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霾天气要戴口罩吗？雾是如何形成的？  

雾是怎么形成的？和霾有区别吗？对人健康会不会有影响，要戴口罩吗？一起来看看？看

看吧！ 

雾是怎么形成的？ 

气象专家给雾下的定义是：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中，使地面水平能见

度低于 1 千米的自然现象。当雾气十分浓重、水平能见度不足 500 米时，称为大雾；当雾气较

轻微，水平能见度大于 1 千米但小于 10 千米时，称为轻雾。 

雾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空气中的水汽必须达到饱和状态，也就是相对湿度要达到或接

近 100%。其次，要有冷却降温。气温下降时，空气中的水汽就会凝结，如果空气足够潮湿，凝

结的水汽会更多。当足够多的水分子与空气中微小的灰尘颗粒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细微的水

滴悬浮在空气中，形成雾。一般情况下，白天温度比较高，空气中可容纳的水汽较多，所以不

容易形成雾。到了夜间，温度下降后，空气中能容纳水汽的能力减弱，近地面的空气变冷，空

气中的水汽很快达到饱和状态，多余的水汽就会凝结成雾，这就是为什么秋冬季节清晨频繁出

现大雾的原因。雾的种类很多，根据雾家族成员出现的频率，通常有辐射雾、平流雾、蒸发雾、

上坡雾、锋面雾、谷雾、冰雾、烟雾等。  

雾和霾一样吗？ 

雾和霾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区别，但常常相伴而生，在一定条件下又能相互转化。

从视觉上，雾和霾都会让能见度变差，看起来雾茫茫一片。但从污染角度，雾和霾差别很大，

霾约等于空气污染，雾不等于空气污染。雾是很多小液滴组成的，它的微观成分为水。霾是由

大气中的尘粒、盐粒、烟粒等等固体的颗粒物组成，它的颗粒物非常细小（比组成雾的小液滴

还小），其中就包含那些直径在 2.5 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也就是常说的 PM2.5。当夜间气温

低，空气湿度大，水汽饱和时出现的雾一般都是干净的。但如果雾是在霾的基础上出现，这个

雾往往是“脏雾”，也就是以霾的颗粒物为凝结核，小水滴包裹在外面形成的雾。雾和霾常常相

伴而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雾霾。在雾霾天气形成时，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呦！  

对健康有影响吗？要戴口罩吗？  

雾霾天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时间暴露在雾霾天气

中，可能导致咳嗽、流涕、气喘、头痛等症状。雾霾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患

病风险，对老人、儿童和慢性疾病患者影响尤为明显。  

所以，雾霾天气时戴口罩是保护身体健康的有效方法之一。尤其室外滞留时佩戴有防护功

能的口罩，雾霾严重时推荐戴 N95 等颗粒物防护口罩，能够过滤至少 95%的无油性颗粒物，包

括 PM2.5、尘埃、花粉、病菌等，提供更为可靠的防护效果。（N95 口罩一般分为带气阀和不

带气阀两类，对于特殊人群如老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哮喘病人等，应选择带气阀

的口罩。） 

另外，尽量减少出门，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口鼻及裸露的皮肤，雾霾严重时不要开

窗，也不要在室外晾衣物。大家要做好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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