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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几天，全国多地沙尘漫

天。4月9日以来，北方沙尘影响范围

越来越大，上海、浙江、江西北部、湖南

北部等长江以南地区都先后“吃土”。

昨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沙尘

暴蓝色预警，预计北方沙尘影响将持

续至本周末。

沙尘到浙江虽已是强弩之末，但

依然造成不小的空气污染。好在前天

晚上开始，浙江风向转为东南风为主，

空气质量逐渐转好。昨天上午，杭州

大部转为轻度污染。

雨水终于也要赶到，昨天下午不

少人出门都带上了雨伞。

周日气温将破30℃
难道这是要

“跑步入夏”

汛期来临之前，杭州水利传来好消息，扩大杭嘉湖

南排·八堡排水泵站工程于 4 月 13 日通过机组启动验

收，意味着八堡工程可以正式投入使用，杭州亚运会期

间的洪涝安全又多了一道“保险开关”。

防洪排涝这事对杭城意义重大。

杭嘉湖平原地处太湖以南，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北，

天目山以东，属长江三角洲，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平均

海拔 3 米左右。杭州市位于杭嘉湖平原上游，历史上

洪涝水主要通过运河水系自流北入太湖、东出黄浦

江。受地势条件、下垫面变化、下游高水位顶托等影

响，洪涝水排泄不畅，容易积涝成灾。

八堡排水泵站是杭州首次采用国产机组的大型水

利工程，它的设计排涝流量是 200 立方米/秒，如果开

足马力运转，一天可以排出相当于 1.8 个西湖的水

量。八堡工程和隔壁的三堡排涝工程，两条“龙吸水”

联合调度，一天则可以排 3.3 个西湖的水量，可直接降

低杭州主城区运河水位 0.58 米，大大提高江北片杭州

主城区的排涝能力。

此外，昨天在八堡工程现场，记者也了解到，3

月，地处杭州未来科技城腹地的城西南排工程开工

建设，未来，它会把杭州城西的涝水通过地下 60 米深

的隧洞强排入钱塘江，预计一天能排涝“2 个西湖”，

一直以来困扰杭州的城西“看海”城市内涝沉疴，将

因此终结。

同样在3月，被称为“杭城西北部最后一道防护屏

障”的余杭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开工建设。西险大

塘是太湖流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洪标准将

提高到 200 年一遇，与流域内大中型防洪水库等工程

联合调度，共同保护杭嘉湖东部平原和杭州市钱塘江

江北主城区，直接保护着705.4万人汛期的安危。

杭州城东新添“龙吸水”，排涝又多一道保险

昨天上午，浙江省水利厅举行“汛来问江河2023”新闻发布会，全省将于4月15日正式入汛。

从良渚古城外 5000 年前的水利系统，到钱塘江边的明清古海塘、东苕溪畔的东汉西险大塘，浙江人对于治

水这件事的执着，延绵了上下五千年。

一直以来，杭嘉湖平原汛期的排涝问题，都是浙江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省明日进入汛期，洪涝灾害和高温干旱风险并存

杭州新添排涝“神器”
日排水量可达1.8个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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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气象台说，冷暖气流联手

带来的“降水包裹”已送到浙江部分地

区。昨天中午到今天，浙江全省有阵

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

局地可能伴有短时暴雨。需要防范的

是，这次明显降水过程可能出现局地

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全省多云转晴。

随着沙尘退去，浙江将迎来一轮

升温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 月 16

日至 17 日，浙江最高气温有望突破

30℃，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杭州接下来气温也是稳步上升。

本周日到下周二，最高气温可达 29℃

~33℃，短袖可以大方出场了。

这架势，是要跑步进入夏天吗？

并没有。

去年，杭州在 5 月 24 日才正式入

夏。从 1991~2020 年的 30 年气候资

料统计，杭州平均入夏时间为 5 月 16

日。从近10年的气候资料看，杭州入

夏最迟为 2012 年的 6 月 4 日，最早为

2020年4月30日。

1981~2010 年的 30 年里，杭州

夏季平均长度为132天。1991~2020

年的30年里，杭州夏季平均长度增加

到 140 天。而近 10 年里，杭州夏季的

平均长度进一步增长到141天。

可见，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夏季

变长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炎炎夏日，

且慢一点来吧。 本报记者 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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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汛期，全省情况如何？

去年以来，浙江备受干旱少雨气候困扰，甚至出现

多地限时供水的情况。

根据省水利厅最新统计，今年以来（至 4 月 11 日 8

时），浙江省降水量 228.7 毫米，较多年平均（315.5 毫

米）少 27%，列历史第 7 少。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蓄

水总量228.28亿立方米，较同期少11.66亿立方米。

省水利厅与水利部、流域机构、地市及省气象部门

会商后预测：在异常天气气候背景下，浙江今年水文气

象年景为一般到偏差，汛期气象会出现水文灾害偏重、

旱涝台并存的情况。

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烨兴说：“目前西太平洋海温偏

冷，未来海温预测不确定性较大，若后续海温偏冷，我省

洪水概率大；若后续海温偏暖，则发生干旱可能性大。”

根据水利部目前的研判，预计全省6~8月降雨总体

略少，浙东南沿海和丽水东南部正常略多；梅雨量略少，

降雨集中期较明显，浙中南发生较重雨洪可能性大。

钱塘江中上游、浦阳江、东苕溪发生超警洪水概率

较大，杭嘉湖东部平原、甬江发生超保洪水概率较大。

受台风可能偏重影响，部分山区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

局地性暴雨洪水，东南沿海受台风影响风险较高。

出梅后受阶段性高温热浪或降雨可能偏少的影

响，部分山区和沿海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夏旱。

海温和副高等气候因子变化还存在变数，后续水

利部门将动态关注天气和气象降雨预报，及时动态分

析研判会商，滚动发布预报预警。

今年以来全省降水偏少三成，汛期“阴晴”未定

本报讯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奇瑰绝美的乌素特水

上雅丹，还有如童话梦境般的茶卡盐湖⋯⋯在距离浙

江2000多公里外的青海，这样的美景令人神往。

昨天，“大美青海·魅力海西”工会疗休养精品路线

推介会在杭举行，青海为浙江职工的疗休养提供了更

丰富的产品和更多的选择。

今年是浙江青海两地对口支援工作的第 13 个年

头，两地携手共建，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对口支援

工作特别是两地文旅产业也朝着产业协作、产业联动、

产业融合的方向大步迈进。在海西州，浙江援建的海

西州智慧旅游系统、柴达木自驾车营地、德令哈市游客

服务中心等一批文化旅游建设项目拔地而起。

会上，海西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官和青海省部分

旅行社负责人通过 PPT 以及精美的实景图片介绍了

当地的旅游资源、疗休养线路和文旅产品。浙江、青海

两地的8家高品质旅行社也就进一步深化工会疗休养

联动、加强文旅产业协作等多项合作内容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林婧

新增多条青海海西州疗休养路线，浙江职工有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