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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气象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出现
了6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3月19日—23日过程达
强沙尘暴级别，是今年以来最强和影响范围最广的沙
尘天气过程。此轮沙尘天气波及20个省（区、市），呈
现出起沙范围大、覆盖范围广、移动速度快、峰值污染
重等特点。专家预计，3月31日至4月2日，我国西北
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沙尘
天气过程。

3月25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媒体发布会，针对
公众关注的“沙尘天气”予以解析。

此轮沙尘天气有何特点？

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室主任张碧辉介绍，此轮大
风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广，波及20个省（区、市），影响面
积超过485万平方公里，是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
一次沙尘过程。

其中，3月19日开始影响新疆，20日—21日自西向
东影响甘肃、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中北
部、山西，22日沙尘主体影响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
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等地，23日沙
尘向南传输至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

张碧辉谈到，新疆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河北北
部、山西北部、北京、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沙
尘暴，新疆西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河北北部、北
京、黑龙江西南部局地出现强沙尘暴，最低能见度不足
100米—200米。本次过程强度达到强沙尘暴等级，为
2000年以来3月第三强。

另外，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
西部阵风达9级—10级，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赤峰市、
兴安盟等地阵风达11级—12级；大风为沙源区本地起
沙和向下游远距离传输沙尘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条件。

今年大范围沙尘天气因何而来？

3月本就是沙尘天气高发期。张碧辉表示，今年3
月以来蒙古国和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多
大风天气，加之植被尚未返青，配合裸露的沙源地地表
条件，易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3月中上旬，蒙古国和我国西北沙源地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5℃—8℃，基本无降水，地表无积雪覆盖，导
致大范围地表裸露，加之今年蒙古气旋强度偏强和冷
空气活动较多，在气旋及其后部冷空气东移过程中，强
烈的大风卷起沙尘，通过高空输送，南下东移，在我国
东北地区、华北、西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地区沉降形
成沙尘暴、扬沙、浮尘等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研究员丁婷介绍，蒙古
国南部的戈壁沙漠也是影响我国沙尘的重要源地，
2022年植被生长季蒙古国降水较近20年同期偏少，沙
源地植被覆盖较差，地表裸露缺乏植被保护。

此外，今年沙尘天气主要和近期大气环流异常有
关。今年春季前期气温明显回暖，尤其是三月初出现了
一次极为罕见的回温天气，导致前期的冻土层沙土出现
快速融化。3月—4月本就是北方大风高发季节。在一
定的大风条件下，造成沙尘源地的沙尘多次输送至我
国，这是今年多次出现严重沙尘天气最直接的原因。

丁婷表示，近年来我国北方植被大为增加，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总体上有利于侵袭我国的沙尘次数逐步减少。

近期是否还会有沙尘天气？

那么，这个春季沙尘天气会频频来袭吗？张碧辉
谈及，预计今年春季（4月至5月），蒙古国南部至内蒙
古中西部沙源地降水偏少，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且有
蒙古气旋阶段性南下影响，利于形成沙尘天气。预计
我国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次数较近十年同期偏多，沙尘
强度总体与近十年持平。

“3月31日至4月2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
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沙
尘天气过程。”张碧辉称。

对于近年来我国沙尘天气的发展趋势，丁婷介绍，
从统计结果来看，2018年—2022年期间我国北方平均
的沙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都比 2013 年—2017 年平
均多，但这并不能认为是沙尘暴出现了明显变多的趋
势。从更长时间尺度来看，21世纪前十年，沙尘总次数
和沙尘暴次数均明显多于近十年。这表明现阶段仍处
在影响我国沙尘减少的背景下。

此外，丁婷表示，沙尘频次还受到中高纬度大气环
流的直接影响，因此会呈现出一定的年际变化特征，例
如2017年和2022年春季沙尘暴次数均仅有一次。

此外，针对沙尘天气的防范措施，张碧辉提出两点
建议，一是4月—5月我国北方遭遇沙尘天气的风险较
大，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做好防护，降低沙尘天
气对交通、农牧业、人体健康及城市运行的影响。

二是加大科技攻关和部门合作，加强对沙尘起源、
沙尘输送动力等机理研究和沙尘天气数值模式预报技
术的研究，提升预报预警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沙源
地生态治理、沙尘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评估和沙尘灾害
应急处置之间的联动和互动，为防灾减灾和科学精准
治沙提供支撑。 本报综合消息

专家详解近期沙尘天气因何而来

截止到 3 月 24 日，由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的出境团队游目的地已增加至
60 个国家。出境游热度快速上涨，在热
情高涨的游客需求前，出境游的体验是
否能够匹配行业利好？疫后境外旅游重
启，在重建初期服务链条时又有哪些待
解的难题？

泰国仍是热门目的地
张嘉伟是一名旅游爱好者，泰国是他

最爱前往的目的地之一。作为疫情后开
放出境游首批到访泰国的游客，出发前张
嘉伟在朋友圈里兴奋地晒出护照机票。
落地后，与张嘉伟同行的首批中国游客受
到了热情的接待。“初到泰国，最直观的感
受是受到疫情影响，当时去泰国的游客并
不多。”随后他又分别于春节和3月初再
次到泰国，“感觉一次比一次热闹。”关于
开销和物价，张嘉伟感觉和疫情前的差别
并不明显。

然而在近期，一则关于“泰国真的已
经贵到去不起了吗？”的话题讨论冲上热
搜。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称，不仅仅是泰
国，在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很多境外目的
地遭遇了旅游成本水涨船高的现象。记
者就此问题询问了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
办事处，但对方表示暂不回复，一切以泰
国旅游与体育部的官方声明为准。此外，
不仅是东南亚，在北京某旅行社的境外游

