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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广州白云机场 ∗ 年逐时能见度观测资料 对白云机场低能见度的气候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小于等于 的低能见度有明显的 年周期变化 小于等于 1 和 1 的低能见度主要振荡周

期是 ∗ 年 自 世纪 年代出现能见度小于等于 的日数有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 年代出现的日数明显

偏多 年代相对偏少 低能见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 低能见度平均出现次数与持续时间明显成反

比 造成低能见度障碍的天气现象仅有雾和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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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航空事业的不断发展 航班密度的逐渐加

大 低能见度对飞行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据文献

≈ 的统计分析 国际民航事故原因分类中 气象原

因造成的飞行事故约占 仅次于机组差错 因

能见度小于等于 1 的低能见度造成的事故约

占气象原因的 高于雷暴 而我国国内低能见

度造成的事故占气象原因的 1 ∀可见 能见度

对飞行安全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低能见度对飞机起

降危害极大 ∀目前 白云机场日平均飞机起降

架次左右 在繁忙时段每隔 分钟有 架次飞机起

降 而每延误 !返航一架次航班损失约 ∗

元 ∀因此 准确预报低能见度对保证航班安全 提高

航空公司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及统计说明

利用广州白云机场 ∗ 年逐日每小时 !

半小时定时观测和特殊天气纪要栏记录的能见度资

料 缺 年 月资料 参照广州白云机场现行的

飞机起降天气标准 能见度 1 为二号盲降标

准 ! 1 为一号盲降标准 ! 1 为本场最低起

飞标准 将低能见度相应地划分为小于等于 !

1 ! 1 个级别 分别对 个级别的能见

度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定义小于等于 的能见

度为低能见度 小于 的能见度为极低能见度 ∀

根据华南地区的气候特点 用 ∗ 月 ! ∗

月 ! ∗ 月 ! 月至次年 月分别代表春 !夏 !秋 !

冬四季 ∀

 低能见度变化特征

1  低能见度年际变化特征

图 给出低能见度 个级别的年际变化特征

从图中可以看出以下特征 个级别能见度的总体

分布特征相似 除了 ∗ 年有逐年下降的趋

势外 其余年份基本呈多 !少交替分布 ∀能见度小于

等于 的日数总体趋于上升 进入 世纪 年

代以后每年出现能见度小于等于 的日数都在

1 天 ∗ 平均值 以上 平均日数明显增

多 年出现 天以上的均出现在 年代 且峰值也

出现在 年代 能见度小于等于 峰值出现在

年 天 !次峰值出现在 年 天

年代只有 ! 年出现能见度小于等于

日数在平均值 1 天以上 其余各年均在平均值以

下 能见度小于等于 日数出现最少的年份是

年 天 也在 年代 年代则多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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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 天的上下变化 总体为前期出现的少而后期

