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气环流异常是主因

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影响

北方高温突破历史极值

极端气象多发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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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解读今年天气：

气候极端异常，今冬或现低温

本报济南8月22日讯(记
者 马绍栋 孙韩高) 记
者日前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了解到，受19日凌晨以来强
降雨过程影响，据初步统计，
济南、东营的11个县(市、
区)、61个乡镇不同程度受
灾，受灾人口30 . 6万人。

目前，徒骇河、马颊河、德
惠新河及赵牛新河工程运行
正常，拦河闸均敞泄，无险情
报告。小清河工程运行正常，
最高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下。
省气象台预计22日下午

到23日白天，大部地区仍有降
水并伴有雷电。其中，鲁中东

部和半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
雨或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
电。省气象台22日11时继续
发布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
警信号。据了解，这至少是我
省连续第三天发布暴雨蓝色
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受连日降雨影响，气温

下降不少。周三周四还将有
大到暴雨，受阴雨影响，最高
气温全省一般在28℃左右，
感觉凉爽。

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
气流、低空切变线和南下冷
空气共同影响，新的一周我
省依然雨水充盈。周二夜间

到周三白天，鲁南、鲁中和半
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
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周
四，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
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
雨，并伴有雷电。

强降雨致济南东营30万人受灾
周三周四大到暴雨来袭，本周最高温28℃左右

航班延误四小时以上

取消该航班航季时刻

本报讯 8月21日下午，
贵州省委在贵阳召开全省领
导干部大会。受中央领导委派，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在会
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中共贵州省
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
决定：赵克志同志任中共贵州
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赵克志，男，1953年12月
生，汉族，山东莱西人。

1997年12月任山东省德
州市委书记；2001年2月任山
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
员；2006年1月任山东省副省
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006
年3月任江苏省委常委；2006
年4月起任江苏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
记。是党的十七大代表。

据《贵州日报》

赵克志

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针对公众关注的航班延误问

题，中国民航局近日再出重拳。
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

表示，由于航空公司自身原因
每月受到两次警告的航班，其
时刻将被收回；航班延误4小时
以上，因航空公司飞机调配和
自身服务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严
重延误，取消航空公司该航班
本航季时刻，并不再受理下一
航季航班时刻的申请，被处罚
的航空公司在本航季内不得
在同航线上重新申请航班。

在航班密度大的航线上，
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
枢纽机场之间航线上，要求航
空公司提高运行控制的决策
效率，预计航班延误超过4个
小时，要及时取消，避免旅客
长时间等待，方便旅客及时签
转其他航班。

记者：您认为今年气候是
否异常？

矫梅燕：从前期气象灾害特
点看，我认为今年我国天气气候
极端异常。特别是入汛以来，气
象灾害的异常性、突发性、局地
性十分突出，极端气象事件多发
重发，灾害分布广，造成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大。华南、江南地
区连遭14轮暴雨袭击；7月，北方
地区连遭5轮暴雨袭击，渭河、辽
河、第二松花江出现严重汛情；
北方多地高温突破历史极值，南
方多地高温持续超历史同期；特
别是8月8日凌晨，甘肃省舟曲县
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
重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这都
充分表明当前我国天气气候的
异常性。

记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矫梅燕：造成天气气候异

常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直接的
原因还是大气环流的异常，也

不能忽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
响。因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
景下，大气中能量分布也发生
了变化，海洋和大气循环、大气
中温度场分布出现了紊乱，使
得天气气候变化规律被打乱，
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的其他
地方也出现，例如，我们邻国巴
基斯坦发生历史罕见的持续暴
雨，引发非常严重的洪涝灾害。
再如，俄罗斯出现百年一遇的
持续干旱少雨天气，引发了大
范围的严重森林大火。至于这
些气象灾害之间是否存在共
性，每一次极端气象灾害是否
都可以归咎到全球气候变暖，
目前尚不能下结论。

记者：您曾经说过，今年的
气候和1998年相似。那么，下半
年可预料的气候形势如何？

矫梅燕：是的。从目前监测情
况来看，今年我国的气候与1998
年比较相似。5月，厄尔尼诺现象
结束；7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
拉尼娜状态，有可能维持并发展
成一次拉尼娜事件。

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反，拉
尼娜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
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
冷的现象。近60年来拉尼娜事
件影响表明，拉尼娜事件发生
后，我国部分地区秋雨偏多，冬

季全国大部以降水偏少为主，
气温偏低。例如，1964年8月下
旬至10月，山东、河南、山西、安
徽大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
和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等地
总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五成
至1倍半，华西及黄淮一带出现
严重洪涝灾害；1973年、1974年
秋季这些地区降雨也明显偏
多；1988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
湖南大部、湖北大部、江西北部
及四川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
同期偏多五成至两倍。在拉尼
娜事件发生年的冬季，我国出
现了明显的冬季低温，例如
1999年冬季，江南、华南、西南
等地出现严重的低温冻害，常
年无寒的滇南地区也出现了历
史上最为罕见的霜冻灾害。就
目前气候状况来看，今年冬天
有可能出现低温现象。

记者：目前我国的天气预测
预报能力达到什么程度？能准确
预测多长时间内的天气情况？

矫梅燕：近年来，我国天气
预报能力明显提高，预报精细
程度可以细到部分乡镇，干旱
的长中期预报和台风、暴雨等
灾害性天气中短期预报及短时
临近(1-3小时)的预报能力也
明显提高，目前对突发性灾害
性天气可以做到实时监测分析
和预报预警。

然而，我国天气气候条件
很复杂，就现有技术能力和水
平，天气预报还不能做到百分
之百准确。

记者：您认为目前气象灾害
防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矫梅燕：气象科普工作。通
过各种形式的气象科普，让老
百姓了解和认识气象灾害及其
防御常识，才能有效地防御气
象灾害，保护自己。然而，许多
老百姓关心的往往只是天气预
报，以便安排日常生产生活，利
用气象信息防御可能出现的气
象灾害却不多。
当然，目前气象科普有些专

业化，许多老百姓看不懂、听不
懂，自然难以有效地防灾减灾。对
于受气象灾害影响最大的广大农
民来说，气象科普通俗化问题显
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据统计，气象灾害所造成
的人员伤亡98%以上发生在农
村，农民是受气象灾害影响最
大的群体。
因此，气象工作者想提高气象

预报服务的效益，就必须重视并努
力将气象预报服务的专业语言转
换成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

据新华社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前期气象灾害特点看，今年我国天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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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出现低温现象。

气候与1998年类似

或现秋汛及冬季低温 短期预报能力提高

仍难百分百准确

气象科普仍是短板

科学防灾乃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