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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预警是怎么出炉的？

  本报讯（记者 马丹）跨年

寒潮的“冻”人记忆还未忘却，小
寒寒潮的光顾又让上海一日“速

冻”，今天早晨市区徐家汇最低
气温跌至-7.1℃，打破 20年来

同期最低纪录。不仅如此，申城
未来还将陷入近一周的持续低

温。

入冬以来，上海气温是否偏
低？极端低温的现身与全球变暖

矛盾吗？今年冬天会是冷冬吗？
针对上海市民最关注的寒冬“热

题”，上海市气候中心气候预测
首席梁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此轮寒潮过后，今冬仍然
会有冷空气来袭。“入冬以来，上

海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因此，现
在判定今年冬季是否‘偏冷’还

为时过早。”

入冬以来气温
总体正常

今年冬天，确实是像大家感
受到的那么冷吗？上海市气候中

心数据统计显示，入冬以来（以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6日的数据统计），上海全市平
均气温总体正常（较常年同期高

0.1?），但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

比如，代表中心城区的市区徐家
汇站点入冬以来的平均气温为

7.4?，比常年同期高了 0.4?，而
在本市的北部、南部区域，平均气

温略偏低，其中，崇明最冷，平均
气温为 5.1?，偏低了 0.8?。

梁萍说，入冬以来公众之所
以觉得寒冷，主要还是因为接连

出现了两次势力强、影响范围大
的寒潮过程，让人印象深刻。“冬

季的冷暖通常采用整个冬季的
平均气温与常年的对比来体现，

这和某一寒潮过程导致的急剧
降温给百姓带来的直观体验区

别较大。冬季寒潮来袭时，人们
的体感温度急剧变化，会让人觉

得‘天气特别冷’。”

偏冷还是偏暖
言之过早
冬季来之前，上海市气候中

心曾发布过关于今冬（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2月）的气候预

测，预测本市今冬平均气温正常
略暖，但季节内冷暖变幅大，有

阶段性低温。然而，跨年寒潮、小
寒寒潮接二连三的来袭，让人有

点冷怕了，人们也开始热衷于讨
论今冬气温究竟是“偏暖”还是

“偏冷”。对此，梁萍解释说，冬季

还没有结束，此时说今年上海的
冬季一定偏冷或偏暖为时尚早。

“从目前的预测来看，后期仍会
有冷空气活动，而且较为频繁。

至于此后的冷空气影响是否能

达到这两次全国性寒潮强度，建
议公众参考较为临近的中短期

天气预报。”

全球变暖极端
天气变多

2020年末时，世界气象组
织数据显示，2020 年的结束标

志着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十年
接近尾声，而 2020年仍有可能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
份之一，甚至与最热的 2016年

不相上下。

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事实，
但在这样气候?景下，为什么还

会有极端低温的天气事件出现？
梁萍说，全球变暖?景下，极端

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发生变
化。从长期趋势上来看，极端高

温事件增加，而极端低温事件有

所减少。“从上世纪 90年代以
来，上海的冬季一直处于增暖趋

势中，尤其是近 6年的冬季持续
偏暖。受增暖趋势?景影响，上

海的低温强度和日数均呈现减
少趋势。”然而，气候的长期变化

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会出现年际
波动。有些年份，在易造成相对

冷的海陆冰外强迫?景下，再叠
加大气内部变率的影响，极端低

温事件会更容易出现。”

今年几次出现极端低温事
件，原因也是如此。“从城市管

理、公众科普来看，应对气候变
化，需要不断提高防范气候风险

的意识，加强防范和应对能力，
以此尽力减少极端事件带来的

损失。”

    “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预计未

来 48 小时内全市最低气温将下降
8~10?……”1月 6日 8时，申城今

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触响，到今
天早晨 8时，寒潮预警持续高悬 48

小时，搭配着低温橙色、大风蓝色预
警，时刻提醒着市民天气“冻”人，注

意防范。

那么，这样一个牵动千家万户心
的寒潮预警信号是如何出炉的？上

海中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智说：
“它的‘诞生’至少需要酝酿三四天，

发早了、发晚了都不行。”

要发预警先做预报
如今，随着上海气象服务日趋精

细化，一个预警信号的发布，不仅影

响着城市里千万市民的出行，也考验
着城市各个部门的响应速度。一个

合格且有效的预警信号,?后蕴藏着
预报员们缜密的分析和对天气走势

的研判。如果说寒潮预警是一道菜，

那么，各种气象观测数据、数值预报
模式数据就是它的“原材料”，而天气

预报就是它的“菜谱”。王智介绍说，
上海的寒潮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

红四级，要触发它不仅需要降温达到
一定幅度，还牵涉到大风影响等综合

因素。“这时候，预报员首先要做好
天气预报，预报寒潮影响过程中，气

温究竟会下降到多少、风力会达到多
大，随后再根据预报决定是否发布预

警信号、预警信号等级多少、预警信
号什么时候发布合适。”

王智说，预警信号不仅仅是一个
图标，还包含着不足百字的预报信息，

但这不足百字里的每个字都经过预报
员反复斟酌，将最有效的寒潮影响信

息纳入其中，做好公众气象服务。

提前需做“发布预案”

无论是哪种预警信号出炉前，气
象部门都会做好一份“发布预案”。

在上一波跨年寒潮还未结束时，上海

气象部门就已经预判到这波小寒寒

潮即将发生。因此，早在 1月 3日，预
报员们就开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

本市将出现的降温、大风、降水等天
气现象进行预测和分析。4日上午 10

时前后，上海气象局又根据预报员们
作出天气预报，针对本次寒潮过程准

备好了相关预报预警和对外服务预

案，并暂定将于 6日早晨 8时发布预
警信号。6日早晨，值班的首席预报

员在发布预警信号前，根据最新天气
预报再次请示上海中心气象台，随后

上报至上海市气象局。最终，今年首
个寒潮蓝色预警在 6日 8时准时在

公众面前“亮相”。

发布不意味着“结束”

“寒潮预警信号的发布时间大有
讲究。这也是为什么发布需要预案的

原因。”王智说，寒潮来临前往往会出
现锋前增温的现象，如果发布时间太

早，市民就会对天气预报有困惑———
“预报了寒潮为什么天气还那么

热？”；如果发布时间太晚，气温已经

出现了骤降，就会对公众失去了预警
作用。“因此，无论是跨年寒潮的 17

时，还是小寒寒潮 8时，都是根据当
时寒潮影响的起始时间和如何才能

更有利于公众提醒，两个方面来确定
的。”

通常，预警信号确定发布的 1分
钟内，市预警发布中心就会完成微

博、微信、上海知天气 APP、电视等多
途径发布，而在预警信息发布 5分钟

内，城市管理各相关单位接到信息，
并启动应对的应急预案。“预警发布

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王智说，预
报员会在寒潮影响过程里，全程密切

跟踪大风降温影响，加强实况通报和
短临监测服务，及时与防汛指挥部、

应急管理局、交通等部门做好信息沟
通和联动服务，协助做好社会公众实

况信息滚动发布和气象科普。
本报记者 马丹

    将最有效的特殊天气影响信息纳
入其中，为公众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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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港滴水湖边结起了厚厚的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复兴公园假山边结起了难得一见的冰挂 杨建正 摄■ 一只黑头鸭在结冰的河面上寻找喝水口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