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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天里11天是大雾雾雾
青岛缘何渐成雾岛岛岛
环保部门称大雾与空气质量无大关系
本报记者 刘爽 董海蕊

5月 9日 1 6时 5 0分，
青岛市气象台发布大雾
橙色预警信号，意味着6

小 时 内 能 见 度 将 低 于
2 0 0米；1 0日 1 6时，继续
发布大雾橙色预警。5月
11日晚上7点钟，魏先生
从平度大泽山拉了一车
石材准备送往青岛火车
站附近。因为海边雾气
太大，在打开车灯的情
况下能见度也仅有二三
米，按照导航仪提示前
行的魏先生一头开进了

海里。
“今年到底怎么回

事 ，怎 么 每 天 都 是 大
雾？！”经常需要坐轮渡往
返于青岛和黄岛之间的
货车司机姜伟十分无奈。
因为货车不能走隧道，他
每次需要坐轮渡往返，但
是连日来的大雾让他等
得心焦。据了解，从5月10

日至15日，轮渡的发船班
次只有正常情况下的三
分之一，每天只能发十二
三个班次，导致乘客大量

流失。
青岛海事局海上交

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从
5月7日至15日，已经连续
多天大雾天气，每年春夏
之交是岛城的多雾季节，
也是水上交通事故多发
和易发期，尤其在二季度
的大雾季节里，易发平流
雾，且不易消散，对船舶
航行安全影响巨大。从10

日起，一直到15日青岛前
海能见度都不超过50米，
受大雾影响，连续六天青

岛港每天滞留船只超过
200艘，海事部门全面实
施海上交通管制。

受大雾影响，许多渔
民也暂停捕鱼。一位渔民
称，本来6月1日青岛将进
入休渔期，现在应该是出
海作业高峰期，但是受大
雾影响，已经连续五天没
有出海。“平时凌晨都会
开船出海，但是这几日的
凌晨两点海上雾气最大，
连船上的人都看不清楚，
根本不敢出海。”

根据青岛市气象台
统计的数据，去年全年雾
日加霾日的总天数达到
了182天，意即去年全年
有一半时间，青岛市民没
有看到蓝天。据青岛市气
象台气候科科长、高级工
程师李德萍介绍，仅今年
5月的前22天，已经出现11

个大雾天(能见度小于1千
米 )，而常年全月的平均
数才只有7 . 7天。

“到今年5月22日止，
雾日已有31天，而去年1

至5月仅有10天，2010年1

至5月有24天，2009年有18

天，2008年为22天。”李德
萍介绍，常年的岛城3月

份大雾天为4 . 1天，4月份
大雾天为5 . 9天，5月份为
7 . 7天，但是至今为止，今
年3—5月份大雾天已分
别达到了6天、11天、11天，
远远超出了常年的标准。

除此之外，今年的
雾季来得也特别早。据
山东海事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资料显示，青岛平
均每年因雾影响能见度
低于500米的天气约为52

天，雾季最多的年份达
到了72天，多从6月份开
始出现，但是今年进入
雾季的时间比往年提前
了一个月。而来自气象
局的资料也显示，今年

青岛的雾季从往年的4月
份提前到了3月份。

为什么今年的大雾
天比较多，而且时间也
提前了一个月？李德萍
解释，这主要是与今年
南方暖湿气流特别活跃
以及拉尼娜天气、空气
中汽车尾气等浮尘较多
有关系。

“今年3月份的几个
大雾天主要是辐射雾。
辐射雾主要是夜间地面
辐射冷却，使空气中的
水汽达到饱和所致。”据
介绍，今年属于拉尼娜
年份，一个典型特征就
是冷空气相对较强，导

致2、3月份青岛温度相对
较低，平均温度比常年
低1℃左右，低温就容易
导致夜间形成辐射雾。3

月份的大雾主要是这样
形成的。

但4月份以来的雾则
主要以平流雾即海雾为
主。资料显示，陆地气温
高 于 海 水 温 度 的 月 份
( 4— 7月份 )正是青岛海
雾盛行的月份。“而今年
南 方 暖 湿 气 流 格 外 活
跃，南风将这股携带大
量水汽和热量的暖湿气
流吹到青岛，在海上遇
到冷水面，就容易凝结
产生雾气。”

