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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根据《青
海省防汛抗洪应急预案》 规定，经会商研
判，青海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 11 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
应急响应。

青海省气象局预报信息显示，7月22日到
23 日，青海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
中，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
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
的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

青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海超介绍，强
降水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 7 月 22 日夜间至 23
日白天，累计降水量可达 10 毫米到 70 毫米，
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将超过80毫米，过程期
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

7月22日，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
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
22日8时至25日8时，青海省内湟中、大通、
民和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预警等级
为Ⅰ级 （红色预警）；湟源、乐都、平安、互
助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预警等级为Ⅱ级
（橙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示，此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
大、持续时间长，需重点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
的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泥石流、城乡积
涝等次生灾害，此外，青海东部和南部地区强
对流天气活跃，需做好户外雷电防护和农业区
防雹。

新华社电

新华社西宁 7月 22日电（记者白玛央
措）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7 月 21 日发布提
示，由于近期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广大游
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相关防汛要求，
青海省部分景区和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将
暂时关停。

根据公布的汛期暂时关闭景区和星级乡
村旅游接待点名单，目前共有包括西宁市、海
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
南藏族自治州在内的25个景区、141个星级乡
村旅游接待点已暂时关停。

此外，茶卡盐湖景区和茶卡天空壹号景
区发布受降雨影响临时闭园公告，决定自7月
22日14时至7月23日24时期间临时闭园，7
月24日7时恢复开园。

根据此前青海省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
色预警信息，预计7月22日至23日西宁市、海
东市、黄南州、海南州、海北州等地将出现短
时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极易发生山体滑
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厅提示游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
行计划，避免前往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

我省部分景区和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暂时关停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西宁进入汛期以
来，降雨频繁，过去三天，降雨不断，给市民
的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7月22日，连续的气
象降水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接连发出，让不少
市民直呼，西宁到底下了多少雨？据市气象台
消息：入汛以来，市区降水量偏多53%，后期
西宁地区仍多对流天气。

“7 月 22 日，受高空槽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高空槽前偏南暖湿气流和槽后下滑的冷空
气在西宁交汇，西宁出现明显降水，22 日 18
时，西宁市出现小雨60站，中雨88站，最大
降水出现在大通县逊让乡逊布村 23.0 毫米。”
市气象台预报员李京梅说，此次降水持续时
间较长，预计 7 月 23 日白天至前半夜西宁地
区仍有小到中雨天气。此外，据市气象台数
据：2024年入汛以来 （到7月中旬），西宁市
国家站降水量在 109.4 毫米～176.8 毫米之
间，市区最多、大通最少。与历年同期相
比，市区偏多 53%，湟源县、湟中区偏多
10%左右，大通县偏少30%。由于前期西宁大
部降水偏多，近期再次出现明显降水，需重
点关注降水可能引发的农田渍涝、城市积
涝、滑坡等次生灾害。后期西宁地区仍多对
流天气，市气象台提醒市民朋友关注天气变
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7 月 23 日~25 日预报：7 月 23 日：西宁，
小到中雨，气温 15℃～18℃，东南风 2 级～
3 级；大通，小到中雨，气温 14℃～17℃，
东南风 1 级～2 级；湟源，小到中雨，气温
13℃～15℃，东南风 2 级～3 级；湟中，小
到中雨，气温 13℃～15℃，东南风 1 级～2
级。7 月 24 日：西宁，多云，午后有阵雨
或雷阵雨，气温 12℃～24℃，偏东风 2 级～
3 级；大通，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气 温 11℃ ～23℃ ， 偏 东 风 2 级 ～3 级 ； 湟
源 ， 多 云 ， 午 后 有 阵 雨 或 雷 阵 雨 ， 气 温
9℃～21℃，偏东风 2 级～3 级；湟中，多
云 ， 午 后 有 阵 雨 或 雷 阵 雨 ， 气 温 11℃ ～
19℃ ， 偏 东 风 2 级 ～3 级 。 7 月 25 日 ： 西
宁，多云，气温 13℃～25℃，偏东风 2 级～
3 级；大通，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气 温 10℃ ～23℃ ， 偏 东 风 2 级 ～3 级 ； 湟
源，多云，气温 12℃～21℃，偏东风 2 级～
3 级；湟中，多云，气温 12℃～21℃，偏东
风 2 级～3 级。

