４时实测值，用于分析的能见度

小于１０ｋｍ的资料必须同时满足以下３个条件，１４

时；代码０１（露）、０２（霜）、０３（结冰）、０４（烟幕）、０５

（霾）、１０（轻雾）、４２（雾）；相对湿度小于９０％的记为

１个霾日。以相对湿度９０％为界对雾（轻雾）、霾进

行划分，当相对湿度超过９０％时认为是雾（轻雾），

小于９０％认为是霾。这样既可把雾（轻雾）中被误

报的霾分离出来，又可把霾中被误报的雾（轻雾）分

离出去。同时，利用天气现象代码可将降水、吹雪、

雪暴、扬沙、沙尘暴、浮尘、烟幕等天气事件筛选出

来。这种方法被国际上广泛地应用于讨论长期能见

度变化趋势（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Ｄｏｙｌ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范引琪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本文使用日均值，定义当日均能见度小于１０

ｋｍ，日均相对湿度小于９０％，并排除降水、吹雪、雪

暴、扬沙、沙尘暴、浮尘、烟幕等其他能导致低能见度

事件的情况为１个霾日。

３　霾的气候特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霾日都比较多（图１），可能

与前期的战火和战后重建有关；在大陆中部和新疆

南部普遍超过１００天，而新疆南部多霾与沙尘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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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１９５６—１９７５年霾日都比较少，仅四川盆地、辽

宁中南部和新疆南部超过５０天；１９７５年以后霾日

明显增加，到２１世纪大陆东部大部分地区几乎都超

过１００天，其中大城市区域超过１５０天，与经济活动

密切相关。如辽宁中部年霾日长期超过３００天，新

疆南部年霾日也超过２００天，四川盆地年霾日超过

１５０天，黑龙江中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三角

洲地区的年霾日也比较多。

在全部７４３个地面站中，霾日排在前１０位的依

次是沈阳、邢台、重庆、本溪、西安、成都、遂宁、湖北老

河口、新疆和田、且末、民丰、四川内江，主要集中在辽

宁中南部、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地区。此

外，河南新乡、山西临汾、黑龙江伊春、四川乐山、上

海、河北保定、天津、南京、杭州的霾日也比较多。

　　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霾天气主要出

现在中国的东部，从大的区域范围看，除传统的４个

图１　中国平均霾日分布

（ａ．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ｂ．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ｃ．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ｄ．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ｅ．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ｆ．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色标是霾日数）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ｙｅａｒｌｙ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

（ａ）１９５６－１９６５，（ｂ）１９６６－１９７５，（ｃ）１９７６－１９８５，（ｄ）１９８６－１９９５，（ｅ）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ａｎｄ（ｆ）１９５６－２００５（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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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地区：黄淮海地区、长江河谷、四川盆地、珠江

三角洲西侧外，山西南部、河南中部、河北中南部、黑

龙江中部等地是霾天气的多发区。另外，一些地方

如沈阳、北京、郑州、南京、杭州、上海、大连、青岛、重

庆、西安、广州、香港等是明显的空气污染相对比较

严重地区，霾天气出现也较频繁。相比，内蒙古和中

国的中西部偏少，年平均霾日数多在５天以下。

　　结合近年来卫星监测到霾的图像（图２），可以

清晰地看到在华北、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和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霾层，色调暗灰，与云雾的差别明显，易

于区别。

　　典型城市年霾日与雾日（轻雾日）长期变化

图２　ＴＥＲＲＡ卫星监测的中国华北至江南地区（ａ）、华南、江南西部等地（ｂ）霾图像

（ａ．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 ＭＯＤＩＳ探测器１ｋｍ分辨率，ｂ．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 ＭＯＤＩＳ探测器５００ｍ分辨率）

Ｆｉｇ．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ｈａｚｅ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ｃｈ１５，２００１，ｆｒｏｍＴＥＲＲ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ＯＤ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ｋｍ）

