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劣天气，向来考验交
通出行安全。尤其是眼下正
值春运关键期，而湖北、河南
等联通我国南北东西的重要
交通枢纽，也在此次雨雪的
核心影响区。各地在做哪些
准备？又如何应对此次雨雪
天气？

不少地方的日降水量或
累计降水量具有极端性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徐珺：通俗来讲，极端性一般
指接近、达到或超过历史极
值或同期极值，历史同期一
般指几十年这种足够的观测
数据。这次雨雪过程我们讲
的是 2月上旬历史同期的极
端性，也就是说这次过程的
日降水量或累计降水量有可
能接近或超过历史上 2月上
旬出现的最大值。在这次过
程中，陕西南部、华北南部、
黄淮北部、湖北、重庆北部、
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
雪量可达 10—25毫米，局地
超过 3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
新增积雪可达 10—20厘米，
局地可超过 25厘米，是具有
一定极端性的。这是比较少
见的雨雪天气过程，单日降
雪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积
强降雪强度大，对春运出行
等影响也会比较大。

会出现类似 2008年的
雨雪冰冻灾害吗？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徐珺：我想是不会的。相比较
2008年，这次有两个不同之
处，首先是持续时间。2008年
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了
将近一个月，这次雨雪过程
持续时间不到一周，累计雪
量不及 2008年。从冰冻的范
围、强度上看，也是不及 2008
年的。第二点则是体现在低
温上，因为 2008年是一次低
温雨雪冰冻，而这一次是雨
雪冰冻过程。2008年的低温
主要是南方地区偏低，南方
地区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 4到 6℃，这次雨雪过程气
温偏低并不明显。另外还有
一点，经过 15年我们在预报
预警方面，对于这种极端灾
害的应对能力都有所提升。
所以综上，我们认为这次不
会出现 2008 年那种极端灾
害的情况。

各地各部门如何应对？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专家王丽娟：这次大
范围雨雪冰冻天气将会给交
通保畅、能源保供以及设施
农业带来明显影响。由于雨
雪冰冻影响严重地区多在中
东部交通枢纽省份，像途经
济南、郑州等多条高铁，大
广、京港澳等多条高速公路，
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晚点或
拥堵阻断，需要交通部门需
要提前做好防范。受冻雨和
积雪影响，江汉、江淮等地电
力设施覆冰积雪风险增大，

南方用电取暖负荷可能会增
加。因此，能源电力部门需要
提前做好能源储备和除雪融
冰。此外，北方设施农业也要
注意及时清理拱棚的积雪。
总体来说，中东部大部地区
的交通、电力能源和油气保
障以及农业生产部门需要及
时关注当地的雨雪变化，及
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公众出行应注意什么？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专家王丽娟：这次雨
雪冰冻过程影响的严重时段
和春运出行的高峰期是重叠
的，将会对公路、铁路、航空
出行造成较大影响。像公路
阻断、铁路晚点、航班延误，
将会给公众的出行时间带来
很大不确定性。所以大家在
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寒保
暖和时间安排。另外，因为今
年春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跨省出行和自驾出行的
比例明显增高，因此自驾出
行的公众要特别注意防范道
路积雪、结冰和湿滑，防止造
成交通意外。另外，气象部门
针对这次过程，将会及时发
布最新的预报预警，由于持
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也
比较广，因此建议公众还是
要密切关注出行地、途经地
和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信息
的变化，确保出行的安全。

(据山东省气象台、央视
新闻客户端)

2月 1日至 4日，河南
南部、湖北中西部、安徽中
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
湖南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
有冻雨，这是今冬以来冻雨
省份最多的一次。对此中央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
绍，“这样大范围又位置偏
北的冻雨不算多见，也是本
轮雨雪过程中需要特别关
注的点。”

冻雨，江湖别称“地穿
甲”，独门绝技就是“速冻万
物”，制造“草木结冰”“水晶
包浆”等等，是一种破坏力
较强的气象灾害。冻雨是冷
暖空气交汇的产物，一般此
时二者之间冷空气势力强
于暖湿气流。

虽然名字叫冻雨，但它
的形成过程并不是简单地
把雨滴冻上，而是水汽随着
海拔变化发生形态变化的
过程。

在两千米以上的高空，
水汽被“速冻”，以雪花或冰
晶的状态存在。但在一千米
至两千米的较低海拔地区，
受暖湿气流的控制，温度达
到冰点以上，而此时近地面
温度在冰点以下，低于高空
温度，形成逆温层。冰晶或
雪花穿越逆温层，融化成水
滴，到达近地面时又再次被
迅速冷却成过冷水滴，到达
物体表面，如电线杆、植物
等，由于周围环境低于冰
点，就会形成一层冰壳，气
象上称之为冻雨。我国南方
一些地区把冻雨又叫做“下
冰凌”，北方地区称它为“地
油子”。

当冻雨冻结在电线上
时，电线遇冷收缩，再加上
冰本身的重量、风力的作
用，电线会产生绷断的危
险；当冻雨出现在公路上，
交通会因地面结冰而受阻，
也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
几率；冻雨出现在农田，会
冻断返青的冬麦，或冻死早
春播种的作物幼苗。另外，
还能大面积地破坏幼林、冻
伤果树。2008年 1月，我国
南方地区接连出现四次严
重的低温雨雪天气过程，致
使我国南方近 20个省（区、
市）遭受历史罕见的冰冻灾
害，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电
力传输、农业等受到极为严
重的影响。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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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最复杂春运天气开启

山东有两次大范围雨雪天气

山东省气象台于 1 月 31
日 16 时 00 分继续发布道路
结冰黄色和内陆大风蓝色预
警：受西南暖湿气流和较强冷
空气共同影响，预计 1 月 31
日夜间至 2月 1日上午，我省
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雪过
程。其中，聊城南部、济南南
部、泰安、菏泽、济宁、枣庄、临
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雨夹雪
或小雪转中到大雪局部暴雪，
最大降雪量 8～10毫米，最大
积雪深度 5～8厘米；滨州、东
营、烟台和威海天气多云间阴
局部有小雪；其他地区有小
雪，预计上述地区将产生对交
通有影响的积雪和道路结冰。
1月 31日夜间到 2 月 1 日白
天，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
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 6～7
级阵风 8～9 级减弱到 4～5
级阵风 6～7级，其他内陆地
区 5～6 级阵风 7～8 级减弱
到 3～4级。

据中国气象台发布称，1
月 31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地
区将遭遇今冬以来最大范围、
最长时间的雨雪天气过程，我
国将遭遇 2008年以来最复杂
春运天气。据气象专家介绍，
此次雨雪天气过程具有雨雪
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冻
雨范围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
量具有极端性等特点。而从时
段上看，雨雪影响将从本周中
后段到下周初，正是春运关键
期。《新闻 1+1》连线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徐珺、中国气象
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专家王
丽娟，共同关注：大范围强雨
雪天气，春运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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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雨雪天气来袭，各地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