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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遭遇大规模洪灾

春汛期应警惕融雪型洪水
本报记者 罗澜

近日，俄罗斯乌拉尔南部、西伯利亚西

部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河流水位上升，

导致俄罗斯中部、哈萨克斯坦北部遭遇大

规模洪灾。

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政府在当地

时间 4 月 12 日发布消息称，该市附近乌拉

尔河水位已达 11.5 米，远超当地 9.3 米的水

位警戒线，刷新当地有水文观测记录以来

的最高值。截至 12 日，该州仍有 11773 栋

民宅因洪水被淹，10739 人已从被淹地区

疏散。而在哈萨克斯坦，多地因洪灾进入

紧急状态，该国农业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洪水已造成约 8100 头牲畜死亡。以上

两国为何出现大规模洪灾？如何应对防

范？对我们又有何启示？

冰雪消融叠加降水致水位急涨

乌拉尔河发源于俄罗斯中西部的乌拉

尔山脉，流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水源

主要来自融化的冰雪。乌拉尔河当前正值

春汛，近期气温急剧上升导致冰雪迅速消

融，河流水位上升。尽管乌拉尔河发生春

季洪水并不罕见，但融雪叠加降水影响，使

乌拉尔河的水位上升异常迅速。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马双梅分析，自 3 月中

旬以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快速升

温，4 月初的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近 10℃，

加快了当地冰雪消融的速度。其中，3 月

下旬，上述地区出现降水过程，降水与气温

升高导致的融雪效应叠加，进一步加剧了

洪水灾害。

统计显示，1900 年至 2020 年，俄罗斯

发生融雪型洪水灾害 44 次。俄罗斯西南

部的大高加索山脉冰雪资源丰富，融雪型

洪水灾害较东部更多。已有研究表明，3

月至 4 月是融雪型洪水灾害高发期，随着

春季气温回升，山区海拔较低的地区积雪

首先融化，高海拔地区的积雪也逐渐融化，

容易形成破坏力强的洪水。

融雪型洪水在春季频发

融雪型洪水是由冬季积雪或冰川随

着气温升高融化导致的。研究显示，其主

要发生在高纬度地区或是海拔较高的山

区，若前一年冬季降雪较多，春夏季节升

温迅速，大面积的积雪融化就会形成较大

的洪水。

从成因来看，融雪型洪水可以分为升

温融雪型洪水和雨雪混合型洪水。前者一

般发生在春季气温升温期，主要由迅速升

温导致；后者通常出现在春末夏初，是在积

雪消融时叠加降水径流形成的，而极端暴

雨事件往往是触发因素。

我国也会出现融雪型洪水，其中，升温

融雪型洪水主要发生在新疆北部，约占干

旱区融雪型洪水的 75%以上；雨雪混合型

洪水多发于祁连山、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

山等地，且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呈现增

多趋势。马双梅说，雨雪混合型洪水致灾

性更强，一是雪面雨会携带较多的热量，

加速积雪消融速度，并补充洪水形成的物

质来源，增加融雪径流；二是雨雪混合型

洪水具备突发性强、陡涨缓落、峰高量大

等特点，引发的洪水强度比升温融雪型洪

水更大。

融雪型洪水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冰凌

和融冰，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雪崩等其

他次生灾害，破坏性大，对道路、桥梁等基

础设施及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多措并举防范应对融雪型洪水

对于融雪型洪水应如何防范？马双梅

说，在我国，融雪型洪水一般发生在 4 月至

5 月，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的高纬度地

区。受全球变暖影响，极端升温、高温、降

雪事件增多，导致干旱区融雪型洪水频次

增加。其中，新疆地区尤其是北疆的融雪

型洪水灾害更为严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干旱区融

雪洪水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气象局乌鲁

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毛炜峄及其研

究团队重点参与该项工作，对新疆融雪型

洪水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

深入研究。毛炜峄介绍，研究团队目前已

完成干旱区融雪型洪水灾害数据库构建，

基于数据库将西北干旱区洪水灾害风险梳

理出极高、高、中、低和安全等 5 个级别区

域，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支持；研究团队还

针对融雪过程升温强度进行科学分类，为

新疆春季融雪型洪水的风险分析提供历史

数据基础；研发山区智能网格温度订正预

报方法，为融雪型洪水预报提供技术支持。

毛炜峄说，研究团队已在阿尔泰山、天

山和祁连山等三个示范区，建立融雪型洪

水地空天一体化立体监测体系，对示范流

域的降雪事件、降水量、升温过程及河道径

流水情等进行监测，研发了覆盖示范流域的

气温、降水等要素网格预报产品，为精准监

测预警示范流域融雪型洪水提供数据支撑。

气象专家建议，在做好气象监测预报

的同时，还应在融雪型洪水易发期积极开

展山洪灾害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加强对地

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口密集区、交通干线、重

要设施等重点地段的全面排查，对容易引

发融雪型洪水的区域进行重点防控；加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河道护岸及堤防

工程、排洪渠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工程设施

安全运行和灾害防御预案；开展针对性水

利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建设大中型水库，

有 效 调 控 融 雪 型 洪 水；加 强 科 普 宣 传 教

育，全面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避险意识

和能力。

有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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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加拿大东南岸四面环海的新

