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刘振 ) “今天这天儿，透过
窗户往外看，还以为是换成
毛玻璃了呢！PM2 . 5都得爆表
了吧！”13日，德州网友“名
不经转”在微博上“吐槽”连
日来的雾霾天气。记者从山
东环境网站获悉，市区6个
监测点位全部显示“严重污
染”，首要污染物PM2 . 5一度
达到0 .701mg/m3，超标9倍
多。

13日早上7点，家住温泉
小区的的石先生起床发现，
所在居民楼的6层完全被雾

包围，看不到楼下的道路情
况，天空被路灯“染”成黄色。
下楼后他发现10米之外就看
不见车灯了，因为担心空气
对身体危害太大，他不得不
取消了每天坚持的晨练。“一
连四五天大雾天了，以后出
门要带‘防毒面具’了。”石先
生笑着说。

13日，记者统计了早上9
点到下午6点空气监测数据，
发现市区白天全部显示“严
重污染”，属于空气质量指数
最差的级别，各时段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基本都在

400左右，濒临AQI500的“爆
表”的指数。与济南、聊城等
周边城市不同，德州的首要
污染物都是PM 2 . 5 (细颗粒
物)，其数值一度达到0.701mg
/m3，超标9倍多。

记者从德州市气象局和
环保局获悉，连日来的雾霾
天气是空气污染的首要原
因，冬季燃煤和汽车尾气也
加剧了PM2 . 5数值飙升，对此
环保、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
将展开联合整治，同时也倡
议市民低碳出行，共同改善
城市空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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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连日遭遇严重污染天气

PM2 . 5超标成首要“元凶”

13日，湖滨大道市民在雾霾中前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格特别提醒
●AQI达到重度污染级

别时，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
肺病患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
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
运动。

●AQI达到严重污染级
别时，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应
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
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运动。

●减少外出，避开6—8时
和20—22时污染高峰期；雾天
行车不要使用远光灯，保持安
全车距。

●可间歇使用刮水器，把

风窗玻璃上因雾气凝成的小
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

●如在高速公路上突遇
浓雾，高速公路能见度小于50

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

公里，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
离高速公路。

●户外工作者以及市民
外出活动时应戴上棉质口罩，
开窗通风要注意时间和频次；
老年人和儿童更应注意防寒
保暖，尽量不要外出。在饮食
上，她建议市民多喝银耳汤、
多吃梨等润肺水果。

本报记者 刘振 整理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孙
婷婷) 从11日开始，德州就陷
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的天气
中，就连呼吸都不舒畅。预报
显示，14日，部分地区仍是大
雾天气，15日为多云天气。

13日上午，气象局继续发
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其中大
雾比较严重的是夏津县和武
城县两个地区，其他县市能见
度已经恢复到1千米以上，当
日下午，大雾黄色预警信号解
除。据预报，14日，大雾天气仍
将持续。

据德州市气象台气象专
家介绍，大雾天是每年秋末到
初春极易出现的天气现象。近
期冷空气势力较弱，大部分地
区的气温有所回升，由于近地
面的相对湿度较大，风力比较
小，另外夜间天空晴朗少云，
夜间辐射降温幅度较大，容易
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凝结，从而
形成大雾天。

由于雾滴中吸附着大量

的尘埃、污染物以及细菌，对
人体的呼吸道产生刺激，容易
诱发咽喉炎、气管炎、结膜炎
等疾病。心脏病、肺病患者等
易感人群应加强防护，市民应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最高气温4℃，怎么还那
么冷。”气象专家介绍，大雾天
的影响下，见不到太阳，气温
显得比实际温度还要低，市民
会感觉比较阴冷。

具体天气预报：14日，雾
转多云，北风转东南风2～3
级，最低气温-6℃，最高气温
0℃。15日，多云，东南风转北风
2～3级，最低气温-4℃，最高气
温3℃。16日，多云转晴，北风3
～4级，最低气温-6℃，最高气
温2℃。17日，晴，北风2～3级，
最低气温-8℃，最高气温2℃。
18日，晴到少云，北风转西南
风2～3级，最低气温-4℃，最高
气温6℃。19日，晴转多云，西南
风2～3级，最低气温-4℃，最高
气温8℃。

夏津武城遭“最大浓雾”袭击
气象部门一度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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