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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氣能見度的長期變化 
 

梁延剛   鄭婉圓   胡文志    

 
 (香港天文台，香港九龍彌敦道 134A) 

 

 
1. 引言 
   

大氣能見度是指視力正常的人能從天空背景中辨認出目標物

的最大水平距離。低能見度的出現有礙景觀的欣賞，也對海陸空交通

的安全構成威脅。除了霧、薄霧及降雨等的氣象因素外，低能見度多

是由於大氣中的懸浮粒子及污染氣體對可見光的吸收和散射所引起

的。因此，撇除霧、薄霧及降雨等現象，低能見度的出現，往往標示

著空氣帶有對健康有害的污染物(文獻[1])。低能見度出現的頻率增

加，意味著空氣質素可能有惡化的傾向(文獻[2])。這跟污染物排放

的增加，或風向的改變，使污染物可以從污染較高的地方輸送過來有

關；亦可能是由於風速及大氣穩定度的改變，不利於污染物的擴散所

致，其中污染物、能見度、和氣象條件的相互作用是複雜的。 

 

文獻[3]指出氣象因素及人為污染物對香港能見度的影響。文

獻[4]顯示了在 1968 到 1982 這 15 年，香港市區(天文台及啓德機場)

和郊區(長洲及橫瀾島)低能見度出現的頻率均呈上升的趨勢。文獻[5]

用了 1968 至 1995 年天文台及啓德機場、1968 至 1991 年長洲和 1975

至 1988 年橫瀾島的能見度數據，表明 1982 年以後，除橫瀾島外，香

港市區低能見度出現的頻率保持着上升的趨勢。 

 

本文延伸文獻[4,5]的研究，利用 1968 到 2003 年的數據，了

解香港天文台低能見度最近期的變化。本文也從氣象角度探討風速、

風向及大氣穩定度近年來變化與天文台低能見度趨勢變化的關係。啓

德機場、長洲和橫瀾島的能見度觀測已分別於 1997、1991 及 1988 年

停止，這 3 個地方有數據年份的低能見度趨勢列於附件，以作參考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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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長洲和橫瀾島外，香港另一有能見度觀測的外站是天文

台設於赤鱲角的氣象所，簡稱赤鱲角站。觀測始於 1979 年 6 月，1983

年 8 月停止，站是位於赤鱲角島北面一個小丘上，1997 年赤鱲角國

際機場的氣象所建成並開始運作，能見度觀測恢復至今。本文對赤鱲

角 1980-1982 有全年數據的 3年及 1997 年以後的低能見度資料作出

分析，以得到該區能見度的近期趨勢，與天文台同期能見度趨勢作出

比較。 

 

至於香港近期低能見度與空氣污染的關係，不在本文的研究

及討論範圍之內。 

 

 

2. 數據來源與分析方法 
 

  天文台、啓德機場、長洲、橫瀾島及赤鱲角觀測站的位置示

於圖 1。在這些站能見度都是由受過氣象訓練的天文台觀測員，根據

世界氣象組織(WMO)的指引，每小時或每 3 小時進行觀測所得的。各

站能見度數據的年期可在表 1 找到。 

 

跟文獻[4,5]一樣，本文的低能見度是指能見度低於 8公里，

不包括由霧、薄霧、降水及高濕度(≥ 95%)造成的個案。各站的低能

見度是以每年在該站低能見度出現的時數與在該站該年的總能見度

觀測時數的百分比來表達。 

 

本文採用廻歸法計算低能見度趨勢，及 t-測試來檢驗趨勢是

否在統計學上達 5% 顯著水平，方法的詳情可參考文獻[6,7]。 

 

 

3. 長期趨勢 
 

3.1. 年趨勢 

  

在 1968-2003 年間，天文台出現低能見度時間百分比的上升

速率為每 10 年 2.11% (圖 2a)。從圖 2a 亦可看到，由 80 年代中期至

今，低能見度的出現加劇。在1968-1986年，上升速率為每10年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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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3 年，上升速率則為每 10 年 4.61%，是 1986 年以前的 6 倍。 

 

赤鱲角在 1997-2003 這 7 年間，低能見度的年際變化較大(圖

2b)。趨勢則為每 10 年上升 2.56%，未達 5% 顯著水平。這 7 年間，

赤鱲角低能見度出現的百分比年平均為 11.47%，遠比 1980-1982 的

年平均 3.66% 為高。 

 