本报讯（记者 刘瑜） 记者从省气象
局获悉，7 月 22 日夜间至 7 月 23 日白天，
我省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水。其间，海西西
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其
中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
东部、果洛、黄南等地有大雨，降水量25毫
米至 45 毫米，湟中、化隆、民和、刚察、乌
兰、贵德、贵南、同德、尖扎、同仁、泽库、河
南、久治、班玛、甘德、囊谦、称多等地的部
分乡镇将出现暴雨，降水量50毫米至70毫
米，最大可达 80 毫米。过程期间伴有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局提示，此次降水过程极端性
较强，将呈现出降水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的特点，与土壤饱和度较高区域重叠度
高、致灾风险高，须防范山洪、滑坡、泥
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我省
部分景区和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将暂时关
闭，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
行，避免前往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

省气象台7月22日10时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强降水主要集中在7月22日20时至
7月23日16时，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毫米
至 40 毫米。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
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
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
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汛期超量降
水、未来72小时预报降水及地质灾害易发
程度，7 月 22 日 8 时至 7 月 25 日 8 时，湟
中、大通，民和、化隆、循化，同仁大部、尖
扎，贵德北部和西部、贵南西南局部、同德
西北局部和东南部，玛沁拉加镇、班玛、久
治，囊谦香达镇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
很高，预警等级为Ⅰ级（红色预警）；城东、
城北、城中、城西、湟源，乐都、平安、互助，
泽库麦秀镇、河南，共和东部局部、兴海中
部，祁连中部、门源中部，玛沁大部、达日、
甘德，玉树市、囊谦大部、称多大部，都兰
东部、乌兰东部、天峻东部等地发生地质
灾害的风险高，预警等级为Ⅱ级（橙色预

警）；同仁东南部、泽库大部，共和大部、贵
德东南部、贵南大部、同德大部、兴海大
部，祁连大部、门源大部、刚察、海晏，玛
多，杂多、治多东部、曲麻莱东南部、称多
西北部，都兰东南部、天峻东北部等地发
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预警等级为Ⅲ级
（黄色预警）。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2
日17时至7月23日17时，大通县、湟中区、
互助县、刚察县、门源县、同仁市、玉树市、
囊谦县、河南县、共和县、兴海县、同德县、
达日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
色预警）；湟源县、乐都区、化隆县、民和县、
循化县、平安区、称多县、尖扎县、泽库县、
贵德县、贵南县、祁连县、海晏县、久治县、
班玛县、甘德县、乌兰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
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
也可能因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
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
移避险等工作。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
大、危害重，极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突遇自然灾害，我们
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遇到山洪时，要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
撤离，之前如果没有撤退路线，就尽量选
择往两侧高地逃生；冷静判断环境，不要
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而要向两侧快速躲
避，不轻易涉水过河；合理安排，珍惜逃
生时间，不要为了转移家禽、贵重物品等
延误了最佳逃洪时间；当被山洪围困时，
还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
的方位，寻求紧急救援。

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沉着冷静，勿

慌乱，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或滑坡
方向两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
全地带；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
意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将避灾场地
选择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滑坡停止后
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滑坡会连续发
生，贸然回家可能会遭到二次滑坡的侵
害；立即将灾害发生的情况报告相关部
门或单位，及时报告对减轻灾害损失非
常重要。

遇到泥石流时，如果在上游地区的人
发现了泥石流症状，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
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
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

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
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
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
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
山坡上面爬，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
避，不要爬到树上躲避；尽快与有关部门
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
寻求救援。 （记者 一丁 整理）

在汛期，连续降雨或强降雨天气增
多，增加了形成城市内涝的风险。遭遇城
市内涝，该如何避险？

首先，要关注预警，注意接收气象
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
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
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
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其次要注
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
筑物，不要靠近有旋涡的地方，防止跌
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
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逗留。远离用电设

施，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要迅
速远避。家中遇内涝积水，应及时切断
电源、燃气阀。

其次，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
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
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
涉水时要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
面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的
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
车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
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车
辆在深水中熄火时，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
动机进水。当汽车外积水进一步加深时，

要及时逃生。
最后，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内涝防范用

品，如哨子、手电、救生衣和救生圈等。
车里常备应急锤、五金工具箱等，当车辆
被水淹没时可以尝试敲击车窗玻璃边缘和
角落这些容易破碎的位置。

（记者 一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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