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6日开始，天气又复

杂起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

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黄

色预警。与此同时，中央气象

台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

预警再度齐发。未来几天，暴

雨、大暴雨、雷暴大风、冰雹等

天气将影响我国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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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今年极端天气频繁

截至5月底，南方还有两轮

明显降雨过程。从26日 20时

至 27日 20 时，浙江、江西、福

建、湖南、四川、贵州、广西、云南

及西藏9省（区）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与此同时，河北、辽宁、山

东、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

8省（区）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

或冰雹天气；山东、湖南、江西等

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28日至31日，江南、华南，

以及贵州等地将有一次明显的

降雨过程，不少地方还将有暴雨

出现。

可以看出，近期南方降雨频

繁，而且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

不少。实际上，今年以来，极端

天气频频造访我国，尤其是进入

４月中旬以来，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多次来袭。和往年比，今

年天气有异常吗？面对极端天

气，我们该怎么防、怎么躲？一

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9省区有大到暴雨 8省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沙尘暴、极寒天气、龙

卷风，自2021年冬春交接

开始，极端天气接连发生，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

席专家周兵表示，截至目

前，我国气候相对异常。

一方面，极端天气频

繁出现。春季沙尘天气成

主角，发生次数与2007年

状况相当，进入到四五月

份后，强对流天气又开始

频繁出现。

另一方面，气候出现

了快速转换。比如去年冬

天以来，1月中旬前非常

寒冷，但1月中旬后快速

增温，整个冬季出现暖冬

的现象。

极端天气事件频繁是

否意味着我国突然进入了

一个气象灾害年？

周兵介绍，大概在

1998年前后，极端天气事

件开始增多，并不是近两

年才出现的现象。“近些年

降水的强度明显有增长趋

势，气候的格局也在悄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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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背后有一个共同的

为什么今年冬春会发生一系

列跟往年偏差比较大的极端天气

状况，它们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共同

主角呢？专家们捕捉到了这个角

色——大风。

“今年到目前为止，大风似

乎成为强对流天气、沙尘天气和

寒潮冷空气的主角，大风现象串

联了整个季节。”周兵介绍称，今

年沙尘暴的启动者是风，强对流

天气、雷暴大风、龙卷风的主角

也是风，冬季的寒潮强冷空气也

是以偏北大风为主体，所以说似

乎大风成了贯穿冬季到春季的

一条主线。

今年极端天气背后的共同主角共同主角是谁？

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就是风、雨、

雷、电、冰雹，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张涛表示，对于非常极端的天气，

在极端的可能性到临近分钟级的时

候，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预警。

如果是信号强的，可以做到提

前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甚至是小时

级发布相对更精准一点的预警，

“但这样的预警时效性要求非常

高，需要整个社会响应的效率和力

度跟上。”

张涛分析称，此前长江中下游

出现的大范围雷雨强对流天气大部

分不那么极端，极端的情况只是小

部分，中央气象台、地方气象台都很

早发布了预警。“但针对龙卷风而

言，是不可能提前很长时间给出精

准预报的。”

极端天气可以监测预警吗？

专家表示，气象灾害和

极端事件频繁发生，未来在

某种程度上应急这种现象

可能会成为常态。这种情

况下，公众对极端天气有更

强的防灾和避灾意识显得

尤为重要。遭遇极端天气，

我们该如何应对？

面对极端天气，如何保护自己？

夏季容易遭遇大雨天气，在大
雨天气里骑自行车，应该注意以下
几点：

1.骑车途中遇雨，不要为了免

遭雨淋而埋头猛骑。

2.雨天骑车，最好穿雨衣、雨

披，不要一手持伞，一手扶把骑行。

3.雨天骑车，应与前面的车辆、

行人保持较大的距离。

4.雨雪天气道路泥泞湿滑，骑

车要精力更加集中，骑行的速度要

比正常天气时慢些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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