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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遭遇的这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是天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灾过

程呈现明显的叠加放大和连锁扩张

效应

气 象 观 测 表 明 , 2008 年 1 月 10 日—2

月 2 日, 我国遭遇的这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是由每次 3—5 天的 4 次连续天气过程造成

的 , 总体上为 50 年一遇 , 其中贵州、湖南地

区 100 年一遇, 属历史罕见。但如此大范围、

长时间的低温( 零度以下) 、高湿( 相对湿度

近饱和) 、冻雨( 过冷水) 、暴雪、冰冻( 凝冻)

天气组合从来没有过, 更不要说波及人群之

广、灾害损失之大前所未有。应该说这是一

场史无前例的、非常规的、连续性的、复合型

特大自然灾害( 学术界称之为巨灾) 。但对这

次复合型特大自然灾害的成因分析却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研究认为:

( 1) 大气环流持续异常和强拉尼娜事件

是诱发这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天气原因。

研究表明 , 贵州、湖南的冬季冻雨是一种常

态 , 一般持续时间大多不超过两三天 , 远不

足以成灾。2008 年, 举世瞩目的长江流域及

其以南地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发生, 从天

气学角度分析, 主要是异常的大气环流形势

持续稳定, 特别是与北极涡位置的偏东偏南

偏强 , 乌拉尔山阻塞环流形势异常稳定维

持, 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暖气流异常强大、南

支槽活跃,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

北 , 青藏高原积雪异常偏多、气温偏低和强

的拉尼娜( La Nina) 事件有关。

( 2) 江南丘陵山地和云贵高原的地势地

貌则是加剧这场特大自然灾害强度的重要

地理因素。就全国来看, 这次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主要发生在我国的江南丘陵山地和云

贵高原地区 , 这些地区海拔高度多在 300—

500 米以上, 部分地区达 1 000 多米 , 个别地

方超过 2 000 米。依据一般气温随海拔高程

递 减 的 规 律 ( 每 升 高 100 米 减 少 0.5℃—

0.6℃), 在整个降雪与冷雨覆盖地区, 气象站

附近温度一般在零度左右, 甚至达到- 1℃

—- 2℃, 在低山的丘陵地区 , 气温则可低

到- 3℃—- 10℃。由此可见, 地势地貌加剧

了这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形成。

( 3) 南方地区人口与产业密集又恰逢腊

月春运高峰则是形成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

———关于 2008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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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文背景。从人文因素看, 这次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地区 , 这里人口稠密、城镇集中、经济发达 ;

又时逢腊月, 春运繁忙, 人流物流密集; 断

电、缺水、交通受阻, 导致数以千万计的探亲

访友受到影响 , 数以百万计的旅客受阻车

站、码头和旅途 , 扰乱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

活秩序 , 在累积叠加放大和连锁扩张效应

下, 灾害损失和社会影响成倍提高。

我们认为这场低温雨雪冰冻复合型特

大自然灾害是天( 气) 地( 理) 人( 文) 综合作

用的结果。正是这场低温雨雪极端天气事件

的连续出现, 引发了江南丘陵山区次生冰冻

灾害 , 导致了电力、交通、通讯系统的中断 ,

触发了煤炭等能源供应的危机, 直接影响了

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由此使这场复合型

特大自然灾害的成灾过程呈现出了明显的

叠加放大和连锁扩张效应。

低温雨雪冰冻等致灾因子叠加放大 , 加

剧了致灾强度。1 月 10 日以来, 连续 4 次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 持续时间长达 3—4 周, 低

