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于当前全国严峻的防汛防台风形

势， 国家防总 1 日下午将防汛防台风应急

响应级别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据了解， 当前长江中游干流持续高水

位，部分江段超警时间长，巡查防守任务艰

巨； 黄河第 3 号洪峰正在宁夏内蒙古河段

推进， 干流河段持续大流量给堤防防守带

来巨大压力；华北、东北、西北以及西南、东

南沿海等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 特别是台

风“苏拉”和“达维”即将接踵登陆我国东部

沿海，影响可达浙、闽、苏、鲁等 10 多个省

份，全国防汛防台风形势十分严峻。

1 日，正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

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严密防控，做好

台风“苏拉”和“达维”应对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温家宝说， 据预测，10 号台风在时间

上、 路径上和行走速度上都和 1975 年 8 月

发生的台风非常相似。 1975年 8月，河南南

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

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

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 要把

困难想得更充分，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把各

项防范措施落实得更超前，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综合新华社消息）

7 月 31 日，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

暴雨预警是如何分级的？在不同级别的

预警下，公众应该注意些什么？ 7 月 31 日，

记者专访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高级

工程师张建忠等专家。

蓝色预警———暴雨来临时，

最好待在屋里，远离窗户；在室外

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 不要拿着

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以防雷击

张建忠介绍， 中央气象台针对暴雨，发

布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其严重程度，由低

到高递增。

中央气象台暴雨蓝色预警的标准是：预

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

地区将出现 50毫米以上降雨， 且南方地区

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超过 100 毫米

的降雨。

在暴雨蓝色预警覆盖的区域，公众应该

注意些什么？张建忠提醒说，暴雨来临时，最

好待在屋里，远离窗户。 待在房屋中要时刻

注意煤气泄漏，关掉煤气和电路，假如看到

火苗，要迅速离开房屋。如果打雷，不要看电

视、上网，应拔掉电源、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

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 此外，在雷雨

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在室外时， 要尽可能快速进入室内，来

不及躲进去，就用可以找到的物品保护头部

不受伤害。 由于暴雨中电线短路，可能导致

人们触电而亡，应远离电线。 不要在大树底

下避雨， 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以

防雷击，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

远离广告牌以及简易建筑物。

黄色预警———尽量避免车辆

在积水中行驶；检查城市、农田、

鱼塘排水系统， 采取必要的排涝

措施

中央气象台暴雨黄色预警的标准是：过

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

出现 100毫米以上降雨， 预计未来 24 小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0毫米以上降雨； 或者

预计未来 24 小时有 2 个及以上省（区、市）

大部地区将出现 100毫米以上降雨，且南方

地区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

张建忠说，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

交通管制措施， 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

积水深度超过排气管时应采取道路封闭措

施；立交桥涵洞出现积水后，政府相关部门

应立即封锁立交桥并设立警示标志；大面积

积水的低洼路段，相关部门应及时疏通排水

口。

公众最好不要在下大雨时骑自行车或

开车，尽量避免车辆在积水中行驶。 暴雨来

临后，立即将车开到地势较高处停放，千万

不要停放在地势低洼处。切断低洼地带有危

险的室外电源， 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

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

所避雨；特别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破旧受

损房屋倒塌伤人。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

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橙色、 红色预警———暴雨可

能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

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

断等灾害； 应立即寻找安全建筑

回避，等待降雨停止

中央气象台暴雨橙色预警的标准是：过

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

持续出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南方

地区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日雨量超

过 250 毫米的降雨， 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

地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 或者预计

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

区将出现 250毫米以上降雨。

中央气象台暴雨红色预警的标准是：过

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

持续出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上述

地区有日雨量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预计未

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

降雨。

张建忠指出，中央气象台暴雨橙色预警

或红色预警发布后，暴雨可能已经或即将导

致该区域的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

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 各有关部门应立

即进入应急岗位，进行严密监控并采取救援

措施；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马

上撤离至安全地区；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

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

散人群；医院、学校等各单位应坚决采取措

施保障本单位人员安全，停止外出；人们应

立即寻找安全建筑回避，驾驶员如果遇到车

辆熄火或者无法正常行驶时，应观察地表径

流情况，如果径流在迅速汇集应果断弃车躲

避，等待降雨停止再行转移车辆；预警区域

各单位和人员应及时收听收看有关部门应

急信息和气象预警信息。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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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林提

