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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空气偃旗息鼓，
我国中东部各地气温将陆
续回升，不少地方气温又将
回升至较常年同期偏高
10℃左右的水平。

而福州地区，未来三天
天气基本较好，以多云天气
为主，有弱降水，其中，19日
部分乡镇有小雨。随着冷
空气影响减弱，今日起气温
进入上升通道，18日福州市
区最高气温将升至 25℃，夜
晨的气温也有所升高。

福州今起升温
明日最高25℃

“暖冬”气候的影响，
其实是有弊处的。

持续大幅偏暖是气温
的异常状态，并不是孤立
的天气气候事件。在如今
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更加
剧烈的气温震荡变化正在
更频繁地出现，越暖，就为
之后更剧烈的降温提供了
气温基础。

最近冷空气虽多但实
力不强，跟西风带上大的
槽脊环流形势有关。最近

的极地涡旋更是向北美、
欧洲那边倾斜，因此他们
那边冷，咱们这边偏暖。

但天气形势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在“极端天气已
成新常态”的当下，槽脊活
动有了新特点——它们更
容易出现大波动、大振幅，
其表现就是不断上演的大
寒大暖的极端情况。

所以当我们遭遇持久
且特别离谱的大回暖过程
时，总会忍不住担忧气温

下一次“垮塌”，因为这样
的“疯狂”气温反复在过去
已经上演很多次了。

这不，温暖之后，一场
寒潮已经在酝酿中，冷空
气又要动真格了。

本周末，中东部大部
地区将出现明显的暖冷逆
转，周六先是北方气温转
为偏低，南方则要到周日
开始明显降温。而到下
周，福州的最低气温很可
能降至0℃。

隆冬三九，却似阳春三月，福州气温升至20℃以上

冬天暖和一点，不好吗？

N新华

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春季气温变得越来
越高正导致蜜蜂更早地从
冬眠中醒来，这威胁到苹
果和梨等农作物的授粉。

该研究发现，气候变
化导致气温每升高1摄氏
度，大黄蜂等野生蜜蜂结
束冬眠出巢的时间平均会
提前 6.5 天。这可能会增
加野生蜜蜂与它们赖以为
生的植物之间出现不同步
的风险。同时，这可能意
味着蜜蜂缺少为农作物进
行有效授粉的能量，或可
能完全错过农作物的开花
期。

英国雷丁大学的克里
斯·怀弗是这项研究的领
头人。他说：“气温上升使
蜜蜂的生活变得更加艰
难。气温升高意味着蜜蜂
从冬眠中醒来的时间提
前，但当它们开始出来活
动时，可能没有足够的食

物为它们提供能量。”
他说：“对于刚刚从冬

眠中醒来的蜜蜂而言，苏
醒时间与植物的开花期同
步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
为蜜蜂需要寻找花粉和花
蜜以增加生存机会并繁衍
后代。两者不同步意味着
蜜蜂无法有效给植物授
粉。”

他还指出：“自然授粉
减少可能导致农民需要使
用人工饲养的蜜蜂，这意
味着成本增加，而这些成
本可能转嫁给消费者。”

这项新研究对 88 种
野生蜜蜂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调查，使用了超过35
万份独立记录，这些记录
显示了蜜蜂的出巢日期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气温的变
化而变化。

平均而言，88 种野生
蜜蜂的出巢日期每十年提
前4天。这些研究成果已
发表在《生态学与进化》杂
志上。

□相关链接

气温升高
蜜蜂冬眠“醒得早”
或影响农作物授粉及收成

N东南网

记者从福建省林业局
获悉，1月 13日，在全国越
冬水鸟同步监测中，福建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和宁德市
林业局技术人员在霞浦县
东北部沿海滩涂观察到 1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
鹤。这是丹顶鹤在福建省
野外首次记录。

据介绍，丹顶鹤是鹤科
鹤属的一种大型涉禽，体长
120~160厘米，通体大多白
色，头顶鲜红色，喉和颈黑
色，耳至头枕白色，分布于
我国东北、蒙古东部、俄罗
斯乌苏里江东岸、朝鲜、韩
国和日本北海道。

