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7月份连阴雨天的“低温”，到9月中旬提前10多天入秋，再到国庆长假期间感到寒意……今年下半年的安徽似乎“冷气”开得很

足，而且我国东北、华北多地最低温度跌破冰点，河南、四川、甘肃、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众多景区更是雪花飘飘，早早就“解锁”了

冬景模式。于是，很多网络文章开始鼓吹“最冷冬季”“今冬将现60年来最冷冬天”等。那么，今冬到底会不会很冷呢？ ■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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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安徽会迎来“最冷冬季”吗？
“拉尼娜”虽实锤，但真不一定是冷冬

“拉尼娜”的出现的确多与冷冬相连，但并不代表

它每次出现都一定会带来冷冬。如今，天气变化与人

们生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气候资讯的受关注度越来

越高，但正因如此，也成为了谣言高发的领域。

如何识别天气谣言呢?教您三招。首先关注发布

渠道，中央气象台、各地官方气象台及其网站等，都是

可以获取天气预报的正确途径。

其次要慧眼识别“三无产品”。天气预报发布有三

个基本要素一定要说清，那就是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和

影响区域。

再看看那些谣言，既不写哪个气象台发布的，也没

有发布时间，影响区域更是放之全国皆准。这样的“三

无产品”一看就不靠谱。

最后还要关注预报时效。目前公众接触到的天气

预报主要是未来3到7天的天气情况，这种短期预报为

“数值预报数据+人工修正”得出，准确率相对较高。而

8到15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中长期预报，由于时间跨度

大，误差积累多，所以只能作为参考。

教您三招识破天气谣言

合肥最低气温已至3.9℃，还出现霜冻

今年的秋天和往年相比，感受的确很不一样，对

于我国南方很多省份来说，今年的秋天似乎来得更

早，来得出乎意料的快。我省在9月中旬就已宣布

入秋，比往年早了10多天。

10月24日早晨6时，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多个站

点气温大范围跌破10度，而江苏安徽多地气温更是

跌破5度，局地甚至开始逼近零度线。

比如安徽合肥从10月23日晚开始气温一路下

降，到24日早晨6时前后最低气温跌至3.9℃，还出

现了霜冻，这是今年第一次霜冻，霜降前后，霜应该

打到中原地区，而今年直接跑到长江边，可见冷空气

的威力很猛，南方冷得够早。

而对应的是，从2020年夏季开始，太平洋东部的

秘鲁寒流迅速加强，8月起，太平洋关键区域海温就开

始偏低，且越来越低。到10月10日，热带中东太平洋

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道明显的低海温区，而美国、澳大利

亚和我国气象机构相继宣布“拉尼娜”的到来。

“拉尼娜”：赤道海温异常偏冷现象

“拉尼娜”究竟指什么?它是不是真的来了呢?

“拉尼娜”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圣女”，是指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的现象，和意

为“圣婴”的厄尔尼诺正好相对，所以“拉尼娜”又被

称为“冷事件”或“反厄尔尼诺”事件。当这片东西长

上万公里，南北宽上千公里的海域气温低出常年平

均值0.5℃时，这片海域就进入了“拉尼娜”状态，持

续6个月以上，就形成一次“拉尼娜”事件。

就在本月，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一则消息。根据

监测，今年8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了

“拉尼娜”状态，预计秋季会继续维持，到今年冬季将

达到峰值，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通常在发生“拉尼娜”事件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寒潮冷

空气活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易较常年同期偏低。

气象专家表示，最近来看“拉尼娜”的状态是在

加强的，冷的幅度在增大。所以说我们考虑这个状

态可能还会一直持续越过这个冬季，形成一次弱到

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拉尼娜”果然来了，难道刚刚那些网络传闻都是

真的?近期接连降温就是它导致的吗?

