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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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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是指冬季来自极地或寒带的
寒冷空气，像潮水一样大规模地向中、
低纬度的侵袭活动。寒潮袭击时会造
成气温急剧下降，并伴有大风和雨雪天
气。对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和人体健
康等都有较为严重的影响。

●寒潮主要危害
1.寒潮大风：寒潮大风是由寒潮引

起的大风天气。风力通常为5级~6级，
当冷空气强盛或地面低压强烈发展时，
风力可达7级~8级，瞬时风力会更大。

2.寒潮冻害：寒潮天气的一个明显
特点是剧烈降温，低温能导致作物冻
害、河港封冻、交通中断，常会给工农业
带来经济损失。

3.寒潮雪灾：在寒潮过程中，最突出
的天气是降雪（雨）、大风和剧烈降温。

●应对方法
1.当气温发生骤降时，要注意添衣

保暖，特别是要注意手、脸的保暖。
2.关好门窗，固紧室外搭建物。
3.老弱病人，特别是心血管病人、哮

喘病人等对气温变化敏感的人群尽量
不要外出。

4.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要提防煤气
中毒。

5.应加强天气预报，提前发布准确
的寒潮消息或警报。

6.发布准确的寒潮消息或警报，使
海上船舶及时返航。

7.事先对农作物，畜群等做好防寒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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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
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
度骤降到0℃以下，使农作物受到损害，
甚至死亡。通常出现在秋、冬、春三
季。它与霜不同，霜是在物体上直接凝
华而成的白色冰晶，有霜冻时并不一定
是霜。

●霜冻主要危害
1. 危害机理：温度下降到 0℃以下

时，细胞间隙的水分形成冰晶，细胞内
原生质与液泡逐渐脱水和凝固，使细胞
致死。解冻时细胞间隙的冰融化成水
很快蒸发，原生质因失水使植物干死。

2.园林植物的危害：霜冻对园林植
物的危害使植物组织细胞中的水分结
冰，导致生理干旱，而使其受到损伤或
死亡，给园林生产造成巨大损失。

3.对农作物的危害：玉米、大豆、棉
花等秋收作物在成熟前对霜冻非常敏
感。受冻后的叶片变得枯黄，影响植株
的光合作用，常造成大幅减产。

●应对方法
1.灌水法：增加近地面层空气湿度，

保护地面热量，提高空气温度。
2.遮盖法：利用稻草、麦秆、草木灰、

塑料布、尼龙等覆盖植物，可减少地面
热量向外散失。

3.熏烟法：烟雾能够阻挡地面热量
的散失，而烟雾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热
量。

4.施肥法：在寒潮来临前施有机肥，
可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其吸热保暖的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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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
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
大不便；暴雪预警信号分为四种：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当暴雪天气来临时
相关部门应做好暴雪预警信号应急预
案，提醒人们做好各方面应对措施。

●暴雪主要危害
1.暴雪及其伴随的大风降温天气，

会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会
破坏交通、通信、输电线路等生命线工
程，使城市断电、断水、压塌建筑物。

2.会冻死、冻坏农作物、牲畜，会加
重虫病害的发生，影响来年产量和品
质。

●应对方法
1.大家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外出。
2.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老树，

避免砸伤。
3.如果发生断电事故，要及时报告

电力部门迅速处理。
4.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和交通信息，

避免因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等停
航或封闭而耽误出行。

5.非机动车应给轮胎少量放气，以
增加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

6.驾驶汽车时要慢速行驶并与前车
保持距离。车辆拐弯前要提前减速，避
免踩急刹车，有条件要安装轮胎防滑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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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雨（气象学名雨凇）是一种低于
0℃但未冻结的过冷水滴，是来自于高
层冰晶云层中的雪花，遇到了高于 0℃
的气层，融化成“雨滴”继续下降。进入
近地面气层时，由于遇到低于 0℃的气
温，一部分可能冻结成“冰粒”，但大多
数来不及冻结，成了低于℃的过冷水
滴，落到地面，在一些低于0℃的物体上

