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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探索，各部门应对海冰的
举措日渐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多部
门联动，健全海冰预警预报体系，渔业部
门也在积极为全市渔民投保，增强渔民的
抗风险能力。

业内专家称，海冰不可预防，但海冰
预警预报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对海冰灾
害的预报和研究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
乏；对海冰的实时监测缺少高分辨率的卫
星遥感资料，海冰航空监测缺少机载专用
海冰监测设备；海洋监测部门海上尚无具
有破冰能力的专用监测船只，陆岸缺少定
点、连续进行高分辨率的观测站点和设
备，缺少海冰应急监测设备。这些均是制
约海冰预警预报能力和质量的短板，亟需
改进。

据张杰平介绍，鉴于前两年的情况，
今年1月初，山东海事部门就已经做出防
抗海冰工作部署。联合港口、引航、航标等
单位共同抗冰，建立了科学的船舶交通组
织机制，制定并完善了《防抗海冰灾害工
作预案》、《现场破冰方案》、《引航保障方
案》、《船舶组团编队进出港方案》、《浮标
维护方案》、《冰情监测和预警发布机制》
等多个方案，确保将海冰影响降至最低。

与此同时，为减少海冰对渔民造成的
损失，渔业部门正在全力推进渔业互保工
作，增强渔民的抗风险能力。记者从青岛
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2011年全市入保渔
民1 . 45万人，入保率达95%，较2010年提高
了30%，渔民平均保险额达22万元，渔船渔
民总保险额达36亿元。

一向以不淤不冻著称的胶州湾，为何
近几年海冰频频出现，而且会造成严重损
失？

对于胶州湾水域结冰的原因，2010年
初，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任一平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除了持续的低温之
外，与胶州湾海域海水盐度降低有重大关
系。胶州湾海域有多条河流入海，海水整
体盐度在30‰—32‰之间，属于偏低水平
(一般海水的盐度都在34 . 5‰左右，冰点大
约在-2℃)，比其他海域的海水更容易结
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专家
赵炳来认为，海冰的出现与胶州湾受到人
为破坏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填海造陆导
致胶州湾面积不断缩水，海水动力减弱，
水体交换变得缓慢，尤其是浅海区域，很
容易结冰。

2009—2010年冰灾造成如此大的损失
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天灾。国家海洋局北海
预报中心副主任江崇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曾说，由于多年来海冰冰情较轻，人们放
松了对海冰灾害危害性的认识，防灾能力
缺乏。根据相关记载，上次发生较大规模
的冰灾还是在40年前的1969年，而且主要
发生在渤海海域，胶州湾海冰影响相对较
小。

难怪山东海事局副局长张杰平称，在
2009—2010年的冰灾突然来临时，大家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
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当时也没有完善的应
急机制，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也没能
避免。

经过连续两年的冰灾，相关部门已经
探索并制定出了有针对性的预警方案，沿
海渔民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当今年的
冰期来临之时，大家却发现，今年没有出现
前两年的持续低温天气，海冰虽然如期而
至，却没有造成多少损失，悄悄地走了。

探源冰灾：

冰封近海的“狼”

为何频繁来犯

渔民盼望：

健全预警机制

增加渔业保险

2月8日，看着红石崖海域近海的
冰层，被2009冬天的海冰“重创”的红
石崖街道办的渔民曲学贵已经不再恐
慌，因为今年的冰情没有往年严重。

8日，记者来到胶州湾红石崖附近
海边采访冰情时，曲学贵正在海边溜
达。一眼望去，红石崖海域沿岸的礁石
及滩涂上白花花的一片冰，看不到涌
动 的 海 水 ，停 靠 在 此 的 渔 船 被 牢 牢

“钉”在冰封的滩涂上。
出乎意料的是，望着被海冰冻住

的渔船，曲学贵却显得并不着急，此前
对海冰的恐慌也完全消失。天气转暖，
海冰期眼看就要过去，海冰对他今年

的养殖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虽然胶州
湾红石崖海域被冰封了一个多月，但
随着天气转暖，海冰已经开始全面消
融。

其实，关注冰情的不仅仅是这些
渔民，相关部门也时刻关注冰情。在今
年1月初，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就
发布预报称，1月份胶州湾海域海冰发
展较快，港口码头区域可能出现较严
重冰情，冰情与去年冬季相仿。今年1

月9日，山东海事局称青岛胶州湾海域
的海冰防抗工作已经部署就绪。

当人们惴惴不安等待着“狼来了”
时，最后却发现今年的海冰虽然“来势

汹汹”，却是“有惊无险”，着实让大家
闪了一下腰。

记者从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了
解到，截至 2月 6日，青岛市海洋养殖
业没有因海冰出现，导致受灾事件发
生 。前 期 不 少 养 殖 户 已 将 水 产 品 上
市，其余的采取措施移至室内养殖，
未造成大范围受灾。2月 9日，国家海
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发布海冰Ⅳ级警
报 (蓝色 )解除通报。惴惴不安了一个
冬天之后，渔民和养殖户终于松了一
口气。而山东海事局也发布消息称，
今年的海冰并未影响海上航行和港
口生产安全。

今年冰情：

海冰“雷声大，雨点小”

2009年的冬天，海冰灾害让胶州湾
沿岸浅海养殖池遭了殃，不少养殖户的
鲍鱼被冻得翻了肚皮。那年冬天，媒体
铺天盖地的报道给了海冰，当时的描述
是渤海及黄海北部出现大面积海水结
冰现象，部分海域冰层厚度达40厘米以
上。根据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2010年1月
19日的数据显示，青岛市因海冰灾害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12448万元，海水滩涂养
殖的贝类、虾类遭到冰封，海水养殖大
棚受损。

曲学贵说，在2009年之前，虽然海
面也有浮冰，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在
意，因为对渔船和养殖没有多少影响。
据黄岛边防检查站工作人员陈冉介
绍，相比前两年，今年的冰情较轻，他
们共出动了3 0余人次警力帮助渔民，
而在2 0 0 9—2 0 1 0年的冰期，他们共出
动警力达到了60人次以上。那么，今年
的冰情比往年弱，为什么还让人们如
临大敌？

山东海事局的工作人员马桂山认
为，主要是因为2009—2010年突如其来
的海冰灾害，给当时的渔民和近海养殖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海
上交通和港口生产。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因而近两年每到海冰期，冰情
都会受到格外的关注。

据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当时的不
完全统计，山东省渔业受灾人口达9 . 5万

人，浅海、滩涂、海水养殖池塘受灾面积
14多万公顷，损失水产品20余万吨；受损
养殖大棚4000余个，面积达320万平方
米，筏架5000多公顷，网箱300余个，渔船
500多艘。这次海冰灾害造成山东省渔业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本报记者 潘旭业

今年2月2日，在红石崖附近海域，民警和渔民合
力“解救”渔船。 通讯员 梁铁君 封凯明 摄

一年一度海 灾

何时不再“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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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冰蓝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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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大规模灾

害，甚至还有几

次因气温回暖

融化。每次高喊

“狼来了”的海

冰，今年却只闪

了几下“狼”影。

然而，对于

全力准备抗灾

的渔民来说，这

种玩笑却让他

们胆战心惊。他

们盼望气象、海

事与渔业部门

合力，可以让他

们“旱涝保收”。

恐慌原因：

一朝遭冰灾，三年心慌慌

今年 1

月5日，胶州
湾海域初生
海冰。

通讯员
俞方平 摄

2010年1月23日，渔民正在修补被海冰损毁的渔船。 记者 杨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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