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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交通的基本气象条件分析

1 暴雨
暴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气象部门为做好暴雨分析和服务，规定

24小时降水量达 50—100毫米（含 50毫米）为暴雨，100—200毫米（含 100
毫米）为大暴雨，200毫米及以上为特大暴雨。产生暴雨的重要条件是空气
中要含有大量水汽，并有较强的上升对流运动。暴雨的发生和大气环流的

季节性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引起我国的暴雨天气系统主要有低涡、切变线、

气旋、热带气旋、锋面、东风波、飑线等。

2 雾
雾是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1.0km

的天气现象。雾和云都是由浮游在空中的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水汽凝结

物，只是雾生成在大气的近地面层中，而云生成在大气的较高层而已。雾既

然是水汽凝结物，因此应从造成水汽凝结的条件中寻找它的成因。大气中

水汽达到饱和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由于蒸发，增加了大气中的水汽；另一

是由于空气自身的冷却。对于雾来说冷却更重要。当空气中有凝结核时，饱

和空气如继续有水汽增加或继续冷却，便会发生凝结。凝结的水滴使水平

能见度降低到 1千米以内时，雾就形成了。 另外，过大的风速和强烈的扰
动不利于雾的生成。 因此，凡是在有利于空气低层冷却的地区，如果水汽

充分，风力微和，大气层结稳定，并有大量的凝结核存在，就容易生成雾。

3 积雪
积雪是覆盖在陆地和海冰表面的雪层。又称雪被或雪盖。地面气象观

测规范规定，雪掩盖的面积达到该地可见面积一半以上的称积雪。按积雪

保持的时间分为长年存在的永久积雪和冬季形成夏季消融的季节积雪。地

球每年被雪覆盖过的面积有 115伊106耀126伊106平方千米，占地表面积的
23豫积雪对交通的影响很大。

二、各气象条件对交通的影响评价

1 铁路运输
1.1 暴雨影响铁路运输
据 20世纪 80年代统计，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因水害中断铁路运输平均

每年达 100次以上，居各不利气象条件之首。最严重的 1981年超过了 200
次。因水害造成的列车脱轨颠覆重大事故，统计的 8年中共 47次，最多的
1981年达到了 14次。

其中 1975年 8月河南省发生特大暴雨，3天雨量超过 1000毫米的面
积达到 1460平方千米，造成两个大水库跨坝，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线被
毁达 102千米，中断 16天后才恢复单线通车。水害所遗留下来的整治工
程，直到 1984年底才全部完成。

在我国西南山区，由于山高坡陡，暴雨还能引发泥石流。例如 1981年 7
月 9日，成昆铁路段降暴雨造成突发性泥石流，把成昆线下游某大桥冲毁。
一列游客列车的两台机车及一节行李邮政车、一节客车落入桥下被泥石流

冲走，另有两节客车翻在桥台下的山坡上，旅客伤亡 270人。
1.2 积雪对铁路运输的影响
在高山上或冬季寒冷多雪地区，积雪封锁铁路交通的事也常发生，雪

深超过 40厘米。行车速度就被迫降低，70厘米以上就不能行驶了。1984年
1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降大雪，沪宁铁路被雪覆盖，南京及附近地区雪
深超过 30厘米，铁路运输被迫中断 36小时之久。其实有些情况下也非火
车不能在轨道上行驶，主要是湿雪冻雨倾倒电线杆、拉断电线，使铁路指挥

系统失灵所致。1983年 4月底，黑龙江齐齐哈尔滨地区连降大雪，3天降水
量达 80毫米—90毫米（折合新雪厚度为 80厘米—90厘米），是 80年来当

地春季最大的雨雪天，导致铁路沿线电线杆被折断、压倒共 3000余根，造
成停电，通讯中断，铁路一度陷于瘫痪。

2 公路运输
2.1 积雪对公路运输的影响
冬季中，一般积雪厚度达到 20—30厘米，行车就很困难，超过 30厘米

一般都要停驶。此外，冬季雪面路滑，特别是白天在阳光下稍稍融化后重又

结起的冰更是行车大敌。例如 1986年 1月北京市下了一场雪，雪后一昼夜
内发生交通事故 103起，伤 47人、死 5人，再如 1983年 1月乌鲁木齐市共
发生交通事故 123起，其中 49%是因为路面冰雪造成汽车侧滑，侧滑伤人
数占总伤人数的 64% 之多。在山区中，当雪层积到一定厚度时，坡上便会
发生规模不等的雪崩，严重阻塞交通。

