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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雾及其消除技术  
晁军峰    邢淑敏 

深秋或初冬季节，常

会出现大雾天气。当大气

中的水蒸气含量达到饱和

时，就有可能在气溶胶微

粒上凝聚成小水滴或小冰

晶，凝聚后的小水滴漂浮

在近地面空气中，形成雾。

雾的形成有三个必备条

件：近地面空气湿度较大，

近地面空气中的水蒸气浓度达到过饱和，空气中有

凝结核使水蒸气遇冷形成悬浮小水滴。 
雾的分类 

雾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其强度可分为重雾（能

见度小于 50 米）、浓雾（能见度介于 50~200 米）、

中雾（能见度介于 200~500 米）、轻雾（能见度介于

500~1000 米）。从雾的物理结构和人工消雾的观点

来谈，可分为暖雾、冷雾（又称过冷雾）和冰雾，

当雾中的气温在 0℃以上时称为暖雾，在 0~−30℃
以下时称为冷雾，在−30℃以下时称为冰雾。常见的

是冷雾和暖雾。从天气学角度而言，雾又可分为辐

射雾（是陆地上最常见的雾，因空气辐射冷却达到

过饱和而形成，主要发生在晴朗、微风，近地面水

蒸气比较充沛的夜间或早晨，“早晨地罩雾，尽管晒

稻谷”、“十雾九晴”就是指这种雾），平流雾（当温

暖潮湿的空气流经冷的海面或陆面时，空气低层因

接触冷却达到过饱和凝结而成），蒸汽雾（当温暖水

面和寒冷空气存在较大温差时，水蒸气便源源不断

地从水面蒸发出来，闯进冷空气，然后又从冷空气

里凝结出来形成雾），上坡雾（潮湿空气沿山坡上升，

绝热冷却使空气达到过饱和而产生的雾），锋面雾

（经常发生在冷、暖空气交界的锋面附近，包括峰

前雾、峰后雾两种）。烟雾又称霾，易与雾混淆，严

格意义上不属于雾的范畴，是工厂排放的大量烟尘

悬浮物和汽车尾气等污染物在低气压、微风条件下

不易扩散，而与低层空气中相对湿度较低的水蒸气

相结合，引起能见度降低的现象。 
雾的危害 

雾几乎成了公路运输上的头号“杀手”，大雾使

能见度下降，由于看不清

前方和周边情况，驾驶员

对前后车距以及自身车速

容易错误估计，同时由于

空气中的小水滴与路面上

的灰尘混合，附着于轮胎

和公路表面，造成轮胎与

地面的附着系数减小、摩擦

力降低，导致追尾等事故。 
影响飞机的起飞、降落和轮船航行。据统计，

不能按时起飞、降落的航班，79%是由大雾造成的。

海上浓雾还易使船只触礁失事。 
雾对人体危害极大。大气中的污染物为雾滴提

供了丰富的凝结核，雾滴接触表面大，极易吸附大

气中的污染物，使污染物浓度提高，加重了大气环

境的污染程度。雾滴中的二氧化碳对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能使呼吸道变窄；雾滴中的二氧化氮和粉尘

可引起急性哮喘病发作；高浓度的臭氧雾滴能使肺

部严重受损，从而加重心血管患者、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的病情。 
雾的消除 

雾的消除方法包括自然消雾和人工消雾两种。 
雾一般在早晨日出以后自然消失。由于雾区的

存在导致太阳对地面的加热不均匀，晴空区空气因

温度高而上升，而雾区空气则因温度低而下沉并向

外扩散，以补偿晴空区上升的空气，从而造成雾区

由外向内消散。 
人工消雾包括人工消除冷雾和人工消除暖雾两

种。人工消除冷雾主要是通过飞机或地面设备将干

冰和液化丙烷等催化剂喷撒到雾中使其产生相当数

量的冰晶，造成过冷水滴蒸发和冰晶增长，水蒸气

脱离凝结核，从而最终消除冷雾。可用于消除冷雾

的催化剂有制冷剂（液氮、甲烷和干冰等）、人工冰

核（碘化银等）和通过碰撞降温产生冰晶的压缩空

气。对于雾多的大型机场，美国和欧洲已成功开展

飞机消冷雾作业，我国多用固定安装在地面的丙烷

作业系统，例如首都机场装备了流动消冷雾设备，

并进行了多次人工消雾实验，取得了较好效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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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电视——立体电视 
徐艳梅 

