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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今冬是冷冬还是暖冬”
又成为热门话题。那么究竟如何评判
是冷冬还是暖冬？北方多地入冬偏晚
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最新气候预测，今
年冬季会是个暖冬吗？厄尔尼诺将在
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偏暖≠暖冬！“冷冬”“暖冬”到底谁
说了算？

首先，需要弄清一个概念，冷冬/暖
冬评判的是一整个冬季的冷暖状况，所
以一时的冷暖并不能代表整个冬季的
冷暖情况，不能通过一场寒潮或一段时
间偏暖就得出结论。

其次，冬季偏冷/偏暖与冷冬/暖冬
也不是一回事。偏冷/偏暖只是相较于
平均状况而言，比平均状况偏高可说是
偏暖，比平均气温偏低是偏冷。而冷
冬/暖冬则有着严格的判断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暖冬等级》《冷冬等
级》，冷冬/暖冬的判定都是用冬季三个
月的平均气温作为判定的基本要素，通
过当年冬季平均气温与其常年值的差
值（距平）与标准差（描述序列偏离其
平均状况的统计量）来判断。

以暖冬为例，又分为单站暖冬和全
国暖冬。当某一站点的冬季平均气温
距平大于等于其标准差的0.43倍，则可
将其定义为单站暖冬；全国暖冬则采用
全国范围内暖冬面积占全国有效面积
的百分比（也称暖冬指数）来界定，暖冬
指数≥50%，定义为全国暖冬。

今年冬天格外暖，与厄尔尼诺“有
关”？

今年秋季以来，我国北方气温异常
偏高，多地冬天集体“迟到”。虽然东北
大部、华北西北部、西北大部等地已经
入冬，但大部地区入冬时间较常年偏
晚。这种极端反常的气候现象，真的是
与厄尔尼诺有关吗？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
示，自2023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
厄尔尼诺状态以来，5月至10月关键区
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已经
连续五个月超过 0.5℃，可以判定一次
中等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强度
为中等，类型为东部型，并将持续到明
年春季。

厄尔尼诺的确是影响我国冬季偏
暖的原因之一。对我国而言，厄尔尼诺
的发生常常导致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偏
暖。据统计，1951 年至 2000 年发生过
14 次厄尔尼诺，有 13 次我国冬季出现
暖冬。但今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入
冬偏晚，主要还是今秋以来欧亚中高纬
度地区以纬向型环流为主，我国受高度
场正异常控制，西伯利亚高压强度总体
偏弱，冷空气活动偏弱导致的结果。

冷暖大波动“虽迟但到”，背后气象
原因还有哪些？

从“火箭式”升温到“断崖式”降温，
寒潮“虽迟但到”。我国气候类型复杂
多样，影响因素也较多，即使在暖冬，也
会有阶段性的冷，寒潮和大雪纷飞的场
景都不会缺席。目前，寒潮天气正在影
响全国多地，需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
报和预警，防范阶段性低温雨雪天气过
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厄尔尼诺并非等同于暖冬，科学研
究表明，温室气体增加、东亚冬季风减
弱、火山和太阳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暖
冬的原因。

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
的急剧增加是近几十年全球平均气温
升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温室气
体特有的保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平均气温的升高，特别是冬季气温的升
高，导致暖冬的形成。

冬季风的强弱是导致我国冬季冷
暖变化的直接原因。一般情况下，冬季
风弱，意味着高纬度冷气团不活跃，侵
入我国的冷空气次数少、势力弱，则冬
季气温偏高，易出现暖冬。而冬季风强
时则相反。

极涡和副热带高压也会影响我国
冬季气候。当冬半年极涡面积小而深
厚时，极涡往往龟缩于极地附近，冷空
气聚集于极地附近的高纬度地区，不容
易向中纬度地区扩散，对我国大部分地
区影响较小，冬季平均温度就偏高易形
成暖冬；而极涡面积大而浅薄时，极涡
往往偏离极地，活动于中高纬度地区或
东移南下，带来一股股较强冷空气，使
我国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大幅度下降。

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的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的强弱也会直接影响到我
国冬季的冷暖。一般情况下，当它强大
时，有利于南方温暖气流向北方输送，
易出现暖冬；当它较弱的时候，则不利
于南方温暖气流向北方输送，我国冬季
温度往往偏低，出现冷冬。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偏
强，我国更易维持冬季偏暖气候。

总之，准确预测平均气温超过临界
点的难度大，对冬季气温的预测往往只
能给出偏暖或偏冷的趋势，是否为暖冬
或者冷冬的最终评判需要等冬季结束
后，根据实况数据才能确定。对公众而
言，无论是暖冬还是冷冬，都需及时关
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适时添衣保暖，
做好防护措施。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崔国辉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审
核：周兵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国家气
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