2.2 大雾对公路运输的影响
浓雾不像风雨雷电那样惊心动魄，而是以“温柔杀手”的形式危害人民

生命财产。1996年 11月 24日，因雾造成沪宁高速公路 44辆汽车追围相
撞。1997年 12月 17日上午，京津唐高速公路进京路段因雾能见度极低，连
续发生 40多辆汽车追尾相撞事故，造成 9人死亡，14人受伤；1999年 2月
7日上午，沪宁高速公路丹阳段因浓雾有 50多辆驶往上海的汽车三五成群
的撞在一起，最多的一处十几辆车前后追尾相撞，相撞车辆排成约 3公里
长，其中一辆载货汽车撞到前车后起火，驾驶员被烧死。国外一些国家的高

速公路上，大雾中数十辆甚至二三百辆汽车相撞事故时有所闻。例如英国

伯明翰地区 1977年 3月 11日清晨，因大雾，90多辆小汽车在一条公路干
线上发生追尾等相撞事故，共造成 30多人受伤、3人死亡。汽车然油的大
量外泄燃烧还常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进行。浓雾引发交通灾害的事例不胜

枚举，而随着交通的发达，高速公路的增加，因雾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也越来

越多，为此国家公安部也在加强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高速公路的管理。

2.3 降水对公路运输的影响
大雨中看不远、路又滑，刹车不及时，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例如

1985年 7月初北京大暴雨一昼夜，共发生交通事故 40起，伤 19人、死 3
人。1986年 5月 23日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座车在距首都摩加迪沙市 13千
米处和公共汽车迎面相撞，总统身受重伤。其原因主要就是当时正在下暴

雨。这场暴雨还使摩加迪沙市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共死亡 3人。
三、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由于恶劣天气引发的交通事故很多，在雨、雾中车辆追尾，

相撞的重大事故不断发生，造成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因

此我国有些省市公安局已把了解天气列入给汽车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的

必要内容之一。例如上海市公安局的《三不五知》中就有“知气候变化”，要

求驾驶员知道四季天气特点，冰雪天、雾天、风雨天的驾驶注意事项。某市

公安部交管局在雨季提示：雨中行车，应注意观察车、人的动态，并与其保

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必要时打开防雾灯；夜间下雨行车时，为防止开前大灯

而形成旋目的光幕，应关闭大灯使用防雾灯，同时，车速应进一步降低；雨

中跟车、超车、会车时，与车辆及道路边缘适当加大安全距离；在傍山路，堤

坝路或沿河路上，不宜沿路边缘行驶；久雨天气或大雨中行车，要注意路基

是否疏松和可能出现的坍塌情况。近年来，在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关怀下，

各省市将逐步建立交通气象综合服务系统，气象事业和交通事业将会和谐

快速发展！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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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交通事故与发达国家相比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的交通事故率偏高，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列世界第一。中国年交通事故死亡

9万人，占总死亡人数的百分比为 1.5%。”研究表明。在所有公路致伤事故中，由刹车引起的占 20%，这主要是由于路面潮湿引起的，其中一半事故发生时正
在降雨。据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统计，雨天时公路事故增加约 30%若同时有强风，则事故率更高，损失更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人，车，路况三者关系最
为密切，气象条件对交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夏季暴雨，台风和冬季大雪冰冻外，就是大雾和春秋时节的沙尘暴和连续阴雨。水平能见度差会阻碍司机

的视线。同时，降水减小了路面摩擦系数，日降水量达 10毫米以上，路面就易积水，易导致车辆侧滑和控制失灵，车祸的几率就会增大。以下就各种灾害性
天气对海陆空三种交通运输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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