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与经济来说,交通运输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交通运输会因气象条件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因此,
深入研究交通与气象的关系,做好交通气象预报工作,切实

保障交通安全,将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1]。本文通

过分析降水、气温、风等气象条件对交通产生的影响,提出

保障交通安全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开展交通气象服务提供

了可靠依据,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气象灾害造成交通事故的

发生。
1 温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1.1 高温

高温时,黑色沥青混凝土路面吸取热量,地表温度高于

空气温度。温度过高时,沥青路面将出现变软或者泛油现

象,此时不仅承重能力减弱,而且路面易变形,这种情况下,
行车的舒适度将受严重影响,而且容易导致司机无意中变

换车道,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2]。此外,高温环境

下,轮胎内的气压增大致使爆胎概率增加,在出现爆胎的情

况下,非常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不仅如此,高温烘烤

车子会使得车辆易发生抛锚或自燃现象,不仅可能引发交

通事故,还可能给人们的生命财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1.2 低温

低温会使路面开裂,造成路面不连续,给降水下渗提供

通道；气温转暖时路面翻浆使路面湿滑,降低路面对轮胎的

粘附力,司机可能因此变道行驶,进而干扰交通秩序,存在

交通事故隐患。当温度低于 0 ℃后,尤其在桥梁及涵洞路段,
路面很容易出现结冰、结霜情况,导致车辆打滑失控进而发

生交通事故。此外,当温度过低时,汽车燃油不易点燃,润滑

剂的性能也会变差,使汽车机械性故障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抛锚、追尾的问题频出不穷。
2 雾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雾气中含有的水分,特别是浓雾中的水汽,对路面有一

定的湿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路面的摩擦系数,使车辆

刹车距离增大。此外,雾气影响交通安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

因是降低了行车时的能见度,对司机获取路况信息、车辆行

驶间距等带来严重干扰,进而影响司机的驾驶行为,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
3 雨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雨水不仅影响行车时的能见度,还会降低路面的摩擦

系数,使路面变滑,大大增加刹车制动距离,无疑增加了行

车风险,使交通事故发生可能性增大。在不同等级的降雨中,
小雨的危害系数很高,甚至超过了大雨的危害程度,其原因

在于小雨对行车时的视野影响较小,司机容易放松警惕,但
小雨可将路面的尘埃湿润成为很好的润滑剂,在出现突发

情况时,紧急刹车制动距离增大而引发交通事故,这已成为

某些道路雨天交通事故的主要模式。
4 降雪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相比降水而言,降雪天气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更为严重。
降雪经过车轮碾压后会出现冰冻现象,大大减少了地面的

摩擦系数,车轮的抓地能力大幅下降,刹车制动能力严重降

低,在遇到突发情况进行紧急刹车时容易出现侧翻、追尾、
连环相撞事故[2]。此外,在降雪天气,汽车起步困难,尤其在

上坡路段,容易出现向后滑与后车相撞的问题。除此之外,
降雪会掩盖路面原来坑洼部分或者障碍物等,给行车安全

带来很大安全隐患。
5 冰冻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冰冻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路面冰层、薄冰、冰丘、冰锥

等,其主要由降雪或温度变化所致,其对交通安全的威胁程

度较大。在出现冰冻情况下,车辆行驶困难,紧急刹车易发

生抱死现象。此外,冰冻还将严重影响路面质量,容易导致

路面开裂、起包等问题；待冰冻融化时会冲破路基沿路漫流,
给交通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当冰冻严重时,会使路基下沉、甚
至导致塌方、滑坡等问题,进而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3]。
6 大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大风天气对交通安全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一是大风会增加车辆行驶阻力,降低车辆稳定性；二是

大风会对行人或骑驾非机动车的人造成较大干扰,如将尘

沙吹到眼睛中或对其衣帽等造成干扰,严重分散其注意力,
加之大风会影响行走或骑车路线,大大增加了与机动车发

生碰撞的概率；三是大风天气对行车中超车过程带来威胁,
尤其是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超越大型车辆时,超车时产生的

气体对流加之大风干扰,严重影响车辆行驶的稳定性,从而

引发交通事故。
7 沙尘暴天气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当沙尘暴天气出现时,首先,由于空气浑浊不清,使行

车能见度大大降低,对司机判断路况、行车间距等带来困

难；其次,车辆行驶阻力变大,车辆稳定性受到影响,当沙尘

暴严重时,甚至可以将过高车辆掀翻,造成严重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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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象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温度、雾、雨、雪、冰冻、风、沙尘暴、夜间恶劣气候等气象条件对城市交
通安全产生的影响,指出雾、雨、雪等恶劣条件使能见度降低从而造成交通事故易发。由此可见,天气条件与交通事故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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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沙尘天气会影响司机情绪,通常会引起恐慌心理,导
致交通秩序混乱,引发交通事故[4]。
8 夜间恶劣气候条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在恶劣天气的夜间行驶时,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造成

司机视线不良、视野不开阔,很容易产生视线盲区（背光区）,
从而撞上视线盲区内停放的车辆、行人或障碍物。
9 结语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是个系统性问题,天气条件作为道路

交通安全系统的重要因素,对道路交通安全有着重要的影

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交通管理部门和机动车驾驶

人应根据各种天气环境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分别采取相应的

安全对策,才能有效提高交通安全水平,防范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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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1—2010年定陶区春(a)、夏(b)、秋(c)、冬(d)四季蒸发量逐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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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1—2010年定陶区月蒸发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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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1—2010年定陶区年蒸发量累积距平曲线

发量大小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除 3月蒸发量略有增加

外,其他各月蒸发量都在减少,其中以 4月和 7月蒸发量减

少最快。
（2）采用累积距平曲线对年总蒸发量进行突变检验表

明,年蒸发量在 2003年发生一次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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