随着计算机三维动漫业的

蓬勃发展，传统显示设备的表现

效果已无法适应创作者与观赏

者要求，发展立体三维显示系统

已成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发展

方向。传统电视业从黑白到彩

色、从小屏到超大宽屏、从背投

到超薄液晶电视、从普通画质到高清电视，经过多

次革命性的发展后，将何去何从呢？从显示效果方

面，立体三维显示系统将是下一次电视业革命性发

展的标志。 
目前许多公司已经研制出新型立体显示器，它

们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人物呼之

欲出、景物生动逼真，可以神奇地实现影视画面空

间延伸及至替代现实空间的离奇幻境，给人一种身

临其境的全新视觉享受。目前成熟的立体影像技术，

一般可归为时间分割式、空间分割式、体积式三类。 

一、时间分割式的立体影像 
该技术是将左眼信号和右眼

信号经过偏光处理后，再以极小的

时差交互播放，欣赏者透过特殊偏

光眼镜将左眼和右眼信号分离，如

此就可观赏到立体影像，而这一类

的立体显示技术特别适合于大型

场所使用，例如电影院、展览馆等，可以同时给大

量观赏者以高清晰度、无死角的视觉享受。 
这种技术的代表产品是偏光眼镜式立体投影系

统。图 1 是一般偏光眼镜式立体投影系统的架构，

由两台投影机提供不同偏振态的左右视域的影像，

将影像投在能保持偏振特性的银幕上，再由偏光眼

镜过滤出来给左右眼看，而在头脑中形成 3 维（3D）

立体影像。目前偏光眼镜式立体电影或剧场就是利

用这种架构，若使用的是互相垂直的线性偏振光

（0°和 90°或 45°和 135°）便需要搭配同角度线性 

 

而人工消除冷雾仍然遇到一些问题：①播撒丙烷、

干冰或碘化银等物质的费用非常高昂；②近地面层

辐射雾的厚度如果不大于 20～30 米，则水平面上达

不到较大范围内冰晶优化的条件；③液滴雾相当厚，

却往往受强逆温层条件的限制；④冷雾在静风条件

下可以维持，冰晶增长缓慢。 
目前有三种比较成熟的消暖雾的试验方法。①

加热法：对小范围雾区（如机场跑道等）大量燃烧

汽油等燃料，加热空气使雾滴蒸发而消失；该方

法有一定成效，但花费很大，难以普遍推广。②

吸湿法：利用盐粉、尿素等吸湿性物质吸收云雾

中的水蒸气，使空气湿度降低，使雾消散蒸发。

1984 年，我国空军在北京西郊、南苑机场用飞机

播洒盐粉作为吸湿剂消雾，确保了国庆 35 周年庆

典的顺利进行。该方法比较实用，但吸湿法中加

入的添加剂一般都有腐蚀性，对机场设施、飞机、

车辆等有比较严重的损害。③人工扰动混合法：

暖雾、辐射雾顶部常覆盖边界逆温层和辐射逆温

层，逆温层上空则往往是干暖空气，利用动力可

将干暖空气混入雾中，消除雾滴，改善能见度和

透明度。1987 年 12 月 15 日，我国气象工作者在

成都双流机场用喷射高温气体的发动机系统成功

进行了消雾试验。  
此处有必要谈一下烟雾（即霾）的治理消除问

题。消除霾比消除雾要难得多，一般是控制霾的生

成达到消除目的。常见的处理方法有：①控制机动

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的排放（这些气体是产生霾的罪

魁祸首）；②建筑规划时考虑房屋布局，使气体能

够流通，污染物能够及时扩散；③增加绿化面积，

利用树木、草地等吸收有害烟尘、过滤空气；④利

用人工降雨，空气中的烟尘等悬浮物随雨水落到地

面，既清洁、又快捷，因此雨水是消除霾的最理想

方法。 
当然，人们还在不断研究探索中发现了其他消

雾方法，比如利用声波、超声波、带电粒子等，但

都处于实验室阶段，不能付诸实用，尚需科研人员

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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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科学系  537000；邢淑敏，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53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