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对流家族都是狠角色

低层住户切断电源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
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室外积
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积水中行走需谨慎 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
停止户外活动回室内躲避；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
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

行车绕开积水 司机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
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不可强行通过；当汽车在
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
高处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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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看到标题“大风吹”，很多人
脑海里弹出的可能是网红歌曲《大风
吹》，尤其爱刷短视频的读者，近一个
月来听到这首神曲的频率应该相当
高。实际上，真实版的“大风吹”最近
在我国的大江南北也是大刷存在感。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频频造访我国，
尤其是进入到农历四月中旬以来，雷暴
等强对流天气多次来袭。和往年比，今
年天气有异常吗？极端天气频繁的背
后元凶是什么？针对突然来临的强对
流天气，我们有没有办法实施监测预
警？该怎么防、怎么躲？哪些人群要特
别小心？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一醉）

专家表示，气象灾害和极端事件频繁发生，将来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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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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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气象局研讨部署了大风灾害监
测预警的服务工作，并印发通知，针对近年来
我国频频发生因大风导致的重大灾害，要求
进一步强化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

影响：
8省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专家：
今年气候相对异常

□释疑

今年极端天气
背后的主角是谁？

遭遇短时强降水 你该怎么办

面对极端天气 如何保护自己

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

龙卷风

冰雹

雷暴

强对流能
在短时间内释
放出强大的力
量，拥有着极
强的破坏力

遭遇雷电 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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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制高点 在雷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
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
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更不要站
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

不使用金属工具 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
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摘下金属架眼
镜、手表、裤带，若是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关闭手机 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
机，更不要接打手机。

关闭室内电源 在电闪雷鸣之时，立即关掉
室内的电视机、空调机等电器，以免产生导电。

强对流家族

福州：0591-87095057
漳州：0596-6368168
厦门：0592-5057110

泉州：0595-22569013
广告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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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 冰雹、暴雨、
雷电……5月以来，福建的
天空舞台不平静。昨天傍
晚到夜间，低层切变在我省
中北部缓慢南压，切变南侧
西南急流控制，全省小到大
雨，伴有雷电，中南部地区
部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
降水、7~9级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

省防指昨晚发出明电
迅速传达省领导批示精神，
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切实做好强降雨
防御各项工作。省防指和
福州、南平防指维持防暴雨
IV 级应急响应，宁德、莆
田、泉州、三明等防指启动
防暴雨 IV 级应急响应，气
象、水文、自然资源部门持
续做好水雨情和地质灾害
预测预报、监测预警，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

5月以来，福建已经历
了 3 次暴雨过程。截至 28
日，建瓯、松溪、福鼎、屏南、
福安、柘荣、霞浦和将乐累

计暴雨日数已突破5月同期
历史极值，屏南 21日 142.5
毫米的降水突破5月同期日
最大降水极值。当前，第四
次暴雨过程正在持续，统计
26日20时至29日18时累计
雨量，全省共有70个县（市、
区）519个乡镇超过50毫米，
其中24个县（市、区）97个乡
镇超过 100.0 毫米；城区以
光泽 148.7 毫米为最大，乡
镇以南安罗东镇151.4毫米
为最大。

当前，27日开始的新一

轮强降水还在继续，省气候
中心预估，此次降水过程将
持续到6月5日，6日降水明
显减弱，综合强度或为1961
年以来 5月同期最强，其中
最大过程雨量、暴雨范围、持
续日数预计均为同期第一。

5 月 7—11 日，福建连
续 5天出现冰雹天气，历史
罕见；16—24日，今年首场
持续性暴雨过程持续时间
长达 9天，位列历史同期第
一位。记者从福建省预警
信息发布中心了解到，截至

5月29日15时25分，我省5
月共发布各类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 3459 条，其中雷电
2196 条、冰雹 144 条、暴雨
893条。

当前正值周末，省防指
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省领导的批示
精神，县级以上防指要立即
向本级党政主要领导报告，
并亲自督促部署，扎实做好
强降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各地沿河
的城关、集镇要密切关注江

河水位，及时转移沿河低洼
地带危险区域人员，交警部
门要加强降雨期间的城市
交通疏导管控。

（福建日报 综合）

省防指要求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省气候中心预估，此次强降水将持续到6月
5日，综合强度或为1961年以来5月同期最强

我省多地启动防暴雨IV级应急响应

进入到四月中旬以来，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多次来袭。5月 14日，分别
位于长江下游和中游的苏州和武汉在
同一天里出现了龙卷风。其中，经统
计，苏州吴江区龙卷风灾害共造成 4人
遇难、19人轻伤、130人轻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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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底，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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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等 9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
还有大暴雨。与此同时，河北、辽宁、山
东、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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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28日至31日，江南、华南以及
贵州等地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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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进入四月中旬以来，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多次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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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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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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大雨转中雨
21℃~25℃

5月31日 大雨转小雨
22℃~23℃

6月1日 中雨转小雨
23℃~27℃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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