供的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今年“雨水何其多”：入汛以来，

全国平均降水量 232.4 毫米， 比常年同期偏多 11.2％，

是 1999年以来最多的一年。

其中， 北方地区降水明显偏高， 华北地区偏多

42％，西北地区偏多 25.9％，东北地区偏多 18.4％，部分

地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 就北京来说，入汛以来的降水

量达 368.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63％，是近 14年以来

降水最多的一年。

在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孙丞虎看来， 有几个

因素导致今年雨水“偏爱”北方：今年的东亚夏季风偏

强，北方地区水汽输送充足；东北冷涡相对活跃，西北

地区东部到东北一带处于冷涡活动控制下， 大气环流

不稳定，容易产生降水；此外，这种大气环流形势使冷

空气比较易于南下，冷暖天气在北方汇集，从而产生较

多降水。

实际上，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俗称“七下八

上”）就是北方大部的主汛期，受季风运动影响，雨带在

我国自南向北推进。 但今年的降水不仅量大、持续时间

长，而且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孙丞虎从气

候变暖的角度解释了极端天气频发的原因：

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后，大气的含水量增加，容易降

下更多雨水。 据科学研究表明，气温每升高 1 摄氏度，

容纳的水分能增加 7％。

二是气候变暖使得全球南北经向性环流更加活

跃，大气不稳定。

三是全球区域性升温频率不同，西风带减速，环流

持续性加强，为极端性事件出现提供很好的动力条件。

与北方地区持续降水相比，近期江南、华南一带一

直处于高温的控制下。 但随着今年第 9 号台风“苏拉”

和第 10 号强热带风暴“达维”逐步向我国沿海靠近，雨

水也将成为这一地区的“天气主角”。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苏拉” 可能于 2 日晚上到 3

日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玉环一带沿海登陆，“达维”

可能于 2 日傍晚到 3 日早晨在江苏启东到山东青岛一

带沿海登陆。 受此影响，未来三天，黄淮、江淮、江南、华

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

计雨量可达 250至 300毫米。

目前，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

暴雨蓝色预警，国家防总也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全力防

御台风“苏拉”和“达维”。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日电）

暴雨预警发出后您该怎么办

国家防总提升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Ⅱ级

新疆新源县泥石流已致 2 1 人遇难

据新华社新疆新源 8 月 1 日电（记者

刘兵）截至 1 日 20 时，搜救人员已在新疆

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卓勒得沟铁矿泥石流

灾害救援中找到 21具遇难者遗体，28名灾

害失踪人员身份信息已全部核实， 灾害原

因也已查明。

新源县委副书记薛维长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时间 7 月 31 日零

时 30 分许，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苏努尔萨

依沟因山体滑坡引发泥石流， 导致下方的

卓勒得沟一铁矿厂的临时生活区被掩埋，

灾害发生时有 31 人在现场，其中 3 人成功

脱险，28人失踪。

经过国土资源部门相关专业人员现场

勘察， 此次滑坡是由强降雨引发的山体垮

塌，进而形成泥石流，沿山谷冲泻而下形成

的，破坏力极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

人员伤亡。

北京又下雨了。 算上“7·21”大暴雨，10 天内北京出现了 3 次大范围降水

过程，淅淅沥沥的雨水让不少民众仿佛置身南方。 不仅是北京，近期华北北部、

东北中南部、西南大部也笼罩在雨水中。 那么，这个夏天为何多雨？

今年夏天北方为何多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