如何判断冷冬还是暖冬？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

清晨6点的哈尔滨，天还没有
完全透亮，很多人还在睡梦中。
此时，在哈尔滨道外区冬泳场，已
经有人开始冬泳。他们在封冻的
江面上打开缺口作为“泳池”，站
在高台，伸直双臂，用力一跃，在
彻骨的冷水中畅游，为冰天雪地
增添一份元气与活力。

冬泳是勇敢者的运动，对身
体素质要求较高。对很多人来
说，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别说
冬泳，出门都要“全副武装”。

棉衣棉裤羽绒服、帽子手套
大围脖，这种气温下，就要能穿多
厚穿多厚。走出房门那一刻，寒
气逼人的空气迎面袭来，原本残
存的睡意瞬间荡然无存。

脱口秀演员李雪琴说，东北
的冷是有味道的。虽然难以名
状，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
说，都应该深有体会。深吸一口
气，那凛冽又清新的冷空气直接
入肺，甚至能把鼻腔粘住。

晨起第一站，来到红专街早
市。这个早市热度很高，虽然天
色还早，但拥挤的人潮已充斥并
不宽阔的街道，叫卖声此起彼伏，
热闹非凡。油炸糕、豆腐脑、杀猪
菜……各种好吃的让人目不暇
接，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

东北早市或大集，是最具人
间烟火气的地方。冬天的哈尔
滨，变成了一个天然“大冰箱”，雪
糕、各种冻货等直接摆在室外卖，
让不少南方朋友感到新奇。更夸
张的是，备受东北人喜爱的冻梨、
冻柿子甚至可以用来钉钉子。所
以买来后最好不要心急直接吃，
可以浸入水中化冻，待其变软后
再吸吮水果汤汁，冰凉酸甜的口
感在嘴中炸开，那感觉妙不可言。

吃饱喝足，太阳已完全升起，
刚刚补充过能量的身体感觉不那
么冷了。漫步在索菲亚教堂广
场，随处可见游客盛装打扮，他们
在旅拍摄影师指导下，留下与这
座城市的合影。网上因此有人戏
称：哈尔滨的冬天，三步一个“公
主”，五步一个“女王”。

随后，坐车来到道里区音乐
主题广场，限时版“顶流”大雪人
映入眼帘。十多米高的大雪人头
戴红帽子，扎着红围脖，笑容可掬
地和游客“问好”。一位雪雕师傅
说，为了让大雪人早日面世，团队
起早贪黑赶工。今年，除了站“C
位”的大雪人，还建造了四个“雪
人宝宝”。这种气温下开展户外

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东
北，每年冬天有成千上万的雕刻
师从事冰雪雕刻工作。12 月 18
日正式开园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动用了近万名冰建工人，他们夜
以继日，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
建造出一个规模宏大、美轮美奂
的冰雪童话世界。

午饭时间，走进一家东北特
色铁锅炖餐厅。刚一推开门，香
味混着热浪扑面而来，眼镜上瞬
间结上一层霜。“来了老舅，看今
天炖点啥？”在东北的铁锅炖餐
厅，店员总是会给客人各种各样
的亲切称呼，这是独属于东北人
的热情。

炖大鹅、炖笨鸡、炖江鱼……
东北的铁锅里几乎可以炖一切。
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就着炖得直
冒泡的美食，谈谈生活，话话家
常，再整上二两小酒。推杯换盏
间，满是相聚的“味道”。

酒足饭饱，到中央大街走一
走。有人说：没逛过中央大街，就
相当于没来过哈尔滨。这话不
假，不光外地游客向往这座“百年
老街”，本地人也喜欢有事没事就
来这儿转转。

看着美丽典雅的欧式建筑，
欣赏中外艺人的乐器表演，品尝
正宗俄式风味西餐，在中央大街，
处处洋溢着中俄文化的融合“味
道”。别忘了再吃一根马迭尔冰
棍，这“仪式感”才叫拉满。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尽头的
防洪纪念塔灯光亮起，人们或是
沿着松花江散步，或是在冰封的
江面上尽情撒欢玩耍，参与各种
冰雪运动，空气中充满快乐的“味
道”。

东北人对冰雪运动的喜爱是
刻在骨子里的，更是从小培养起
来的，很多学校一到冬天就开始
浇建冰场，为孩子提供滑冰场地，
不少世界冠军就是在学校被发掘
培养，进而进入国家队。

每年冬天，松花江冰雪嘉年
华都会如期与游客见面，在江面
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今
冬的冰雪嘉年华园将开设超40项
各类冰雪互动项目，值得期待。

新一个冰雪季已经到来，哈
尔滨整装待发，准备了丰富的冰
雪盛宴以飨八方来客。这里的冬
天到底是什么“味道”？还等着你
来亲自感受。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
刘赫垚

哈尔滨的冬天是什么“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