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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等地遭冰雹突袭，淄博地势落差大，也是冰雹多发区

冰冰雹雹仅仅能能提提前前两两三三小小时时预预报报

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主任胡光辉说：“手机短信是最有效
的发布冰雹预警的途径，气象平台
与通讯商合作，但由于发布时效太
短、信息传递延时等情况，通讯商在
较短时间内可能很难让所有市民都
知道冰雹的来临，也就给市民留下
了冰雹总是来得很突然的印象。”

如果是极端天气灾害，市政府
应急办会启动特殊措施保障每位市
民的知情权。“为了弥补短时预报的
局限性，电台、报纸等媒体都会实时
发布天气情况，保障绝大多数市民
都能知道。”

通过短信等

实时发布预警

9日16时50分左右，济南东部地区，济宁曲阜、高新区、兖州区等多地遭到冰雹突袭。冰雹状如元
宵，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10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份是冰雹多发时间段，而且处于麦收
时节，容易造成重大灾害。但淄博近日暂无冰雹预警，以多云和晴天为主。

淄博冰雹多发不仅与明显的冰
雹分布带有关，也与淄博的地形有
关 。淄 博 南 部 最 高 点 鲁 山 海 拔
1108 . 3米，中部地陷向北倾伏，北部
平原最低点海拔仅5米，地势南高北
低，落差超过1000米，南部山区山脉
多呈东西走向，地表起伏不平，热力
性质不一，受太阳辐射的增温程度
不同，造成冷热源水平和垂直分布
差异，有利于产生热力对流，也就更
容易冰雹天气的形成和发展。淄博
降雹的地理分布表现为：山区多于
平原，平原多于丘陵。

山区降雹多于平原

平原多于丘陵

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主任胡光辉说，淄博存在着明显的
冰雹分布带，有两个降雹大值中心，
分别是最南部的沂源县和最北端的
高青县，中部的张店降雹次数最少。

“从2、3月份一直到11月份都有
降雹的可能性，但主要灾害则集中
在麦收时节，也就是6、7月份。”胡光
辉说，淄博属于冰雹的多发区，年均
降雹算起来有四五次，但近几年并
无出现过较大的灾害和损失。

“冰雹的危害性要看发生的时
段和冰雹的形态，淄博市绝大部分
的冰雹属于软冰雹，也就是外表虽
然裹着一层冰，但内部是水，损害性
小。”胡光辉说，从近30年来看，冰雹
发生于5-6月份的机率为45%，发生
在14-19时的机率为58 . 5%、15-17时
发生的机率为27%，其中4厘米以下
的冰雹占了85 . 2%，5克以下的冰雹
占了69 . 8%，也就是说，淄博近30年
的冰雹并没有很大的危害性。

“淄博市最严重的一次冰雹出
现在1951年6月20日，持续了30多分
钟，5万多亩农田受到损害，121人因
冰雹受伤，2367间房屋遭到破坏。但
从那之后的60多年，没再出现过类
似的严重冰雹。”胡光辉说。

“冰雹属于变数比较大的
一种天气现象，气象部门有了
70%以上的把握之后才会发布
确切的信息，一般来说只能提
前2-3小时，最多提前1天发
布，否则准确性会大打折扣，
冰雹预警属于短时预报。”胡
光辉说，冰雹并非像降水那样
比较容易监测，因为冰雹属于
对流云天气后期形成的气象
特征，对流云天气前期会有降
水，如果有冰雹形成的条件就

会由降水变成降雹，这期间监
测比较复杂。

“一般工作人员会通过
每天的预报分析数据看有无
异常，正常天气下，数据差异
不会很大，如果出现了较大
差异，肯定有异常天气现象，
就要根据节气特征考虑出现
灾害的类型。”胡光辉说，雷
达监测是冰雹监测中重要的
环节，淄博目前还没有雷达
监测站，所以要根据周边城

市(济南、泰安、青岛、滨州等
地)的雷达监测到的对流云
情况判断冰雹状态。

一般来说，三种情况可
以判断为冰雹：一是对流云
层中气流上升速度特别快；
二是云层中水滴体积特别
大；三是对流层的高度较正
常情况下高。冰雹是一种比
较大的对流单体，而雨雪等
相对比较小。我们就会根据
这些基本判断出冰雹。

三种情况可判断有冰雹

本报记者 王欣

沂源高青

下冰雹最多

9日下午，济宁高新区突然下起冰雹，最大的如鸡蛋般大小（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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