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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看天吃饭的行业而言，天
气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从业者的神
经，服装行业就是其中之一。

“见天行事”，是服装行业从业者们
行走江湖的一项必备技能。“我从入行的
第一天起，就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不仅
在手机 APP 上看，还会在不同的专业网
站上查看未来一个月的天气走势。”杭州
可风各女装主理人王爱玲说。

尽管如此，从业14年的王爱玲察觉
到，近几年天气的“脾性”越来越难以琢
磨，这样的不确定性还让她“踩过坑”。

“2020 年年底，我们根据天气预报判断
第二年春天会很冷，羽绒服还有销路，便
在羽绒服上投入了300万元的资金。结
果第二年春天是少见的温暖天气，羽绒
服根本卖不动。”王爱玲说，这给她当时
的资金链造成很大的压力。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江山市美绮服饰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雪娟。2020年底，从
事服装行业 30 年的她根据以往经验早
早备了两三百万元的冬装，准备大干一
场。结果没想到冬天很快过去，至今还
有一些库存冬装堆在仓库里。

对于今冬形势，从业者也有自己的
判断。“今年冬天冷得比较迟，对于我们
一线批发商来说，其实可以算是暖冬
了。”王爱玲说。

对天气保持敏感的，还有家电行业
的从业者。在中国三大家电产业基地之
一的慈溪，电风扇和取暖器是最典型的

“两季家电”，因此夏季和冬季成为大家
最关注的季节。“我们也是‘看天吃饭’，
有好天气，就有好收成。”宁波卡帝亚电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泽说。

对于沈泽这样的家电行业从业者来
说，“好天气”是指夏季的酷热高温和冬
季的严寒低温。

今年前8个月，受俄乌冲突、能源危
机等影响，慈溪取暖器出口欧盟 15.3 亿
元，同比增长55.2%。不过，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热”现象背后从业者们对今年
冬天的预期很冷静。

“今年夏天我们公司的收成不错。
然而，这个冬天就冷得比常年要晚一些，
留给取暖器、电热毯等冬季产品的‘窗口
期’很短，或许会给今冬的内销市场带来
不利影响。”沈泽表示。

“能源危机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
浙江慈溪富运电器公司总经理徐松烈敏
锐地发现，在全球变暖影响下，公司的冬
季产品订单量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与捉摸不定的天气“共舞”，尽量降
低天气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增加
更多安全感，成为不同行业经营者们的
共同选择。

“可风各”决定深耕衬衫品类这个细
分市场。“衬衫对季节和人群的适应性很
强，特别是上班族，一年四季都有需求。
今后我们会在衬衫的面料和款式上做文
章，比如研发出免烫抗皱的功能型面
料。”王爱玲说。

经验老到的郑雪娟预感今年冬天或
许会不一般，战略性放弃内销市场，把公
司的主要精力放在外贸渠道拓展上。“外
贸对款式、面料要求变化不大，我们负责
贴牌生产，这是最省心省力的赚钱方
式。”郑雪娟表示，今年欧洲天气也比较
冷，凭借前几年积累的老客户关系，今年
8月他们接到了一个近千万元的大订单。

相比于服装行业的策略转换，慈溪家
电行业的从业者们打算提高产品的创新含
量，尽可能减少“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富运电器今年增加了夏季家电和创
新性产品的研发生产，比如11月，公司首
次投入生产了冷风机。徐松烈认为，通过
创新能力主动迎合市场，企业就有机会。
卡帝亚电器同样加大了产品的创新力度，
瞄准消费者潜在和未来的需求来开发新
品。“公司从使用场景、设计语言等方面入
手，专注研发智能化、多功能的环保家电，
让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沈泽说。

看天吃饭的企业该如何应对

本世纪首次出现“三重”拉尼娜事件

这个冬天会很冷吗
本报记者 王柯宇 胡静漪 钱关键 王雨红

从“超长待机”的极端高温天气到旷
日持久的干旱，今年以来，气候不太平。

日前，世界气象组织发文称，过去
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年，全球变
暖引发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还将继
续增强。