“安家落户”，冻结成雨凇。
●冻雨主要危害
1.公路交通因地面结冰而受阻，交

通事故也因此增多。
2.田地结冰，会冻断返青的冬麦，或

冻死早春播种的作物幼苗。另外，冻雨
还能大面积破坏幼林、冻伤果树等。

3.冻雨大量冻结积累后能压断电线

和电话线，严重的冻雨会把房子压坍，
飞机在有过冷水滴的云层中飞行时，机
翼、螺旋桨会积水，影响飞机空气动力
性能造成失事。

●应对方法
1.当冻雨发生时，要及时把电线、电

杆、铁塔上的积冰敲刮干净。
2.在机场，要及时清理跑道和飞机

上的积冰。
3.对于公路上的积冰，及时撒盐融

冰，并组织人力清扫路面。
4.人们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外出，

要采取防寒保暖和防滑措施。
5.驾驶汽车时要减速慢行，不要超

车、加速、急转弯或者紧急制动，应及时
安装轮胎防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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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防滑常识
1.及时清除装置、道路、楼梯、通道

上的积雪、结冰。
2.高空冰凌也要及时清理，清理原

则是先高空后地面。
3.在主要通道上设置防滑设施，如

防滑毯、防滑垫等。
4.在存在滑倒风险的地方，设置安

全提示标语。
5.冬季雪天出行应穿防滑鞋，在人

行道上行走，步行速度不要太快，步幅
要小，双臂来回摆动能起到平衡作用。
上下楼梯时，必须扶好扶手，沿梯阶逐
级上下。

6.如果不小心摔倒，尽量别用手腕
去支撑地面，这种摔倒姿势最容易造成
手腕骨折，可用胳膊肘作支撑，同时要
注意保护头部不被碰到。摔倒后也不
要急着起来，检查一下身体哪些部位疼
痛。一旦骨折，切不可乱揉乱动，应用
围巾、书本等固定好骨折部位，立即到
附近医院治疗。

●骑自行车防滑常识
1.车胎气不可太足，将气放至平时

充气量的2/3为好。
2.尽量放低车座，与前面车辆保持

3米以上距离，防止前车滑倒绊着自己。
3.不要急刹车，否则会使车轮打滑、

失去平衡。

●驾驶摩托车防滑常识
1.驾驶者进入弯道欲刹车时，尽量

多用后刹，因为前刹容易发生侧滑。
2.刹车时尽量使车身与路面保持垂

直，经过结冰严重的地段时尽量不要刹
车，最好用油门控制车速。

●雨雪天公路安全行车技巧
1.出车前应加强对车况的检查，特

别是灯光、转向和制动系统应有效可
靠。为防止车辆甩尾，可将前后轮制动
器调整为同步制动。

2.上高速公路前应尽量了解最近的
天气情况和沿途道路通行情况，以便及
时调整行程。上高速公路后也要注意
观察路面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并按照
路面上的提醒信息行车。

3.严格保持行车间距，特别是冰雪
路面的阻力很小，在冰雪路上转弯或下
坡时必须将车速控制在能够随时停车
的低速；加速或减速时，加减油门都应
缓慢，以防打滑。驾驶员应根据地形、
车速和载重量等，与前车保持正常行驶
距离的2倍以上。

4.如果中途遇到雨、雾、霜、冰雪等
恶劣天气，车辆内外温差较大，前挡风
玻璃出现雾气时，千万不可拿出棉布、
毛巾，边开车边擦拭玻璃上的雾气，因
为一个小动作可能引来大祸。应利用
车内空调器调节车内温度，消除挡风玻
璃上的雾气，以免影响开车视线。

5.途经事故路段堵车现象严重时，
要减速慢行，加大车距，按序行车，不要
随意变更车道超车和在硬路肩上行驶。

6.遇到有打滑现象，不要急刹车，不
要猛打方向，要降低车速，同时进行点
刹，让车慢慢停下来。 （本报综合）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小贴士

冬天是一年四季中最为寒冷的季节。当强冷空气侵袭时，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会对身体健康、安全生产、道路安全等造成不利影响。如何
更好地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公路安全行车有什么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