温、冻雨、暴雪、冰冻( 凝冻) 等致灾因子叠加

放大, 导致致灾因子强度加大。此外, 降雪期

间风速持续偏低 , 日均风速达不到 1.8 米 /

秒, 日均最大风速达不到 3.5 米 / 秒; 大气湿

度持续偏大 , 相对湿度高达 75%以上 , 最后

两次天气过程相对湿度超过 80%。低风、高

湿 , 积雪难以蒸散 , 亦成为加剧冰雪积压并

导致低山丘陵地区电网受到严重破坏的又

一重要天气原因。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链的连锁扩张, 放大

了灾情。由于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长时间连续

发生, 使得建筑和电网的覆雪和积冰持续加

厚, 从而导致大面积基础设施破坏或电网毁

损, 酿成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断电事故。这是

引发灾区生命线和生产线不能正常运转的

根本原因, 并连锁扩张到“断电缺水”、“交通

阻塞”和“燃煤不足”, 灾情波及大半个中国

数以亿计的人口, 造成了数以千亿元计的经

济 损 失 。 这 一 灾 害 链 可 以 简 单 概 括 为 : 低

温—雨雪—冰冻 / 雪冰压拉(自然灾害)—机

场 关 闭—公 路 堵 塞—煤 运 受 阻 / 断 电 —缺

水—铁路中断—煤运受阻(生产事故)—旅途

受 困—乘 客 积 压 —车 站 拥 堵 / 供 应 不 足—

物价上涨—生活困难( 治安问题)。

2 认真反思灾害教训: 我们必须亡羊

补牢, 优先生命线工程建设; 未雨绸

缪, 妥善应对连锁反应与衍生问题

这场史无前例的复合型特大自然灾害,

是对我国政府施政能力和社会运转能力的

一大考验。我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国家领

导人的亲历亲为、广大民众的万众一心和交

通、电力、公安、部队人员的忘我牺牲精神 ,

尤为值得赞扬。但是, 面对这场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 , 也让我们看到 , 中国在应对特大自

然灾害方面, 还有相当大的改进余地。

中国政府 2005 年开始建立的应急框架

体系针对的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突发危机。应急体系

的具体方案, 隐含了这次低温雨雪冰冻造成

的灾害, 如自然灾害救助、铁路行车事故、民

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大面积停电等。现在看

来, 已有应急方案相对单一, 条块分割, 涉及

的后果简单, 远未考虑多项危机同时爆发的

连锁效应, 也缺乏复合型特大自然灾害的国

家应急方案。就这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来

看, 有关部门低估了连续冰雪天气造成的陆

空交通与电力供应的严重后果和多项危机

同时爆发的叠加放大与连锁扩张效应。

更有甚者, 有些部门和地方有预案 , 无

准备, 没设备。诸如城镇和铁路缺乏第二电

源 , 电厂没有足够的煤炭储备 , 高速公路没

有辅线( 原有公路或放弃、或人为损毁) , 车

站、广场没有广播和高音喇叭 , 甚至没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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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照明设备。政府部门应急准备明显不足。

为此,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这场抗击低温冰雪

冷冻特大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 亡羊补牢,

优先生命线工程建设, 科学应对现代设备和

基础设施的脆弱性问题:

( 1) 生命线工程建设要优先其他基础设

施建设。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灾害链分析表

明: 南方交通有赖电力, 电力有赖能源, 能源

有赖运输, 社会经济运行在这次特大自然灾

害面前表现为一个恶性循环, 而电力则是总

开关。东南沿海地区应发展核能、风能、太阳

能和火电、水电等多重能源 , 不能单纯依赖

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 , 当然 , 也包括西气东

输。关乎地区发展, 供水、电力等生命线工程

建设要优先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水电供应、

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散化

和多元化也应该成为一个战略选择, 否则,

一旦发生重大灾害, 可能会危及地区与国家

安全。

( 2) 必须科学应对现代设备在自然灾害

中的脆弱性。 中国近二三十年现代化进度

神速。历史上的大暴风雪, 没有造成过全国

近十个省份的停电问题和上万、上十万乃至

百万人口的路途滞留问题。这次灾害发生到

大面积停电后, 全国普遍使用的电气化列车

无法在受灾地区通行, 铁路部门更没有第二

电源。若中国还是使用老式蒸汽机车, 则铁

路交通不会中断。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 灾

害预防必须考虑到现代设备的脆弱性和现

代化设施失灵后的严重后果, 明确科学的应

对策略。

( 3) 必须提高面对复杂危机的多部门协

调能力。 在这场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

应急行动中 , 气象、铁路、民航、公路、电力、

公安、商务、劳动等部门之间, 部门与地方之

间, 地方与地方之间, 地方与中央之间, 缺乏

及时、有效的沟通 ,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决

策的时间。国家要提高多部门协调能力, 建

立公共信息发布制度, 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正确引导公民的应急行为, 科学引导地方政

府的应急行动和操控能力; 部门和地方紧急

预案, 要协调联动, 不能极端简单化。

我国这场持续 3 周的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过程已经结束, 但灾害所造成的空前破坏

和潜在影响还远未彻底显现。我们必须未雨

绸缪, 审慎思考并妥善应对这场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还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与衍生环境

