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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广东省防总宣布全省进
入2024年汛期。当前，广东已进入
强降雨、强对流多发季节，市民要密切
关注当地预警信号，注意恶劣天气对
交通出行的影响，提高防灾避险和自
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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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气候中心首席庞古乾表示，强对流天气是广东省前汛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影响广东

省的强对流天气主要有雷雨大风（阵风≥17.2m/s）、冰雹、龙卷风及短时强降水（1小时雨量大

于20mm）。
短时强降水一年四季都可见，以春、夏、秋三季为多。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春夏过渡季节或夏

秋之交（4月至10月），以前者居多。冰雹在广东大多出现在冷暖空气交汇激烈的2月至5月，

也可在盛夏强烈而持久的雷暴中降落。

庞古乾分析称，广东强对流天气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发生早、结束迟。广东的强对流天气全年都可发生，但一般2月份开始逐渐增多，春

夏之交尤为多见，9月份以后逐渐减少。

二是强度强、破坏严重。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特点，其中空气垂

直速度相当大（对流强），如个别龙卷风的瞬时风速可超过100m/s。
三是出现频繁，水平尺度小，生命史短。强对流天气是广东各种自然灾害中出现次数最

多的一种灾害性天气，雷雨大风是各地汛期较为常见的强对流天气现象，有时一天可降冰

雹4次，降雹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为半小时。强对流天气的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局地

发生，发生时通常小于200公里，有的仅几公里。生命史短，一般几小时至几十小时，有的

仅几分钟。

四是不同区域出现频率不同。从广东历史上强对流天气易于发生发展的区域来看，

各类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源地和时间有所区别，如龙卷风易于在平原、沿海地区发生，雷雨

大风多出现在空气潮湿闷热的午后至傍晚，冰雹多出现在内陆山区空气对流发展旺盛

的午后。

4月7日6时35分，珠江流域北江发生2024年第1号洪水，为我

国今年主要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也是全国1998年有编号洪水统

计以来发生最早的一次。同一天16时40分，珠江流域韩江发生2024
年第1号洪水。相比较而言，今年的1号洪水为何来得偏早？

就珠江流域而言，2023年没有发生编号洪水，2022年第1号洪水

发生在5月的西江，今年是自1998年有编号洪水统计以来首次发生在4
月。

相关专家指出，受2023年东亚冬季风整体较多年同期偏弱等影响，华

南降雨偏多。4月3日以来，珠江流域出现了今年汛期的第一次强降雨过

程。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

根据水利部2019年印发的《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全国大江大河

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水位（流量）达到警戒水位（流量），可定义为

洪水编号标准。4月7日，北江干流石角水文站流量涨至12000立方米每秒，韩

江干流三河坝水文站水位涨至42.01米，分别达到水利部洪水编号规定的标准，

北江、韩江相继发生2024年第1号洪水。

专家指出，我国珠江流域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在七大流域中一般入汛最

早、汛期最长，备汛时间短、任务较重。

针对北江、韩江发生的洪水，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会同广东、福建等地水利

部门积极调度北江、韩江流域水库拦洪、错峰，强化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

小河流洪水防御，细化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日前，广东省气象部门对2024年4月及前汛期（4至6
月）天气趋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论，尽管不少地方已“官

宣入夏”，但预计2024年4月仍有冷空气可影响广东。按现

有气象资料预计，2024年影响广东的“龙舟水”相比常年也

略偏重。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2024年4月广东雨量除粤

西相比常年偏少1～2成外，其余偏多1～2成；全省大部气

温相比常年偏高 0.3～1.5℃，其中中北部偏高 1～
1.5℃，西南部偏高 0.3～0.8℃，平均最低气温偏高

0.3～0.8℃。

2024年4月广东会有多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

现在8～9日（中雨）、15～19日（中到大雨）、22～25日
（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2024年4月广东还有主要的冷空气过程，大致出

现在21～24日（弱），预计4月广东出现低温阴雨、倒

春寒的可能性较小。

广东省气象部门同时对前汛期（4月至6月）天

气趋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论，与常年同期相比，

2024年4月至6月（前汛期）广东省降水除西南地

区偏少1～2成外，其余大部地区偏多1～3成。降

水集中期内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可能性大。

预计2024年“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
月20日）广东降水相比常年略偏重，空间分布差

异性大，降水除西南和东部沿海地区偏少1～2成
外，其余大部地区偏多1～2成。预计2024年首

个出现的热带气旋（台风）较多年平均出现时间

（6月24日）偏晚，2024年4至6月有热带气旋

（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广东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趋势预测的时效较长，可能和最终

天气实况存在差异，广东省气象部门将在后

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适时更新预报结论，

请各地居民和有关职能部门同时留意广东

省和各地市每天发布的短临天气预报。从

提前防御角度出发，各地居民和相关职能

部门可根据现有趋势预测结论，提前做好

相应防御准备。

“入夏”后仍有冷空气影响

今年“龙舟水”或比常年偏重

强对流天气全年都可能出现

● 广东气象入汛标准
每年3月1日起，广东国家气象观测站中，累计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站点日雨量大于或

等于38毫米的日期，即以该日作为全省汛期开始的日期。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本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四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省人民政

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机构根据雨情、水情，结合防汛工作实际确定并公布每年全省汛期起止

日期。

●汛期常见的灾害性天气
暴雨、台风、强对流（龙卷风、雷电、冰

雹）、高温天气，以上灾害天气还会导致次生灾

害发生，比如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

●华南汛期分两段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有一个汛期，华南却有

一个“前汛期”。

华南“前汛期”是指出现在华南地区的特定汛期，

因为华南地区在4月至6月就已经多雨，前汛期期间的

降雨主要是冷暖气流交汇等原因形成的强对流雨。

“后汛期”通常出现在7月至10月间，这一期间的降

雨则主要受到台风、热带辐合带等热带天气系统影响。

“前汛期”顶峰是龙舟水，即每年5月21日至6月20
日，华南等地出现的强降水天气，因常常出现在端午节龙舟竞

渡之时而得名。龙舟水期间，华南大部雨量达到前汛期的顶

峰，迎来一年中降雨最为频繁的时段。

学 会 应 对

大风大雨“冇有使怕”

●留意天气预报
不管工作日节假日，广东省气象部门每天都会开展会商预报工作，形

成每天发布服务全省的短临天气预报。

广东各地居民可通过新浪微博@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广东天气”等渠

道，查询每天最新的天气预报。

●关注“停课信号”
汛期期间，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常会根据天气变化，发布台风、暴雨、雷雨大风、

冰雹、高温等预警信号，提醒公众注意灾害性天气来临，并根据预警信号的指引科学

防御。

根据《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台风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以及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为“停课信号”。

当“停课信号”生效时，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应当停课。建议公众在“停课信号”发

布时，停止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到安全地方避险。

●科学蓄水趋利避害
尽管汛期常有气象灾害，但这并不意味着汛期“百害无一利”。近年来，广东省气象部门

在“龙舟水”、台风等预报内容中，常提醒各地需抓住风雨到来的有利时机，做好科学蓄水工作，

以应对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阶段性气象干旱、高温等天气。

今年1号洪水为何来得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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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新华社、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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