出现的较多 ∀综上所述 自 世纪 年代出现能

见度小于等于 的日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中

年代出现的日数明显偏多 年代相对偏少 ∀这

是由于白云机场距广州市中心 中山五路与北京路

交叉点 仅 年代广州市城区迅速发展 白云

机场受城区污染及热岛效应所致 ∀

能见度小于等于 1 日数峰值出现在

年 天 !次峰值出现在 年 天 ∗

年平均为 1 天 年代以后也有上升趋势

但相对于能见度小于等于 的分布其规律性没

那么明显 ∀能见度小于等于 1 日数峰值出现

在 年 天 ∗ 年逐年下降 ∗

年年际变化平缓 次峰值出现在 年

天 年以后平均日数明显增加 ∀

为了定量分析 个级别低能见度的周期性变化

特征 采用方差分析≈ 方法 以显著性水平 Α

时 分别计算 个级别的各时段内总离差平方和 !各

时段间的总离差平方和 ∀结果表明 低能见度具有

明显的周期振荡特征 ∀小于等于 的低能见度

有明显的 年周期变化 小于等于 和小于等

于 1 的低能见度主要振荡周期是 ∗ 年 ∀

图  白云机场各级低能见度年际变化

1  低能见度逐月变化特征

分别统计 ∗ 年逐月的 个级别能见

度出现日数 图 结果表明 个级别的能见度月

变化特征相似 ∗ 月是低能见度多发期 ∗ 月

出现的最为频繁 其中能见度小于等于 1 分

别为 天和 天 能见度小于等于 1 分别为

天和 天 能见度小于等于 1 分别为

天和 天 ∀次峰出现在 ∗ 月 月以后逐月下

降 月开始略有回升 ∀低能见度主要出现在春季

和初夏 ∗ 月 尤以春季 ∗ 月最为频繁 ∀

图  ∗ 年各级低能见度月际变化

1  低能见度日变化及持续时间

图 给出 个级别低能见度日变化特征 从图

看出 各级能见度的日变化基本呈双峰型 ∀早晨

到上午即 ∗ 时 × ≤ 下同 尤以每天的 时

出现频率最高 ∗ 时是低能见度出现相对集中

的另一时段 其余时段出现较少 ∀

图  ∗ 年各级低能见度逐时平均出现频数

表 给出了 ∗ 年各季低能见度各持

续时段的平均出现次数 ∀由表 可见低能见度平均

出现次数与持续时间长短明显成反比 即低能见度

持续时间越短 其出现次数越多 ∀持续时间小于等

于 的低能见度出现次数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的

低能见度出现在春季 达 ∀春季也是低能见度

各持续时段出现次数最多的季节 而冬季次之 这一

结果也反映了低能见度的分布特点与 1 节的分析

相一致 ∀夏 !秋季低能见度持续时间最短 均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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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在 以内 ∀
表 1  1970 ∗ 2000 年各季低能见度持续时间平均次数分布

持续时间 春 夏 秋 冬 累计

∗ 含 1 1 1 1 1

∗ 1 1 1 1 1

∗ 1 1 1 1 1

∗ 1 1 1

∗ 1 1 1

∗ 1 1 1

1 1

最长持续时间

出现日期 年 月 ∗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 日

1  影响低能见度的天气现象

据统计 影响白云机场能见度小于等于 的

天气现象只有雾和雨 表 ∀由雾和雨造成的低能

见度分别是 1 天和 1 天 表明雨的作用比雾

稍大些 ! 月发生的低能见度全是由降水所致 且

! 月无因雾造成的低能见度 ∀

此外 ∗ 年白云机场出现能见度小于

的极低能见度 次 其中 年代 次 ! 年

代 次 ! 年代 次 其中由雾造成的 次 由雨造

成的 次 最低能见度出现在 年 月 日 仅

为 也是由雾造成的 ∀可见 极低能见度多由雾

所致 且多出现在 年代 这与 1 节的分析是一

致的 ∀

表 2  1970 ∗ 2000 年各月能见度小于等于 1κ µ 的平均日数及由雾和雨所致日数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全年

平均日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雾所致日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雨所致日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若实况能见度小于等于 是雾和雨共同作用所致 则同时统计雾和雨所致日数 故各月能见度小于等于 平均日数小于等于雾和雨所致日数总和

 小结

综合上述统计分析 白云机场低能见度具有以

下特征

低能见度小于等于 日数有明显的 年

周期变化 低能见度小于等于 1 和低能见度小

于等于 1 日数主要振荡周期是 ∗ 年

自 世纪 年代能见度小于等于 日

数有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 年代出现日数明显偏

多 年代相对偏少

春季是各级低能见度的多发期 其中 月出

现最为频繁 秋季出现最少 冬季 !夏季接近平均值

各级低能见度有明显的日变化 其中 时 !

时是低能见度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1

出现的高峰期 而 时 ! 时是低能见度 小于等

于 1 出现的高峰期

各级低能见度平均出现次数与持续时间长

短明显成反比 其中持续时间小于等于 低能见

度出现次数最多 夏 !秋季均以短时低能见度为主

造成各级低能见度的天气现象仅有雾和雨

夏季均由雨所致 但雾是造成极低能见度的主要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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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 舟山市西侧的中高层为

一致的西南气流 并有范围宽广的温度脊配合 ∀只

有当舟山市上空 Τ ∴ ε ! Τ ∴ ε 和 Τ

∴ ε 时 才有可能出现高温 ∀

影响高温出现的因子很多 夏季极涡的位

置 !低槽的活动 !夏季降水量 !台风的活动频数等均

对副热带高压强度和位置产生作用 从而影响舟山

市高温天气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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