斯科舍省，一种奇特的云层出现在天空中，

其形状就像倒挂着的海洋波浪一般，具有

动荡漩流和迂回状云峰，仿若梵高笔下神

秘梦幻般的仙境，蔚为壮观。

这种云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阿

斯帕拉图斯云（拉丁语Asperitas音译，原意

为“粗糙的”），很符合其特征，因为这种云

看起来就像天空中波动起伏的海浪或粗

糙的海面。

那么，这种云是如何被发现的？这其

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云层的阴

影、明暗相间的光线以及青黄色的背景，这

种景象我从未见过，而且云层似乎在变

化。”2006年6月20日，在美国爱荷华州一

家律师事务所的 11 楼，当律师助理简·威

金斯从窗户往外望去时，她迟疑了一下，难

以相信眼前的情景是真的——波浪形的

黑云正笼罩着天空。

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威金斯拿

起相机将这个场景拍了下来。本以为会

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但 15 分钟后，云层

消散了。

威金斯拍摄的这张图片引发了一群

气象爱好者的好奇心，他们想为其创建一

种新的云型。之后，又有人在加拿大、法

国、挪威、新西兰等国见到这种云。

在2015年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

这种云被科学界接受，成为自1951年乱卷

云被认证以来的第一种新云型。2017年3

月，其被收入《国际云图集》。

阿斯帕拉图斯云较为罕见，这种像海

浪一般的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其形成机理尚存在很多争议

和未弄清楚的地方。有假说认为，出现阿斯帕拉图斯云一般与其后

发生的对流性雷暴有关，但也有人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看到过这种

云。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乳状云下降到大气中风向沿不同高度变化

的区域时，就会产生这种波浪起伏式的云层运动。

尽管阿斯帕拉图斯云形成过程本身不会产生降水，但其与随后

发生的雷暴有一定关联。这样的云是高空极端不稳定的标志，与大

气低层的稳定相对立，这意味着其可能与层积云和高积云等其他降

水性云层相伴出现。

阿斯帕拉图斯云 图片来源：世界气象组织

洛阳举办首届气象科普讲解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徐贵勤 冉晨 汪可可报道 4 月 12 日，河南省洛阳

市气象局联合市科协举办首届全市气象科普讲解大赛。大赛分少

儿组和成人组，经过线上初选，来自气象部门、高等院校、中小学的

22 名选手参加决赛，并产生少儿组、成人组一等奖各一名。

此次气象科普讲解大赛搭建起了科普平台，营造了浓厚的气

象科普氛围，为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气象科普讲解员队伍奠定坚实

基础。

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湖冰完全融化
本报讯 记者金泉才 通讯

员刘致远 王喆报道 4 月 10 日，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获悉，高原“蓝宝石”、我国最大

的 湖 泊 青 海 湖 湖 冰 完 全 融 化。

监测显示，自 3 月 30 日开始，青

海湖湖泊表面已连续 5 日有液

态水域，且面积≥湖泊总面积的

10%，因此 3 月 30 日为青海湖开

始融化日，与去年相比提前7天。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

部，是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

流域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

态安全和中国西北部大环境生

态平衡的重要水体。青海省气

象科学研究所基于国产高分卫

星数据、环境卫星数据，持续动

态 监 测 青 海 湖 湖 冰 的 融 化 情

况。青海省气象局制定《高原湖

泊湖冰物候遥感监测技术》地方

标 准，规 定 了 高 原 湖 泊 湖 冰 物

候 的 定 义、湖 冰 物 候 信 息 提 取

方法等。

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利

用卫星数据监测青海湖湖冰融

化进程，发布《青海湖湖冰融化

期预报》《青海湖湖冰融化进程

遥感监测》等产品，拓宽生态气

象服务产品发布渠道，助力青海

湖生态保护及旅游业发展。

陕西发布气象探测
业务运行评估报告

本报讯 通讯员黄笑笑 张晰报道 日前，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

障中心发布《陕西省综合气象探测业务运行评估报告（2023 年度）》

（以下简称《报告》）。这是自 2008 年该中心制作和发布探测业务年

度运行评估报告以来的首次全面改版、升级。

《报告》对陕西省气象观测站网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并重点对

2023 年新建成并投入业务试运行的延安、安康两套完整的垂直廓线

观测系统开展评估分析，充分发挥新型探测设备观测及服务效益。

据悉，2022 年以来，陕西省通过中国气象局雷达工程、补短板工

程以及“十四五”省部合作协议项目等一系列重要项目，不断提升天

气雷达、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以及自动气象站等站网密度，观测

要素更加丰富，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精密监测网络不断巩固和

加强。

新疆高速公路交通气象站
建设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 通讯员玉素甫·吐尔公报道 4 月 10 日，新疆气象服务中