产品报价单中，法国、意大利、瑞士三国
10天跟团游价格从2019年的2万元左右
涨到了现在的 3 万多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上涨的原因就是机票和当地食宿价格
的上涨。

叶满是一个资深旅游达人，她在采访
中告诉记者，从年初开始，她就关注到旅
游成本上涨的话题，“我搜索了一下曾经

‘自由行’的时候住过的几家酒店，定价仍
然都在合理区间内。”中青旅遨游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杰在采访中告诉记
者，泰国的物价确实因通胀原因出现了上
涨，但是较疫情前来说，并没有大幅上
升。不少游客在微博上采用了“晒消费”
的方式来向公众展现真实情况，有网友
称：“椰子沙冰80泰铢（1元人民币约合5
泰铢），海鲜炒饭200泰铢，这怎么着也够
不上宰客范畴吧！”

尽管众说纷纭，国人对泰国旅游的热
情仍然高涨。记者从某在线旅游平台了
解到，尽管受到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些
退单情况，但泰国目前依然是最火热的目
的地之一。航班管家App显示，五一出境
机票热度最高目的地前五为香港、澳门、
曼谷、新加坡、清迈。

供需关系与通胀是主因
一位市场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各个目

的地的出团成本都在上涨，最主要原因是

运力不足。此前，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
塔萨对《曼谷邮报》表示，疫情期间被压抑
的旅游高需求推动泰国境内酒店价格升
高30%。同时，航班容量有限和频率恢复
缓慢导致机票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是导致出团成本上升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
前发布报道称，随着通货膨胀加剧，游客
们甚至不得不避开高端酒店，选择穷
游。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
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三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当前的出境游价格的上涨：一是
输入型通胀，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反
映到旅游经济中，特别是类似泰国这样
的外向型经济体中，欧美游客大批量涌
入，带动了物价整体上涨。二是供应链
障碍，疫情对境外旅游的供应链仍在发
生影响，人力、航班、经营单位均供给不
足。三是报复性涨价，对于很多旅游经
营主体来说，三年疫情造成巨大冲击，企
业急于增补现金流，修复资产负债表，造
成价格的波动。

旅游业价格恢复需要时间
那么，境外游的价格何时能够平复

呢？金准认为，疫后重启，释放出大量旅
游消费潜力，但旅游产业的价格恢复仍需
时日。瑞士国家旅游局中国区主任常典
娜也告诉记者：“当下旅游产业面临修复
及重建，这将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游客、出境服务商
以及目的地政府等多方的共同努力，相向
而行。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崔素瑞表示，尽
管数据表明旅游业的整体状况正在“稳
步改善”，泰国的旅游业还是需要面对
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泰国媒体
The Thaiger 报道，3 月 21 日，泰国内阁
在例会上针对旅泰安全等相关问题进
行专项讨论。

针对疫后旅游产业修复，金准认为，
旅游市场的信任恢复会有一定难度，因为
对于成熟的目的地而言，已经在疫情前形
成了稳定的价格和质量评判体系。“所以
在疫后重启阶段，一旦旅客的体验和前期
出现了偏差，并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则对
目的地的旅游形象冲击更大。结合全球
通胀等宏观因素，旅游业的全球性修复更
高度依赖于世界经济体系恢复平稳。”

本报综合消息

3月25日上午，随着168小时试运行
试验圆满完成，中国广核集团广西防城港
核电站3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并具备商
业运行条件。随着该机组的投产发电，中
广核在运核电机组达到 27 台，在运装机
容量超过3056万千瓦。

中广核有关负责人介绍，防城港核电
项目是在我国西部地区建设的首个核电
项目，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也是我国西
部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汇聚了
中广核 40 多年来在核电研发、设计、建

设、运营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肩负着我国
三代核电批量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梅俊表示，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
投产发电，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安全性和
成熟性，防城港核电项目一、二期工程全
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突破345亿千
瓦时，能够满足587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
度用电需求。

中广核反应堆理论设计首席专家、中

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卢向晖透
露，“华龙一号”采用177组堆芯燃料组件、
双层安全壳、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等多项
设计特征，“华龙一号”反应堆设计严格遵
循国内法规要求，在安全性提升的基础上，
反应堆堆芯功率较国内二代核电机组提升
了约9％，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广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长利在投
产仪式上说，大力发展核能对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和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电

新华社上海3月25日电（记者 陈爱
平）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上海科技馆将自3月31日晚闭馆后启动
其开放运行2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系统化
升级改造。据上海科技馆介绍，场馆计划
于2025年完成建设，并重新向公众开放。

上海科技馆自 2001 年 12 月 18 日正
式向公众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
众逾 8000 万人次，是最热门的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之一。

据介绍，随着我国科技发展及公民科
学素质提升，科技馆科技主题的展示内容

和形式需要升级优化，以持续为社会提供
高水平科普产品与服务。随着上海自然
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两座分馆相继建成开
放，上海科技馆“三馆合一”集群化发展模
式初步形成，展示主题和内容也需要错位
布局。自 2018 年起，馆方陆续完成升级
改造工程的立项报批、方案设计和施工组
织等前期准备工作。

本次升级改造聚焦基础科学原理的
生动诠释，展示前沿科学技术的最新成
果，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科学、信
息技术、航空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和新

材料等多个学科领域。升级改造将综合
运用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数据可视化等
新技术，全面提升科学内容的前沿性和观
众参观的体验度。

上海科技馆升级改造期间，将继续为
公众提供优质的科普教育服务，持续更新

“云直播”“云讲座”“云课堂”等线上品牌
栏目，并将科普临展、科普讲座、科学表
演、科学课程送到全市的中小学、公共文
化场所和街镇社区。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两座分
馆将正常开放。

出境游，真的贵到去不起了吗？

我国西部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