同 时 ，寒 潮 又 来 得 如 此 迅 猛 。
11 月 30 日，杭州、湖州、嘉兴、绍兴、
金华、衢州等地“一键入冬”，正式拉
开 今 年 冬 季 的 序 幕 。 最 新 数 据 显
示，已持续较长时间的拉尼娜事件
大概率会延续到今年年底或更久，
这将是 21 世纪首次出现“三重”拉尼

娜事件，即北半球出现连续三个拉
尼娜冬季。

在大家印象里，“拉尼娜”这个名
词通常与冷冬紧密相连。比如 2008
年年初，一次中等强度拉尼娜事件使
我国南方地区遭遇罕见的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去年 11 月，在“双峰”拉尼娜
事件的影响下，一次综合强度指数位
居历史第四高的强寒潮事件席卷我国
大部地区。

当全球变暖遇上“三重”拉尼娜事
件，这个冬天会很冷吗？我们又将如
何应对？

拉尼娜，在西班牙语里是“小女
孩”的意思。但在天气系统中，她的能
量不可小视，意味着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表温度异常出现大范围偏冷、且强
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条件的冷水现
象。当该地水温持续偏低0.5℃，持续
时间大于等于 5 个月时，就可称之为
拉尼娜事件。

这几年，拉尼娜事件在全球天
气舞台上的出镜率很高。根据最新
监测，从 2020 年 8 月至今，赤道中、
东太平洋海表温度一直处于偏低状
态。尤其在 2020 年秋冬季、2021 年
秋冬季以及今年秋冬季，这三个时
间点附近的海温明显偏低，也就是
出现 3 次过程性“低谷”，前后跨越 3
个冬季，因此被称为“三重”拉尼娜
事件。

历史上，“三重”拉尼娜事件较为
罕见。自有气象统计以来只出现过两
次 ，分 别 在 1973 年 到 1976 年 以 及
1998 年到 2001 年。同样是在“三重”
拉尼娜事件中的最后一个冬季，浙江
在 1975 年到 1976 年的冬季，气温比
常 年 同 期 偏 低 0.8℃ ；而 2000 年 到
2001年的冬季，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1.6℃。

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个拉尼娜事
件都会导致气温偏低。据省气候中心
统计，1952 年以来浙江一共经历了
24 个受拉尼娜事件影响的冬季，其中
有 18 个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6 个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值得注意的是，
气温偏高的现象无一例外都出现在上
世纪90年代之后，造成这种现象最大
的“幕后推手”就是全球变暖。

但这也不代表气温会一直处于上
升通道。

“相反，气温波动将越来越大，
发生极端异常气候事件的概率会上
升。”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雷媛打
了个比方，如果把全球气候系统看
作一个钟摆，其左右摆动的极点位
置代表冷暖事件的程度，那么在全
球变暖叠加拉尼娜事件的背景下，
这个钟摆的左右摆动幅度会加大，
极端热事件和极端冷事件都会有出
现的可能性。

比如，今年盛夏浙江就经历了极
端高温热浪天气，超 20%县（市、区）
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高温热浪综合
强度为1961年以来最强。

“而到了冬季，如果有强冷空气或
者寒潮来袭，降温幅度会更大。一旦
出现忽冷的天气，人体感觉会更冷。”
雷媛说。

环球同此凉热。今年以来，国外
同样极端天气频发：欧洲高温热浪、
巴基斯坦洪水、韩国出现罕见特大暴
雨⋯⋯有气候专家表示，未来极端天
气或将成为新常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三重”拉尼
娜事件并非每年不断叠加后在第三年
集中“放大招”。同时，冬季到底是

“冷”还是“暖”，还受到北极海冰、欧
亚积雪等因子影响。

据省气候中心研判，今年冬季平
均气温全省大部正常略偏高，但在“三
重”拉尼娜及全球变暖背景下，强冷空
气（包括寒潮、强寒潮）和极端低温天
气造访的概率增大，气温最低点大概
率出现在2023年1月。