（图３）和典型城市月霾日长期变化（图４）可见，以沈

阳为代表的辽宁中部地区是中国最早建设的重工业

基地，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至８０年代末期霾日非

常高（约３５０天），其中在６０年代初期霾日减少，与

当时３年历史原因导致经济活动明显减弱有关，９０

年代后有明显减少，与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与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有关，２１世纪以来重新出现增

加趋势应该是经济复苏的结果。北京等华北地区在

５０年代霾日较多，与同期沙尘天气偏多相关联，年

霾日可达２００天，而后逐渐减少，６０年代最少每年

仅２０—３０天，７０年代后逐年增加，８０—９０年代基

本维持在每年２００天左右，２１世纪以来逐渐减少到

年霾日８０天左右。关中平原地区５０年代霾日从

２００天逐渐减少到５０余天，而后逐年增加，到８０年

代中期达到高峰，每年有霾日２５０天左右，而后逐渐

减少到年霾日５０天左右。新疆南部地区的霾应该

和沙尘暴、浮尘关系密切，５０年代从２００天逐渐减

少到８０余天，７０年代后逐年增加，到８０年代末期

达到高峰，每年霾日３００天以上，而后起伏减少到年

霾日６０天左右。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盆地是中国

霾日比较严重的地区，５０年代初期年霾日３００余

天，而后略有下降，年霾日维持在１５０天左右，６０年

代中期开始上升，到８０年代初达到年霾日３００余

天，一直维持到现在。南京、杭州、长沙、广州的趋势

比较接近，都是自７０年代后期年霾日开始逐渐增

加，到目前，南京、杭州年霾日超过２５０天，且变化不

大，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性特征；长沙超过

１５０天，广州、深圳超过１００天。海口的霾日一直非

常少，年霾日都没有超过１０天。

　　在各大城市中，霾主要出现在秋、冬、春季，夏季

最少。而北京在夏季霾日反而比较多，集中出现在

６—９月，尤其是盛夏季节的７—８月，与所谓的桑拿

天同期出现，值得深入研究。

雾（轻雾）与霾相比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主

要反映了年际和年代际的气候波动变化。

　　由于霾的主要成分为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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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典型城市年霾日（实线）与雾日（轻雾日，虚线）长期变化

（ａ．沈阳，ｂ．北京，ｃ．邢台，ｄ．太原，ｅ．和田，ｆ．西安，ｇ．郑州，ｈ．重庆，

ｉ．成都，ｊ．贵阳，ｋ．南京，ｌ．杭州，ｍ．长沙，ｎ．广州，ｏ．深圳，ｐ．海口）

Ｆｉｇ．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ａｎｄｆｏｇ（ｍｉｓｔ）

ｄａｙ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ｈａｚｅｄａｙｓ，

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ｓ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ｆｏｇｄａｙｓ；ａ．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ｂ．Ｂｅｉｊｉｇ，ｃ．Ｘｉｎｇｔａｉ，

ｄ．Ｔａｉｙｕａｎ，ｅ．Ｈｅｔｉａｎ，ｆ．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Ｃｈｅｎｇｄｕ，ｊ．Ｇｕｉｙａｎｇ，ｋ．Ｎａｎｊｉｎｇ，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ａｎｄｐ．Ｈａｉｋｏｕ）

集合体，无论是自然源还是人类活动源，这些粒子的

来源多为下垫面的排放。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认为

源排放的变化较小，但是这些颗粒物得以输送、堆

积、稀释扩散的大气层结条件和天气系统背景则有

着明显的季、月变化。各站点的月平均霾日数的变

化特征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站点１２和１月霾天气日

数偏多，５—９月偏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以哈尔

滨、西安和杭州３个站点为例（图５ａ、５ｂ、５ｃ）给出了

月平均霾天气日数。对所有的站点月平均霾日数百

分比进行站点平均，得到能反映所有站点的月平均

霾天气的变化曲线（图５ｄ）。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

１２和１月霾天气日数明显偏多，２个月霾日数的总

和达到了全年的３０％；９月霾天气日数最少，仅占全

年的５％。

　　使用资料序列较完整的台站分析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

年均霾日数的变化趋势显示，趋势增加的站点有２０８

个，减少的有１１６个，没有变化的有２２２个。它们的

分布如图６和图７所示。可以看到，具有霾日增加变

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华

北、黄淮、江淮、江南、江汉、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

是中国大陆东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具有霾日减少变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