另外，赤鱲角 1997-2003 低能見度每 10 年上升 2.56% 的趨勢

低於天文台同期每 10 年 3.36% 的趨勢(未達 5% 顯著水平)，但它的

11.47% 年平均高於天文台的 9.18% 。 

 

3.2. 季趨勢  

 

圖 3a 顯示天文台站在 1968-2003 年出現低能見度的季變化。

可以見到冬季平均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較夏季為多(春、夏、秋及冬

季分別是指 3 至 5月、6 至 8 月、9至 11 月及 12 月至 2 月)。赤鱲角

站在 1997-2003 的情況也相同(圖 3b)。這跟香港在冬季普遍吹源自

內陸的東北季候風及夏季吹來自海洋的西南季候風不無關係。天文台

及赤鱲角這兩個站低能見度頻率的上升趨勢都以冬季最高。80 年代

中期以後，秋、冬季天文台站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較 80 年代中期以

前高出很多。 

 

有關天文台及赤鱲角各年代及各季的低能見度趨勢，列於表

2。各年代及各季低能見度出現的平均值，則列於表 3。 

 

 

4. 氣象因素對能見度的影響 

 

本節介紹天文台及赤鱲角低能見度出現時風速、風向及大氣

穩定度的分佈，及與平均情況下的分別，並比較兩站的差異。至於這

些參數對 80 年代中期至今低能見度趨勢較前期加劇的影響，會留在

第 5 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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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風速和風向 

 

文獻[5]已指出天文台站在 1968-1995 年間，低能見度多在微

風下出現(即佔低能見度出現時間 50% 以上)，只有甚少在清勁或以

上的風力下發生(指佔低能見度出現時間 1% 以下)。本文分析了近年

(1997-2003)天文台的數據，亦得出類似的結果(圖 4a)。同期赤鱲角

站的風速分佈也顯示低能見度的情況較少(< 4%)在清勁或以上的風

力下出現(圖 4b)。 

 

圖 5a顯示赤鱲角站在1997-2003年間出現低能見度時的風向

分佈，同期每小時的風向分佈則列於圖 5b。出現低能見度的情況多

吹西北風(圖 5c)，較少吹東南或偏南風(圖 5d)。天文台站的風向受

地形影響，當吹風速較低的北或西北風時，天文台站通常會錄得偏西

風(文獻[5])。在 1997-2003 年，當天文台站出現低能見度時，吹偏

西風的頻數高於正常(圖 6)。 

 

由於風向屬圓形數據，本文利用圖形數據統計測試，檢驗圖

5a 及圖 5b、圖 6a 及圖 6b 的分佈是否不同，測試所用統計量 rW  如

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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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n γ ， ijγ  代表圖形數據序次， r為樣本 

 

數目(這裏 2=r )， in  為第 i  個樣本的數據數目。當 ,10≥in ri ,.....,1=   

 

時， rW  的分佈是 2
22 −rχ  。有關這個檢驗方法的詳情可參考文獻[8]。 

 

  檢驗結果顯示圖 5a 及圖 5b、圖 6a 及圖 6b 的風向分佈有所不

同，在統計學上皆達 5% 顯著水平。這顯示風向與低見度有一定的關

係。 

 

  圖 7 顯示天文台及赤鱲角站的風向及能見度分別有明顯的日

際變化，這風向的變化跟海風效應有關。文獻[9]詳述赤鱲角站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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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因及特性，提及海風多在上午 10 時開始影響赤鱲角站及至下午

5 時結束。從圖 7可知這段時間赤鱲角站的風向逐漸由偏東北轉向偏

西，能見度最差的時段的風向為偏西北風。文獻[10]利用個案研究展

示當香港吹西北風時，污染物可從珠江三角洲地區傳送到香港西部。

至於天文台站，日間能見度也比晚間差，且較多吹偏西風。 

 

4.2. 大氣穩定度 

 

大氣穩定度與氣溫直減率有關，氣溫直減率 Γ  定義為： 

 

 

                   
z
T
∂
∂

−=Γ  

 

 

