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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日，北京城区迎来了
2018 年入冬以来首场大规模降
雪。气象专家提醒，本次降雪过
程范围较大，未来三天，北方多地
将有降雪天气。

右图 北京某小区雪景。
下图 环卫工人正在清理积

雪让市民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瑞雪兆丰年

2 月 12 日，北京出现今冬第二场雪，与

大年初二（2 月 6 日）的初雪相比，这次降雪

更明显一些，因此刷爆了朋友圈，还有人称

之为鹅毛大雪。

事实上，据北京市气象局预报，北京这

次降雪也只能达到小雪量级，平原地区降水

为 0—1 毫米，山区 1—2 毫米。降雪量是如

何测定的，这小小的 1 毫米降雪何以刷爆朋

友圈？

专家介绍，气象上说的降雪量是指气象

观测人员用标准容器将 12 小时或 24 小时内

采集到的雪花化成水后，测量得到的数值，

以毫米为单位。

可以看到，某地 24 小时降水量为 0.1—

2.4 毫米划定为小雪，1 毫米降雪在小雪量级

中也只属于中等水平。可您别小瞧这小小

的 1 毫米，1 毫米降雨下到地上可能没什么

感觉，也许有时候地面都不会出现湿滑现

象，但 1 毫米降雪足以让屋顶见白。

要 让 人 们 直 观 地 感 受 这 1 毫 米 ，还 要

介绍下气象上的另外一个专业名词“积雪

深度”。

通常人们看有没有下雪，首先是看天空

飘没飘雪花，然后就是看地面等物体上有没

有变白，踩在雪上嘎吱嘎吱响的时候雪有多

厚。积雪深度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雪的厚

度，是积雪表面到地面的垂直深度，通常以

毫米为单位，它是一个随着降雪增加不断累

积变化的数值。

那么 1 毫米降雪到底意味着什么？通

常情况下，1 毫米降雪能积多少雪与地面温

度和雪中的含水量等因素关系都很大。如

果地面温度较高，雪落到地面就立马会融

化，也就不 能 形 成 积 雪 ；雪 中 含 水 量 多 少

也 会 直 接 影 响 积 雪 深 度 ，如 果 含 水 量 大 ，

积 雪 就 相 对 薄 一 些 ，而 含 水 量 少 ，积 雪 深

度 就 相 对 深 一 些 。 给 我 们 的 直 观 感 受 就

是有些雪捧在手里容易捏在一起，堆雪人

很容易，而有些雪即使使劲捏也特别容易

散，堆雪人相对困难些，这就是跟雪中含水

量多少有关。

现在我们假设地面温度较低，雪落到地

面全都积聚起来，那么 1 毫米降雪到底能积

多少雪？

通常情况下，北方降雪的含水量往往比

南方小一些，1 毫米降水量，在北方就相当于

下了 8—10 毫米厚的雪，而在南方则相当于

下了 6—8 毫米的雪，北方的雪相较于南方松

散些。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2 日 0 时至 12 日

14 时北京市平均降雪量 0.5 毫米，城区平均

0.6 毫 米 ，最 大 降 雪 量 在 延 庆 二 海 坨 3.0 毫

米。全市平均也只有 0.5 毫米，但北京很多

地方地面已经见白，而且很多地儿积雪都挺

厚的了，主要是因为这次雪比较干，水分含

量少，比较蓬松，所以积雪效率较高，不信您

可以试试，抓一大把雪，在手里捏捏，也就没

剩多少了。所以不足 1 毫米的降雪也足以让

小伙伴们竞相晒朋友圈了。

至于北京的雪缘何“姗姗来迟”？中央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解释，一般来讲，降

雪的形成需要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带来的水

汽“碰撞”，当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才会

欣赏到雪花飞舞的美景。别看冷空气频繁

造访北方地区，降起温来绝不含糊，但去年

入冬以来，影响北京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干

冷空气很强势，南方暖湿气流进京无通道，

没有暖湿空气与冷空气汇合，自然无法形

成降雪。

北京“鹅毛大雪”刷爆朋友圈 公布的降雪量咋才1毫米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

出的流域之一，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印

发了《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该

如何保护与修复长江经济带？2 月 12 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秋瑾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坚持全流域“一盘