心、新疆交通科学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编写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速公路交通气象观测站建设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由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实施。

该标准以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及自动气象站观测

规范为基础，结合相关的政策法规、行政规章及新疆高速公路建设、

养护、运营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明确高速公路交通气象观测站建设

的基本原则，规定站点选址布设、监测要素设置与技术指标，统一数

据采集存储与传输标准。该标准适用于新疆高速公路交通气象观

测站的建设，其他等级公路和现有气象站的改造利用可参照执行。

作为新疆第一部高速公路气象观测站建设方面的通用标准，其

不仅填补了自治区高速公路气象观测站点建设领域地方标准的空

白，也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气象局跨行业、跨部门开展共同

立项、审查、发布的地方标准合作典范。该标准的实施，将为自治区

高速公路交通气象观测站建设提供重要标准规范支持，对于提升公

路交通气象监测能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气象展教团队
亮 相 校 园 科 技 节

本报讯 通讯员楚艳丽 苏晨 记者叶芳璐报道 4 月 9 日至 10 日，

在北京西城区德胜中学第二届科技节中，北京气象学会联合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减灾协会等单位组成气象展教团

队，开展气象科技系列展教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气象、在探

索中关注气象。这是德胜中学科技节首次设立气象分会场，累计参

与人数近 500 人次。

气象科技系列展教活动设置了模型制作、微论坛、城市气象科

技研学、手持气象观测仪实践、风陀螺仪比赛等多项活动。气象展

教团队带领学生制作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飞机纸模，介绍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原理等内容，分别以“极光：一亿五千万千米之外的问候”和

“城市微尺度气象快速分析和预报模式”为题作报告，发放《城市气

象研学手册》和气象元素印章等。

通过此次活动，气象展教团队进一步了解了校园气象科学教育

需求，积累了研学活动经验，也为推动首都气象科技成果科普转化

奠定了基础。

福建气象部门两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
本报讯 通讯员李冬梅 马

清 岳辉英 林敏丹报道 近日，福

建省政府公布 2022 年度省科学

技术奖励决定，省气象局申报的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天气预报关

键技术及应用”“海峡西岸强对

流形成机理与监测预报技术及

应用”分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三等奖。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天气预

报关键技术及应用”通过海量观

测数据和数值模式资料，历时 20

年 研 究 和 攻 关，建 立 了 包 括 理

论、技术、产品和应用等四个方

面的智能天气预报业务体系，系

统揭示了东南沿海地区独特地

形下 强 降 水 的 发 生 发 展 机 制，

创建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地区独

特 地 形 的 降 水 预 报 技 术 方 法，

组建了多种方法有机融合的气

温 预 报 关 键 技 术 方 法，构 建 了

基于大数据的无缝隙天气预报

预警系统。

“海峡西岸强对流形成机理

与监测预报技术及应用”针对海

峡西岸复杂地形和下垫面条件

下强对流天气形成机制认识不

深入、强对流系统自动化监测预

警预报关键技术缺乏等问题，围

绕防灾减灾需求，历经 6 年科技

攻关，创造性构建了台风环流内

台湾地形下游效应在海峡西岸

强对流形成中作用的物理图像，

研发了海峡西岸强对流物理概

念模型与监测识别预警指标体

系，发展了海峡西岸强对流自动

化 识 别、追 踪 和 监 测 预 警 新 技

术，率先发展了雷达风场反演新

技术。

4月15日，浙江省永康市气象局实训室正式启用。实训室配置全套主流型号气象观测仪

器，业务人员可在此学习仪器检修并进行实操训练。永康市气象局还邀请专家为业务骨干开

展自动气象站各类设备维护维修技能培训。

图为培训现场 图/文 邵祝

青岛即墨气象海事签订共建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林泽磊 通讯员于增强报道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即

墨区气象局与即墨海事处签订共建合作协议，联合构建海洋气象服

务联动体系。

根据协议，双方将结合当地海域实际情况，加强优势互补与协

作，共同提升气象智慧预报和海事智慧监管水平，保障海上交通和

重大项目建设施工、运营安全。

涡阳县局建自动气象站“健康档案”

本报讯 通讯员武国兵报道 日前，安徽省涡阳县气象局完成全

县 46 套区域自动站汛前巡检维护工作。

涡阳县气象局技术人员对站点的雨量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采集器、百叶箱、太阳能电池板等进行清洁维护，填写雨量核查记录

表，拍摄站点探测环境最新八方位和全景照片，建立自动站“健康档

案”。此外，技术人员及时排除巡检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并制定安全

隐患整改清单，确保汛期各项气象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各类仪器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