2012年仅仅过去

不到5个月，但是雾、

霾天已分别出现了31

天、26天，较往年增加

不少。3月份的6个大

雾天，更是将往常的

雾季提前了一个月。

随大雾而来的往往

是海陆空交通阻塞，

市民出行频频受阻。

雾 天 增 加 ，原 因 何

在？

去年年底开始，从
南方的广州、杭州到北
方的北京、兰州，雾霾天
气频繁影响我国多个地
区，PM2 . 5、空气质量等
词一时间成为热词。今
年的大雾增多是否也与
空气里这种颗粒物浓度
增加有关？

李德萍称，除了气象
条件之外，工业生产、机
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建
筑工地等带来的颗粒物

增加也是雾霾产生的重
要因素。不过从今年以
来的数据看，霾日共有26

天。
但是记者从青岛市

环保部门了解到，去年
以来环保部门积极防治
燃煤和扬尘污染，开展
大干200天汽车尾气污染
专项整治行动，在省内
率先出台了黄标车提前
淘汰和油气治理补助政
策，采取了区域限行、推

广国Ⅲ油品、执行新车
标准、查处黑烟车等十
大措施，全年共淘汰黄
标车1 . 1万辆，改造治理
储油库6座、加油站87座、
油罐车119辆，市区道路
上行驶黑烟车同比减少
70%以上，在新增机动车
21万辆的情况下，市区空
气中氮氧化物浓度5年来
首次实现了下降，机动
车排气污染逐年加重趋
势得到初步遏制。

“而且，气象部门所
监测的雾、霾主要以相
对湿度是否在 8 0%以上
为标准，跟我们的标准
并不一样，所以市民不
必担心目前频发的大雾
天是由空气质量变差导
致的。从我们的监测数
据看，大雾天的空气质
量也都保持在‘良’。所
以今年大雾频发与空气
质量无大关系。”环保局
相关工作人员解释。

尽管目前岛城空气
质量并未变差，但大雾天
气却让不少人感受到了
身体的不适。

“每当大雾天来临，
接诊的呼吸道疾病病人
比 平 时 就 有 一 定 的 增

加。”市立医院本部呼吸
科副主任葛云洁告诉记
者，大雾天气空气中的粉
尘、细菌等的含量比平时
要多，呼吸道疾病患者如
果预防不当，可能会出现
胸闷、咳嗽等症状，尤其

是患有呼吸道疾病的老
人更容易受到大雾天气
的影响。

受雾天影响，呼吸道
疾病患儿和过敏性疾病
患儿到医院就诊的也比
较多。海慈医院儿科副主

任李军军介绍，她曾接诊
过一位患有过敏性鼻炎
的患儿，因为雾天在室外
时间过长，导致不停地打
喷嚏流鼻涕，被家长带到
医院就诊。“除了这两类
患儿，一些有眼疾的患儿
也容易受到大雾天气的
影响。”

“就算是正常人，也
可能因雾天空气中悬浮
颗粒对嗓子等造成刺激，
出现干咳、嗓子疼痛，甚
至引发感冒的情况。”李
军军介绍。

据了解，受大雾天气
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以老
人和儿童为主。葛云洁提
醒，老人大雾天气最好能
减少外出，最好能等太阳
出来后再出门。过敏性鼻
炎、小儿哮喘的患儿，尽
量避免在室外待的时间
过长，还要多喝水。

六天大雾锁住海上通行路

五年来同期月份大雾天最多

大雾频发与空气质量无大关系

雾天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

雾雾季季提提前前到到来来，，市市区区时时常常出出现现平平流流雾雾。。（（资资料料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宁宁 摄摄平平流流雾雾形形成成的的景景观观吸吸引引了了不不少少市市民民。。（（资资料料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宁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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