棋”的思路，根据上中下游不同生态功能，

统筹开展水生态功能分区；关注流域风险

物质，制定有效土地管理措施，促进相关科

技成果应用和转化，支持长江经济带水环

境管理及整治等。

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
是造成污染恶化的关键

多年监测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面

积虽然仅为全国的 21％，但废水排放总

量占全国的 40％以上，单位面积的化学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强 度 是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1.5—2 倍。

许秋瑾说，水污染的根本来源不仅

是水体本身，更重要的是流域内与土地

利用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

其中，工业用地产生工业点源污染、城市

生活带来生活污水，还有水土流失、城市

不透水面积增加、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等

可形成非点源污染，而土地利用方式不

合理是造成流域污染恶化的关键。

研究表明，城市、农业用地类型与水

体污染物浓度呈显著正相关，林地、草地

等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与 污 染 物 浓 度 呈 负 相

关，而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改变 10％即可

引起水质显著变化。因此，许秋瑾表示，

要深入研究长江流域土地利用与水质关

系，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方式来减少和控

制污染，制定有效的土地管理措施，改善

长江水质状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注风险物质、强
化微量毒害污染物管制

长江是许多沿江省市饮用水源，其

饮用水安全关系到 5 亿多人的健康，水

体中的微量毒害污染物可通过食物链危

害人体健康及水生态环境。为加强其环

境管理，美国环保署专门设立环境激素、

药物与个人护理用品等研究专项，进行

流域水体环境风险物质研究。我国“十

一五”水专项东江项目曾对东江流域 38

个采样点的地表水、沉积物样品采集并

分析结果显示：东江流域可广泛检测到

多种环境风险物质。

许秋瑾说，我国目前水体污染物控

制指标仍主要以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总氮等常规项目为主，饮用水

源 地 环 境 风 险 物 质 底 数 仍 然 不 是 很 清

晰。东江项目研究也显示，东江是我国

水质相对较好的河流，其新型污染物情

况尚且不容乐观，因此，长江流域饮用水

源地保护需进一步关注高风险物质，强

化微量毒害化学物质的管制，严控环境

激素类化学物质污染，加强源头管理，严

格环境准入等。

统筹考虑水资源、
水环境和水生态

长 江 中 上 游 地 区 的 闸 坝 建 设 对 防

洪、灌溉和发电等发挥着巨大作用。许

秋瑾说，但闸坝会让水流变缓，大坝回水

区富营养化，下游湖泊湿地水量持续减

少；由于中下游灌区土地得不到江水泛

滥的营养补充，造成这些区域可耕地土

质肥力持续下降。如通过综合运用多种

统计学方法，对洞庭湖监测资料进行研

究分析显示，洞庭湖氮、磷的营养盐趋势

变 化 与 流 量 和 水 位 变 化 密 切 相 关 。“ 因

此，呼吁统筹考虑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

态，建议实施有效闸坝调控，确保长江生

态流量，保护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的自

然生态，遏制藻类暴发。”

当前，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研究，已产

生了一批阶段性的科研成果，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开展了水专项科技资源数据

整理、标准化建库工作，汇编了成果库，

从 2018 年 10 月，通过互联网面向公众提

供共享服务。“为充分发挥水污染治理与

管理科技成果的价值，建议在沿江城市

水环境整治、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等

工作中推广使用，服务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工作。”许秋瑾说。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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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王美丽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2日电（记者瞿剑）
2019年第一场大雪12日降临北京；记者从国网

北京市电力公司获悉，北京电网精准气象预警

预报系统精准预报了12日至14日的降雪，并实

现对北京电网所属500余座变电站、2万余座线

路杆塔“精确到每根电线杆”的天气预报及灾害

预警，以确保降雪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截

至12日12时，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

据介绍，电力系统是对气象信息最为敏

感的大系统之一，不仅气温升降紧密关联夏

季空调负荷、冬季采暖负荷，雨雪冰冻天气带

来的线路和杆塔覆冰更是直接危及系统设备

的“杀手”。因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对

气象信息有特殊需求。

“北京电网精准气象预警预报系统在时

间维度上可以按照提前 4小时至 72小时发布

预警，在地理上可以精细到 1000 米×1000 米

网格”，国网北京电力设备管理部工程师赵留

学表示。依据这种“精确到每根电线杆”的大

数据预警信息，国网北京电力提前部署观冰

点、观冰哨人员上岗，融冰除冰人员全员待

命，输、变、配运维人员提前对度冬重点设备

开展排查，全面加强雨雪天气期间电网设备

的运维管控。降雪期间，共安排应急救援队

伍 22 支 245 人、抢修队伍 205 支，抢修及运维

人员 2000 余人，抢修车辆 625 辆、发电车 228

台进行应急保障；特别是加强“煤改电”地区

重点电力设备特巡，“五大举措”确保电采暖

用户供暖无忧。

北 京 电 网 精 准 预 报 降 雪

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记者马爱平）
电鱼活动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