北、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东部，以及新疆中部。这些地

方的经济和工业水平相对滞后，东北地区作为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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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典型城市月霾日（色标）长期变化

（ａ．沈阳，ｂ．北京，ｃ．邢台，ｄ．太原，ｅ．和田，ｆ．西安，ｇ．郑州，ｈ．重庆，

ｉ．成都，ｊ．贵阳，ｋ．南京，ｌ．杭州，ｍ．长沙，ｎ．广州，ｏ．深圳，ｐ．海口）

Ｆｉｇ．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ｕｒ；

ａ．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ｂ．Ｂｅｉｊｉｇ，ｃ．Ｘｉｎｇｔａｉ，ｄ．Ｔａｉｙｕａｎ，ｅ．Ｈｅｔｉａｎ，ｆ．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Ｃｈｅｎｇｄｕ，ｊ．Ｇｕｉｙａｎｇ，ｋ．Ｎａｎｊｉｎｇ，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ａｎｄｐ．Ｈａｉｋｏｕ）

业基地，但近年来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改

善使得当地的霾日数逐渐减少。另外，还有相当一

部分站点的变化趋势不明显，或者说多年霾日数基

本上没有变化（图７）。仔细分析这些站点的分布，

发现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较少。也就是说具有正变化趋势

的这些站点近似的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东部区域

的趋势变化。而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年均霾日

数的整体变化特征则是呈现减少的趋势。不具有明

显变化趋势的台站散布中国，主要是一些边远地区和

经济相对发展缓慢的地点。

　　可能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受如下几个方面

的制约：经济规模和工业化水平的发展阶段；污染物

排放源的变化；气候和天气的周期性变化，影响水平

输送、垂直输送，干沉降和湿沉降的各种气象控制因

子；下垫面性质的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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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月平均霾日数分布

（ａ．哈尔滨，ｂ．西安，ｃ．杭州，ｄ．所有站点的月平均霾日数百分比）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ｈａｚｅｄａｙｓ

（ａ．Ｈａｒｂｉｎ，ｂ．Ｘ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ａｎｄｄ．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ｈａｚｅｄａｙｓｆｏｒａｌｌｔｈｅｓｉｔｅｓ）

图６　通过狋检验的站点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狋ｔｅｓｔ

（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ｒｅｎｄｓ）

图７　不具有明显趋势变化的站点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

４　结　论

利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７４３个地面气象

站资料分析，定义当日均能见度小于１０ｋｍ，日均

相对湿度小于９０％，并排除降水、吹雪、雪暴、扬沙、

沙尘暴、浮尘、烟幕等其他能导致低能见度事件的情

况为一个霾日的原则下，对中国大陆霾的长期时空

分布变化趋势有如下认识：

（１）霾的地理分布特点是，１９５６—１９８０年中国

霾日都比较少，仅四川盆地、辽宁中南部和新疆南部

超过５０天；８０年代以后霾日明显增加，到２１世纪

大陆东部大部分地区都超过１００天，其中大城市区

域超过１５０天，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２）霾日排在前１０位的依次是沈阳、河北邢

台、重庆、辽宁本溪、西安、成都、四川遂宁、湖北老河

口、新疆和田、且末、民丰、四川内江，主要集中在辽

宁中部、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地区，以及

受沙尘暴影响较多的南疆地区。

（３）就中国大陆而言，１２和１月霾天气日数明

显偏多，２个月霾日数的总和达到了全年的３０％；９

月霾天气日数最少，约占全年的５％。

（４）多年年均霾日数的变化趋势显示，趋势增

加的站点有２０８个，减少的有１１６个，没有变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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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个。具有霾日增加变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

中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包括华北、黄淮、江淮、江

南、江汉、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是中国大陆东部

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５）具有霾日减少变化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

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东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

工业水平相对滞后，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但近

年来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改善使当地的霾

日数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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