當中 T 為氣温，z 為高度。圖 8 顯示香港大氣層底部(地面至 950 百

帕斯卡，約 600 公尺)平均氣溫直減率的分佈。從圖中可知，天文台

及赤鱲角站的低能見度多在直減率較小的情況，即較穩定的大氣下出

現。 

 

4.3. 天氣圖尺度形勢 

 

風速、風向和大氣的穩定度的特徵在不同的天氣尺度形勢下

有分別。在冬季，穩定的大氣及小風速的情況多在弱北風潮剛抵達香

港或影響香港的東北季候風緩和時發生。除此之外，在 5 至 11 月期

間，當有熱帶氣旋於香港的東面或東南面逼近時，香港的能見度亦有

可能降低。天氣圖顯示這跟在熱帶氣旋的外圍環流影響下，香港吹西

北風及下沉氣流令大氣較穩定有關(文獻[6])。有熱帶氣旋在香港的

東北面時，華南沿岸吹微弱偏北風，能見度亦會較低。 

 

圖 9 顯示熱帶氣旋途經北緯 15°-35°，東經 105°-130°這範圍

內分別能令天文台及赤鱲角站出現低能見度個案的百分比(出現低能

見度的熱帶氣旋數目除以總熱帶氣旋數目)。天文台及赤鱲角站在北

緯 20°-25°及東經 115°-120°的百分比分別約為 36% 及 52%，較其他

區域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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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見度長期轉差的成因 
 

城市活動如工業、交通、廢物焚化等都使空氣中懸浮粒子的

濃度增加(文獻[11,12])。文獻[13]利用氣象及懸浮粒子數據顯示香

港巿區出現的低能見度主要是與空氣中由城市活動所產生的懸浮粒

子，例如氨化合物(NH4
+ 
)、硫酸鹽(SO4

2- 
)及硝酸鹽(NO4

-
)等有關。 

 

圖 10 顯示天文台站的年平均風速變化。風速在 1968 至 1986

年期間趨勢不顯著，但在 1986 至 2003 年期間有每 10 年下降 0.4 米/

秒的趨勢，達 5% 顯著水平。80 年代中期開始，天文台站亦比早期較

多吹偏西風(圖 11)。出現偏西風的百分比在 1968 至 1986 年期間趨

勢不顯著，但在 1986 至 2003 年期間有每 10 年上升 3.3% 的趨勢，

達 5% 顯著水平。這結果顯示風速及風向的轉變可能是引致 80 年代

中期至今能見度轉差加劇的部份原因。而這些風速及風向的變化可能

與天文台附近的高密度城市發展，高樓大廈影響空氣流通有關。 

 

  1986 至 2003 年間年平均氣溫直減率的時間序列顯示，直減率

不但沒有下跌，反而有上升趨勢，顯示大氣底層趨向較不穩定。這結

果指出大氣穩定度雖有改變，但不是令 80 年代中期以後低能見度轉

差的原因。 

 

天文台站位於市區中心，近 10 多年迅速的城市發展及經濟活

動，有助加劇能見度轉差的情況。香港國際機場的興建及啓用，以及

鄰近東涌新市鎮的迅速發展都可能是令赤鱲角站在 1997-2003 年的

低能見度出現頻率較 1980-1982 年為高的一些原因。 

 

 

6. 結論 
 

香港的能見度在過去 30 多年(1968-2003)有轉差的趨勢，每

年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百分比普遍上升。由 80 年代中期至今

(1986-2003)，天文台站的上升速率為每 10 年 4.61%，是前期

(1968-1986)上升速率的 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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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能見度具有明顯的季節變化。冬季出現低能見度的時

間一般較夏季多。四季中，天文台及赤鱲角站的上升趨勢亦以冬季最

高。 

 

氣象條件是影響能見度的重要因素，小風速、西北風向及穩

定的大氣，都能增加低能見度出現的機會。在冬季，穩定的大氣及小

風速的情況多在弱北風潮剛抵達香港或影響香港的東北季候風緩和

時發生。當有熱帶氣旋於香港的東北面、東面或東南面時，香港出現

低能見度的機會增加。天氣圖顯示這跟在熱帶氣旋的外圍環流影響

下，香港吹西北風及下沉氣流令大氣較穩定有關。 

 