环境，是危害水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顽疾”。12

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2018年农业农村部针

对执法监管薄弱环节和电鱼活动猖獗地区，将

打击电鱼活动纳入“中国渔政亮剑 2018”系列

执法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地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 67.7万人次，查处电鱼案件 1.1万余

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1917件、涉

案人员2671名，没收电鱼器具2.3万台（套），较

上年均有大幅增加。其中，长江流域及以南21

个省（区、市）查处的电鱼案件数量、向公安机

关移送案件数量和涉案人员数量同比分别增

加23.02%、29.14%和36.70%。

据悉，本次打击电鱼专项执法行动，各地

渔业渔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从电鱼器具生

产、销售和使用以及违法渔获物销售等电鱼

全链条开展整治；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加强与

反电鱼协作中心等社会组织合作等方式，强

化线索摸排和案件查办。四川资阳等地端掉

了多个电鱼器具制造窝点；北京、浙江等省分

别约谈了电商平台，责令其加强平台监管责

任并立即下架电鱼器具商品；湖南邵阳等地

查封了一批电鱼器具销售实体店铺并依法没

收所查获的电鱼器具；重庆、江苏等地先后打

掉了多个销售电鱼渔获物的团伙。同时，各

地渔业渔政部门对查获的电鱼器具实施了公

开销毁，并协调地方法院在渔区开展电鱼案

件公开宣判。成功取缔了一批制售电鱼器具

的窝点，打掉了一批电捕鱼团伙，斩断了部分

电鱼活动猖獗地区“捕捞—销售—餐饮消费”

的违法链条，严惩了一批电鱼违法分子，电鱼

蔓延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农业农村部重拳整治电鱼活动

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通报，今年 2 月 4

日—10 日的春节长假期间，北京没有发生空

气重度污染，总体空气质量相较去年同期有

明显改善，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51.3%。

其实，2019 年春节期间，包括北京在内的 338

个城市，空气质量普遍好转。

从近五年除夕至初一期间的全国城市空

气 质 量 变 化 情 况 看 ，2019 年 338 个 城 市 ，

PM2.5 最大小时平均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4.2%，较前三年平均下降了 31.9%；峰值污染

期间，全国重污染城市数量较去年春节减少

12个，较前三年平均减少 53个。

春 节 期 间 PM2.5 浓 度 为 何 能 大 幅 下

降？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分析

显示，燃放烟花爆竹所造成的大量污染物

排放，是我国除夕至正月初一空气质量转

差的主要原因。过往两年的春节期间空气

质量分析也表明，PM2.5 浓度在除夕夜间至

初一凌晨出现峰值，烟花燃放的贡献可高

达 60—80%。

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 组分网观

测显示，2019 年除夕夜间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多个城市烟花爆竹燃放，PM2.5 特征组分

浓度上升。北京、保定等城市特征组分浓

度上升较大，包括钾离子、硫酸盐、钡、铜、

铅、锌等，其中钾离子浓度上升显著，北京

因扩散条件较差，钾离子浓度不断累积，由

4 日晚 20 时的 3.8 微克/立方米上升至 5 日 6

时的 35.4 微克/立方米；保定在 4 日 20 时至

5 日凌晨 2 时，烟花爆竹燃放达到峰值，钾

离子也上升到 46.3 微克/立方米，受燃放影

响显著。

生态环境部表示，由于今年各地普遍加

强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措施，春节期间全国城

市空气质量同比普遍好转。如北京市五环内

禁放烟花爆竹，河北衡水市在禁放区内燃放

烟花爆竹，将被处以最高 5 万元罚款；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 2月 9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春

节后烟花爆竹管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到，春

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对各地空气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18 个省辖市中空气质量恶化较严重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

等地区，这些地区除夕夜间受烟花爆竹燃放

影响空气质量急剧恶化，3—4 个小时内即由

良恶化至重度污染等。

春节假期刚过，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

联合中心提醒说，华北和西北等地空气重污

染可能会“返场”，还需进一步研判，各地应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空气质量改善措施等。

