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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021 年春季气候条
件对农业生产可能影响？

去年秋季降水异常偏多,尤
其西部降水量达常年的3倍以
上，全省农田属于湿封地，土壤底
墒好于往年。预计春季气温略
高、降水略多，透雨和终霜略早，
气候条件总体上对春耕春播有
利，但仍有发生区域性干旱和阶
段性低温的可能，病虫害可能偏
早发生，迁飞性害虫草地贪夜蛾
迁入风险加大。建议中西部地区
做好抗旱和人工增雨准备工作。
东部地区科学拦截桃花水，同时
预防局地桃花汛和春涝。全省各
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采取
趋利避害农技措施，使农作物生
长与气象条件相适应，做好防雹、
抗低温、抗病虫等防灾减灾工作。

问题 2：在气象为农方面开
展了哪些服务？

我们的为农服务立足于防
灾减灾、保障粮食安全的气象需
求，针对全年粮食生产全程提供
气象保障服务。针对干旱、低
温、台风等气象灾害，开展滚动
的监测评估服务。另外，开展了
玉米螟、稻瘟病、草地贪夜蛾等
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等级预报。

问题 3：人工影响天气能帮
我们做什么？

人工影响天气是为避免或减
轻气象灾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
在适当条件下，通过人工干预的方
式，对局部大气的云物理过程进行
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等目
的。人工增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
抗旱保丰收，目前服务领域已逐步
拓展到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水
库蓄水、生态修复等方面。吉林省
是粮食生产大省，其东部还覆盖有
大范围的森林，基于吉林省具体业

务需求，几十年来，吉林省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在保障粮食安全、降
低森林火险等级、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问题 4：刚刚过去的这个冬
天，我省是暖冬？

2020-2021冬天，吉林省的
天气还是非常复杂多变的，2020
年12月30日至31日，一股“霸王
级”寒潮让气温直接跌至-30℃；
不过20多天后的2021年1月下
旬，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很快回升
到0℃以上，要单凭体感来判断，
还真不好说这个冬天是冷是暖。

3月22日，省气候中心给出
了准确的答案，这个冬季，我们
经历的是暖冬！在本月稍早前，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已官
宣，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
2月28日的冬季，我国为暖冬。

省气候中心副主任于秀晶表
示，2020年冬季（2020年11月1
日—2021年 2月 28日）的实况
是：全省平均气温为-12.2℃，比
常年偏高0.5℃，是暖冬，其中我省
东南部地区比常年同期高1℃。

问题5：2020年台风为何“钟
情”东北？

去年8月末到9月上旬，半
个月时间内东北先后受到三个
台风影响，历史罕见。这和大尺
度环流背景关系密切，台风的移
向受副热带高压西风槽台风内
力等多因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
的还是副高的形态和位置。
2020年东北雨季结束偏晚，副
高位置一直稳定在北方，副高脊
线呈南北走向，8月末正是台风
多发季节，三个台风正是受副高
引导不断北上，给东北带来了强
风雨影响。 /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王跃 报道 摄

上周全省平均气
温 0.9℃ ，比 常 年 高
1.8℃。同时降水明显
偏多。全省平均降水
量12.6毫米，比常年多
223%。

预计未来一周，全
省平均气温4.5℃左右，
比常年明显偏高。全
省平均降水量1.8毫米
左右，比常年稍少。25
日，北部和东部有小阵
雨，27日，全省有小阵
雨，28日，中东部有小
阵雨，25日、27和28日
中西部有4～5级西南
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

23日白天到夜间
全省晴转多云，最高气
温，白城15℃左右，其
他11℃～13℃。最低
气温，白山-4℃左右，
其他-2℃～0℃。中西
部地区有3～4级偏南
风转偏北风，其它地区
有2～3级偏南风。

24日白天到夜间
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
气温，白城14℃左右，
其他11℃～13℃。最
低气温，通化-3℃左
右，其他-1℃～2℃，西
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
风转偏南风，其它3级
左右西南风。

本周气温偏高，土
壤化冻迅速，各地可应
地制宜开展备春耕工
作。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王跃 实习生
聂宏达 报道

本报记者带你揭秘
气象部门的那些神秘“武器”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22

日上午，吉林省气象局组织召开了新闻媒体和气象专家座谈会，共同纪念

即将到来的世界气象日，与此同时，省气象局同步开展了媒体“云”游气象

局和气象仪器展、气象科普线上报告会活动，加强了气象科普宣传，充分展

示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跟随气象专家一起探秘了突发预警信息发布中

心、省气象服务中心、省气象台和绿园区气象局等“宝藏之地”。

在活动现场，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关注到了一辆特别的车
——气象应急车。

“这台车的全称应该是叫应

急气象卫星通讯车，它的主要功
能是当某一地区遭遇到灾害性
天气时，它的电力和通讯可能会
受损，无法与外界进行通讯，这
个车赶到现场后就可以通过与
气象卫星的连接恢复通讯，在建
立通讯连接后可以将现场测得
的气象要素传递回省气象部门
和决策中心，届时可以根据现场
传回的数据做进一步的安排。”
吉林省气象探测保障中心工作
人员姜方达介绍，这台车有多项
数据采集功能，包括图像、天气
六要素等。

权威揭秘<<
这些高科技设备吸引眼球

22日上午，在省气象局大院内，人工增雨火箭发射器、便携式气
象站、气象应急车等各种“管天”的气象工具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人工增雨火箭发射器
特点：在干旱或有重大活动时显威力

它如同“飞毛腿导弹”摆放
在一辆皮卡之上，看起来很有气
势。据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工
程师徐建飞介绍，人工增雨火箭
发射器可以发射增雨火箭弹，根
据指挥中心的雷达指示，火箭发

射器可以调节高度和角度。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有云不一定有降水，
但降水必须要有云。所以人工
增雨（雪）作业必须要有云和降
水形成的天气条件，缺乏相应的
条件是无法作业的。要取得好
的作业效果，云还必须满足一定
的条件，比如云的厚度要大于2
千米、水汽充足、云中过冷水含
量超过0.01克/千克等。可以把
云彩理解为一块吸满水的海绵，
增雨火箭弹相当于催化剂，如同
挤压海绵的一双手。”徐建飞表
示，该设备可以在干旱或者有重
大活动的时候发挥“实力”。

便携式气象站
特点：小巧便携，可连接手机的蓝牙系统传输数据

相比造型威风的增雨火箭
弹，在仪器展上，便携式气象站
则显得不那么起眼，不过虽然它
个头很小，但功能却十分强大。

“别小看这款仪器，它可以
测出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
速等多项数据，而且正因为它
小巧便携，一旦有突发天气情
况，它就能大显身手了。”气象
探测保障中心工程师刘宗尧表
示，该仪器可以连接手机的蓝
牙系统，将采集到的数据以最
快速度的传递回相关部门。

气象应急车
特点：能现场与气象卫星连接恢复受损的通讯

热点问答<<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我省是暖冬

气温偏高降水稍少
备春耕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