導致香港能見度普遍有轉差趨勢的原因很複雜，包括氣象因

素及城市化產生懸浮粒子等。而氣象因素的變化本身亦可能受城市化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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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氣象觀測站的能見度數據年期及觀測頻率。 

 

 天文台 啟德 長洲 橫瀾島 赤鱲角 

數據年期 1968-2003 1968-1997 1968-1991 1975-1988 
1980-1982,

1997-2003 

觀測頻率 每小時 每小時 每小時 每 3小時 每小時 

 
 
 
表 2. 天文台與赤鱲角站每年及每季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百分比的長期趨勢

(%∕十年)。 陰影代表趨勢在統計學上達 5% 顯著水平。 

 

觀測站 年期 全年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1968-2003 2.11 1.07 0.91 2.73 4.08 

1968-1986 0.77 0.57 0.61 0.31 1.13 

1986-2003 4.61 4.32 0.89 6.21 7.03 
天文台 

1997-2003 3.36 3.77 -2.49 1.49 6.75 

赤鱲角 1997-2003 2.56 -6.89 -1.75 -1.52 19.91 

 

 
 
表 3. 天文台與赤鱲角站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百分比(%)的年和季平均。 

 

觀測站 年期 全年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1968-2003 4.70 7.21 1.31 2.63 8.14 
天文台 

1997-2003 9.18 10.39 2.87 8.92 14.54 

赤鱲角 1997-2003 11.47 9.32 3.69 11.98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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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香港能見度觀測站的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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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站每年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百分比。 

11997-2003 趨勢線, y= 0.256x + 10.448 (r=0.286, 趨勢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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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86 趨勢線, y=0.077x + 2.232 (r=0.4943, 達 5% 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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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天文台站在 1968-2003 年及(b)赤鱲角站在 1980-1982, 1997-2003

年出現低能見度百分比的逐年月際變化(右圖)。 左圖為各月出現低能見度的平

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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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天文台及(b)赤鱲角站出現低能見度時的風速分佈(1997-2003)。

圖中右上角的數字代表各蒲氏風力級別所佔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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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赤鱲角站(1997-2003)的風向分佈圖(以百分比表示)：(a) 出現低能

見度的情況、(b)氣候平均、(c)正距平及(d)負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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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氣溫直減率(香港時間上午 8時的氣球探空資料作計算)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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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997 至 2003 年間 5 至 11 月途經北緯 15o-35o及東經 105o-130o的熱
帶氣旋統計。範圍內的分區數字代表途經該區的熱帶氣旋引致在(a)天文台及
(b)赤鱲角站出現低能見度情況的百分比。括號內的數字顯示途經的熱帶氣旋
數目。圖中有 2 個分區由於只得 1 個熱帶氣旋途經，為使百分比具代表性，
這 2個分區的百分比不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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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圖 10. 天文台站年平均風速的年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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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2003 趨勢線, y=0.008x + 2.924 (r=0.205, 趨勢不顯著) 

1968-1986 趨勢線, y=0.027x + 2.693 (r=0.369, 趨勢不顯著) 

1986-2003 趨勢線, y=-0.044x + 3.60 (r=-0.730, 達 5% 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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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天文台站風向分佈的年際變化。上圖顯示在 80 年代中期至今，偏西
的風向明顯較前期增多。下圖給出偏西風(以 270-230o代表)出現率的年際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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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2003 趨勢線, y=0.158x + 11.633 (r=0.647, 達 5% 顯著水平) 

1968-1986 趨勢線, y=0.133x + 12.052 (r=0.334, 趨勢不顯著) 

1968-2003 趨勢線, y=0.158x + 11.633 (r=0.647, 達 5% 顯著水平) 

1968-1986 趨勢線, y=0.133x + 12.052 (r=0.334, 趨勢不顯著) 

1986-2003 趨勢線, y=0.330x + 12.576 (r=0.749, 達 5% 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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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啟德、(b)長洲和(c)橫欄島每年出現低能見度的時間百分比 

(c) 橫欄島 (1975-1988) 

1975-1988 趨勢線, y= -0.016x + 1.489 (r=-0.062, 趨勢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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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長洲 (1968-1991) 

1968-1991 趨勢線, y=0.088x + 1.132 (r=0.707, 達 5% 顯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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