（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

禁燃烟花措施得力 春节PM2.5浓度“跳水”
本报记者 李 禾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2月 11日，河

南省“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绿色发展服

务活动正式启动，千名专家“免费义诊”，主

动上门、分类指导，按需供求、精准服务，助

力企业解决环保难点、痛点。

目前，河南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呈现

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很多企业也在加大污

染治理投入，力争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双赢，但企业在转型升级、环境治理

中，仍存在不少难点、痛点。

开展“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绿色发

展服务活动，就是通过帮助企业制定环境

治理解决方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帮助企

业发现问题、解决困难，引导企业绿色发

展，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

质企业，助力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搭建

省级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组成“环

境问题义诊志愿队”，对重点区域、重点流

域和重点行业企业的突出环境问题开展

“把脉问诊”，找准市场主体污染治理的“痛

点、堵点、难点”，提出解决方案或建议，为

环保技术供需双方对接牵线搭桥，为市场

主体提供精准到位的环保科技服务。

据悉，此次“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

服务活动，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牵头，该省

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

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协同，通过建立帮扶

清单、组建专家团队、制定帮服标准、组织

“专企”配对等，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

发展。

河南千名专家为企业“义诊”环保难题

科技日报银川 2 月 12 日电 （王迎
霞 通讯员樊卓妮）12 日，记者从宁夏哈

纳斯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宁夏与内

蒙古第一条省（区）际天然气管道联络线

工程——内蒙古杭锦旗至银川天然气长

输管道联络线近日全线贯通。这也是国

家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长输管

道重点项目。

该项目由哈纳斯集团历时一年半，经

全线核准紧张建设并贯通试运，新建成的

绿色能源动脉将把清洁能源送入沿线宁蒙

两地千家万户。项目设计年输气 25 亿立

方米，管道全长 285公里，途经内蒙古杭锦

旗、鄂托克旗，宁夏平罗县、贺兰县、银川市

兴庆区，接入城市燃气高压管网和天然气

热电厂。

相关负责人称，项目建成后，不仅使内

蒙古沿线用户使用上清洁能源，而且改变

了宁夏天然气供应的单一格局，实现了气

源多元化保障，供给更加充足、安全、高

效。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省际能源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协调联动发展，

为健全宁夏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保障银川都市圈清洁能源供应、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今年，哈纳斯集团还将依托充足的天

然气资源，配套建设银川至石嘴山、银川至

吴忠等三条支线，届时将形成覆盖银川、石

嘴山、吴忠三市互联互通的地方天然气输

配管网。

宁夏内蒙古首条天然气长输管道贯通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2 月 11 日，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生态建

设动员大会提出，今年将统筹推进“森林、湿

地、城市、流域、农田”五大生态系统建设，打

造中原自然博物馆，开建 20 万亩黄河中央湿

地公园。

规划中的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园，规划

区东西长 100公里，南北最宽处 3.5公里，建设

面积约为 20万亩。将通过实施郑州全段黄河

湿地生态修复，构建沿黄生态屏障，着力打造

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地。

根据规划，郑州将重点实施荥阳黄河湿

地生态体验区(荥阳市)、郑东新区黄河湿地恢

复工程(郑东新区)、中牟县鸟类栖息地保护工

程(中牟县)建设。这其中，荥阳黄河湿地生态

体验区，拟建生态保育区、科普宣教区、生态

旅游区、生态体验区、生态农业区五个板块。

郑东新区黄河湿地恢复工程，将对郑州黄河

湿地郑东新区退化、弱化湿地进行恢复保

育。中牟鸟类栖息地保护区，将建设大门、栈

道、水系、隔离沟等。

此外，到 2022年，郑州市将建成新郑十七

里河湿地公园、新密溱水河湿地公园、中牟雁

鸣湖万亩湿地公园、登封颍河-白沙水库湿地

公园等省级湿地公园建设。

今年，郑州将持续推进森林公园体系建设，

继续推进郑州侯寨森林公园、郑州凤湖生态休

闲区、荥阳塔山森林公园、河南省中牟森林公园

建设，实施郑州树木园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新

开工建设中原自然博物馆、郑州水磨森林公园、

邙岭森林公园建设，完成郑州森林公园、郑州市

摩旗山森林公园、新郑市始祖山(具茨山)森林公

园、登封市香山森林公园等建设任务。

20 万亩黄河中央湿地公园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