在我国，丹顶鹤一般只

在江苏盐城、山东黄河三角
洲、辽河口等地越冬。据
2023年 12月 22日《新闻晨
报》报道，丹顶鹤最南记录于
上海市崇明岛东滩，本次调查
又将其往南推到了我省霞浦

县。丹顶鹤常栖息于开阔平
原、沼泽、湖泊、草地、海边滩
涂、芦苇以及河岸沼泽地带。

本次现身霞浦的丹顶
鹤在退潮后的滩涂上觅食，
周边伴有苍鹭、大白鹭等水

鸟种群。该滩涂面积广阔，
植被稀少，周边人为干扰
少。据调查队员观察，丹顶
鹤长时间在一块滩涂上活
动，范围不超过 50米，时间
超过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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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日，腊八节，一
场赏心悦目的木星伴月将
在这天上演，届时只要天
气晴好，我国公众当晚凭
借肉眼就能欣赏到这幕

“星月对话”。
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

到的天体之一，木星是太
阳系中体积最大、质量最
重的行星，而巨大质量产
生了强大的引力，使得木
星可以捕获很多经过它轨
道附近的小行星、彗星，或
是改变它们的运行轨迹，
因此木星被称为太阳系中
的“大扫帚”，也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帮助地球扫清侵
袭天体的“保护者”。

天文预报显示，1 月
19日5时木星合月。木星
合月指的是木星和月球刚
好运行到同一赤经时，两
者角距离达到最近。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
绍，木星合月的天象每月
都会发生一次，有时甚至
是两次。就拿本次木星合

月来说，相合时，木星和月
球早已没入地平线以下，
看不到。

“本月木星在白羊座
顺行，日落后位于南方天
空（略偏于东南），午夜后
落下，前半夜观测条件不
错。因此本次相合时虽然
不可见，但 18日傍晚到深
夜这段时间，木星和月球
这两个明亮的天体看起来
依然很近，形成木星伴月
的天象，是夜空中不容忽
视的存在。当天恰逢农历
腊月初八，月相为上弦
月。日落后，这轮上弦月
位于东南方向，在它左下
方不远处有一颗星星颇为
明亮，这就是亮度达-2.5
等的木星。”修立鹏说。

对于我国公众来说，
本次木星伴月除了用肉眼
欣赏外，喜欢星空摄影的
朋友还可以将二者“同框”
拍下，定格这幕“星月童
话”。

近几个月来，木星一
直都非常明亮，但从本月
下旬起，它的亮度会逐渐
暗淡下去。

我省首次野外观测到丹顶鹤
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身霞浦沿海滩涂；此前有媒体报道，

丹顶鹤最南记录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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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热在三伏，冷在三
九”，《九九消寒歌》里唱“一九
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1月9日已进入数九寒天
里的“三九”，这也是大家传统
认知里，一年中最冷的时段。
但就在“三九”天里，福州今日
最高气温却达到了22℃，“三
九”热成小阳春。明日将进入

“四九”，福州气温更是高达
25℃。为何会这么暖？最直接
的答案，是冷空气不给力。

冷空气来去之间，暖意
汹涌澎湃。那么，冬天暖和
一点不好吗？

除了剧烈的降温，“暖
冬”更直接的危害是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有农谚道

“一冬天气暖，虫子闹翻
天”，已有研究表明，暖冬
可使病虫进入越冬阶段推
迟，降低害虫越冬死亡率，

增加冬后菌源和虫源基
数。有统计表明，全国性暖
冬年，冬中害虫存活率可达
常年的1~2倍，冬后虫源基
数可达常年的2倍以上。

此外，暖冬还将导致
病虫害发生期、迁入期、危

害期提前，发生面积扩大，
作物病害虫越冬北界北
移、海拔上限高度升高等
影响。

所以，天气还是正常
点好，冷暖自有规律，乱了
套就糟糕了。

温暖过后 一场寒潮已在酝酿中

一冬天气暖 虫子闹翻天

腊八夜可赏木星伴弦月17日 多云 12℃~22℃
18日 多云 13℃~25℃
19日 多云 15℃~24℃

福州今起三天天气

昨日，“福州蓝”刷屏

在霞浦沿海滩涂观察到的丹顶鹤（潘标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