问题。

严格预防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仍存有

较厚积雪的大部分山地丘陵地区, 气温持续

转暖会产生大量的冰雪融水, 极易形成低洼

地区的融雪性洪涝灾害( 广东已见报道) ; 长

时间的融水浸泡也会诱发滑坡、坍塌等地质

灾害 , 甚至影响部分输电线路、交通运输和

河道堤防等基础设施安全和矿山安全。

特别关注可能衍生的环境问题。高度集

中使用的以工业盐为主的大量融雪剂, 会随

融水流淌 , 可能导致土壤盐碱化 , 破坏植被

( 南京部分绿化带已出现枯萎发黄现象) , 甚

至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已见相关报道) , 波

及饮用水源, 危害人类健康。

确实做好大灾之后防大疫的准备。据报

道 , 我国这次因灾死亡畜禽 6 900 多万头/

只( 未包括野生动物) 。春暖花开, 融水四溢,

不仅致病性微生物容易滋生, 而且动物死尸

也会腐生病原菌, 随水传播。我们必须早作

安排, 以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科学规划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有调查估计, 我国森林因灾受损面积达 3 亿

亩以上 , 受灾地区阔叶林几乎全毁 , 针叶林

毁坏 70%, 海拔 400 米以上的次生林 40%被

毁, 生态系统受损严重。生态系统的恢复与

重建必须遵循地理地带性规律, 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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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加强自然灾害基础科学研究, 提

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灾害应急能力

这次抗灾暴露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

题: 有人指出, 中国的基础设施太脆弱; 有人

批评, 天气预报太糟糕; 有人指责, 各地政府

反应太慢。我们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基础建设成就卓著, 但设计质量和标准有待

提高 ; 天气预报是基本准确的 , 但不能等同

于灾害预报, 要综合考虑地理因素和人文背

景; 各级政府是有效率的, 但各自为政、条块

分割, 整体效力有待发挥。更重要的是, 国家

灾害应急能力不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

上的, 地理信息滞后, 基础研究不够; 一线指

挥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减灾常识, 国家应对

特大灾害的准备基本没有; 政府应急生产能

力不足, 应急装备缺乏。为此, 我们建议:

( 1) 建立国家应急事务综合管理部门 ,

常态应对灾害危机处理。应对大规模自然灾

害往往是跨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

协同作战 , 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包括专

家在内) 专门机构来协调和管理。如果这样

一个机构总是灾难后出现, 结果往往是事倍

功半。中国应该在现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建

立 一 个 类 似 美 国 联 邦 紧 急 事 务 管 理 局

( FEMA) 的国家应急事务综合管理部门 : 平

时功能是经常性地进行国家大范围的风险

评估 , 找出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地

区、行业和企事业单位, 编制国家应急预案,

协助和指导这些地区或机构提高预警能力;

灾后作用, 就是为中央政府提供行之有效的

应对计划和方案, 具体组织和领导危机处理

工作, 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困难问题。

( 2) 加强自然灾害基础科学研究 , 提高

灾害预警防范能力。建议国家专项支持从地

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重大自

然灾害的形成机制 , 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联

合攻关; 加大自然灾害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

力度, 强化极端天气事件和巨大灾害预警、

防范工作 ; 开展历史重大自然灾害重演研

究, 系统评估中国不同自然地带极端气候灾

害风险与地带性问题。加强气象预报的基础

科学研究 , 推 进 中 期 天 气 ( 10—30 天 ) 预 报

理论的创新和中期预报技术的发展; 在高速

公路和铁路两侧布设更多气象监测站点, 尤

其注意丘陵山地区的气象监测站点建设, 建

立跨部门联合监测机制, 提高气候灾害综合

监测能力和预警防范能力。

( 3) 建立基础设施灾害风险评估制度 ,

增强防灾抗灾能力。铁路、公路、电网、水坝、

能 源 供 应 、水 源 供 应 、通 讯 网 络 、计 算 机 网

络、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行业 , 要按照各自

行业的特征进行详细的灾难风险评估, 找出

薄弱环节, 在此基础上建立各自的持续服务

计划和灾难恢复计划 ; 各基础设施行业的

企、事业单位 , 也要建立各自的持续服务计

划和灾难恢复计划; 在灾害风险评估的基础

上, 提出改善基础设施脆弱性的策略和具体

措施, 增强防灾抗灾能力。

( 4) 各级政府要慎重考虑各种灾害的可

能性, 提高全民防灾意识。从中央到地方, 各

级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尽量避免 “一

失皆失”的布局,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规划基础设施工程时都要考虑生命线和

生产线安全, 留有余地, 预防万一。比如高速

公路规划要充分考虑交通中断后车辆通过

其他局部公路绕行或疏散方案, 避免成千上

万车辆滞留、城市供应中断 ; 在建造煤电厂

时要考虑万一供煤发生障碍情况下的电力

供应问题 , 比如说水电、核电、火电并存 , 防

止一种电能中断就导致该区域彻底失去电

源的情况发生。最后, 要提高社会公众的防

灾意识, 增强全民的应急准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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