气象专家表示，秋到冬过渡过程中会有很强的冷空

气的波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感受到比如说“十

一”期间的冷空气，可能“十一”过后又有一股冷空气有

降温，都属于天气的过程，这些过程往往是大气环流直

接造成的结果，因为海洋是慢变，影响是持续性的，对于

每一个小的过程是否有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

专家表示，从30年间的气候平均值来看，我国北方

地区9月中下旬就开始出现初霜冻，也就是地面最低气

温降至冰点。如此说来，进入10月后，北方及中东部大

部分地区虽然气温较常年偏低，但这个季节也该到冷

的时候了，突破冰点的最低气温、初霜冻、降雪等，都属

按期登场。

专家表示，今年是比常年平均肯定要冷得早一些，

但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不算什么异常的现象。

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1950年以来，全球共出现

过14次“拉尼娜”事件。

统计分析表明，“拉尼娜”出现时，会影响到热带地

区的大气环流，导致澳大利亚、东南亚大部、南美洲北部

寒冷、潮湿;美国南部、东北亚地区高温、干燥;而我国则

容易出现冬冷夏热。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数据显示，在1951年以来的“拉

尼娜”事件中，我国冬季气温偏低或出现冷冬的概率在

70%以上。2008年1月包括安徽在内我国南方出现的低

温雨雪冰冻，就与2007年的“拉尼娜”事件密切相关。

简而言之，虽然说我国天气受到“拉尼娜”的影响的

确很大，但冬季天气也受到欧亚大陆积雪、北极海冰等

一系列因素影响，再加上有全球变暖的对冲，所以今年

冬天气候形势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超七成“拉尼娜”事件曾为我国带来冷冬

不过要说到“60年来最冷冬季”，在安徽要想打破

这样的纪录真的很困难。

首先是趋势上的，安徽省气候中心提供的数据显

示，1961～2019 年，安徽省地表年平均气温呈现明显

的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上升0.2℃。1994年以前大

多低于常年，之后总体偏高。排名前三位的高值年为

2007年、2006年、1998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其中 1998 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并列第

三位，排名前三位的低值年为 1969 年、1980 年和

1984年。

1961～2019年，安徽省平均霜冻日数呈现减少的

趋势，平均每10年减少4天；20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较常年偏多，之后以偏少为主。2019年平均霜冻日

数为29天，较常年偏少15天，为1961年以来第二少。

此外，1961～2019年，安徽省年极端低温呈现明

显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上升0.7℃。

我省地表气温平均每10年上升0.2℃

哪怕就是严重冰雪灾害，号称新世纪以来最冷的

2008年冬季（2007 年 12 月～2008 年 2 月）全省平均气

温也有3.3℃，仅较常年偏低 0.5℃，与 2005 年并列为

1987 年以来同期最低值。

据安徽省气候中心监测，就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冬季，全省平均气温6.1℃，较常年同期异常偏高1.9℃，

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

根据《暖冬等级》标准，继1998/1999年、2001/2002

年、2006/2007年、2016/2017年后，我省今年再次出现

强暖冬；季内各月气温分别偏高1.5℃、1.6℃和2.8℃。12

月全省平均气温6.3℃，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6高，其中

10个市县排在偏高年前三位。1月全省平均气温4.3℃，

为1961年以来第6高，其中14个县（市）排在历史同期偏

高年前三位，主要集中在江南东部及南部。2月全省平均

气温7.9℃，与200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第3高。各旬

气温分别异常偏高2.5℃、1.6℃和4.4℃。

我省刚刚创下史上最暖冬天的纪录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冬季极端低温想破历史纪录

难度太大，60年来最冷冬季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气象

专家表示，“2000年以来，全省最低气温是-13℃，合肥

最低气温是-11℃。从目前预报来看，刷新这个纪录应

该是可以的。不过从有气象记录以来，安徽省最低气

温曾经低到-24℃，这样的温度已经数十年没有出现

过，不太可能被打破。”

安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低气温前5名分别是，滁

州-24℃（出现在1955年1月6日）、宿州-23.2℃（出现

在1955年1月6日）、亳州-20.5℃（出现在1969年2月5

日）、合肥-20.6℃（出 现 在 1955 年 1 月 6 日）、阜

阳-20.4℃（出现在1969年2月5日）。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近期，我省维持晴到多云，

秋阳煦暖，天气宜人，但早晚温差在逐步加大。

“远古”低温纪录太难破，合肥曾到过-20.6℃

专家：近期降温为大气环流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