极端热会不会带来极端冷

面对今冬可能出现的极端低温天
气，作为能源消耗大省的浙江，准备好
了吗？

在海盐，12 月初，秦山核电核能
供热项目迎来第二个供暖季。今年，
在第一阶段 3 个生活小区的基础上，
海盐县老年公寓也纳入供热范围。

这是我国南方首个核能供热示范
项目，计划到 2025 年，核能供暖面积
达到 400 万平方米，覆盖海盐县主城
区及澉浦镇全域。“从居民的生活供热
推广到工业、商业、办公场所的供热，
核能供热将走进千家万户。”秦山核电
总经理邹正宇说。

相比核电核能，居民采用空调、电
暖器、地暖等取暖方式更普遍。保障
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一大批能源资源
正吹响“集结号”。

燃煤发电是当前最主要的发电形
式。眼下，海陆两路“粮草”陆续向浙
江进发。铁轨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
电煤正乘坐货运火车赶来。9 月以
来，浙能集团旗下富兴燃料公司恢复
了新疆煤采购，“我们通过新疆地区的
敞车千里发运高热值煤炭，铁路直达
集团下属内陆电厂。”该公司资源采购
人员冯晓飞说。

在海上，从 11 月 1 日到 29 日，宁
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系统内电
煤 运 输 52 航 次 ，电 煤 保 供 货 运 量
199.5 万吨，为东南沿海各电厂缓解

“燃煤之急”。
天然气可直接供暖，是顶峰发电

的一把好手。在东海沿岸的一座液化
天然气（LNG）接收站码头，一艘运输
船已安全靠泊，卸料臂正将船上 6 万
多吨 LNG 源源不断地输入接收站。
依托国家管网和第三方LNG接收站，
浙能天然气集团已落实采暖季资源量
超过50亿立方米，确保基本满足全省
用气需求。

面临迎峰度冬大考，水电、煤电、
气电等各类发电机组已经准备就绪。
11月15日，浙能滩坑水电站重达450

吨的2号机组转子，经检修维护，成功
回装到发电机坑内。抓住秋季窗口
期，浙能集团检修 8 台共计 566 万千
瓦的燃煤发电机组和 4 台共计 88 万
千瓦的天然气发电机组。目前超半数
已重新投运，计划 12 月初全数并网

“归队”。
除了自发自用，“买电”也是一个

办法。在省间现货市场和华东辅助服
务市场，国网浙江电力正大手笔购入
福建核电、山西陕西煤电以及宁夏灵
州的煤电、风电。金沙江上的水电则
以年度合同的形式沿特高压线路直送
入浙。“我们还要深化电力‘置换互剂’
机制，抓住两省最高电力负荷的时间
差，通过科学调度让双方受益。”国网
浙江电力发展部相关人员说。

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全省第三
条“西电东送”大通道——白鹤滩—浙
江特高压工程预计在12月中旬实现低
端投运，具备400万千瓦的送电能力，
届时将有新一路四川水电送入浙江。
面对可能出现的极寒天气和超高用电
需求，拓宽送电渠道显然更加有力。

通过升级和新建电力“高速路”，
加上科学调度，浙江接收外来电的能
力稳步提升。据测算，今年冬季全省
最大受电能力可达2700万千瓦，年度
外来受电量可达1823亿千瓦时。

除了拓展供应源头，浙江正探索
科学调控高峰期的用电需求。今年
10 月，全省各地成立了负荷管理中
心，被管理的“主角”是公共场所的空
调。在基层，技术人员为酒店、商场、
写字楼等地空调装上负荷监测设备；
在后方，国网浙江电力搭建了信息互
通、分类管理的数智平台。

一旦出现用电尖峰时刻，这些空
调就会受统一调控，自动降低温度或
短时关停，为负载过重的电网减压。
今年年底前，全省计划完成5000户商
业和1500户公共机构的空调改造，力
争最大削减 200 万千瓦负荷，把尽可
能多的用电量留给居民取暖。

今年冬天电够不够用今年冬天电够不够用

1973年6月——1976年4月
1973年

冬季全省平均气温

5.2℃ ，比 常 年 同

期偏低 1.6℃。与
常年同期相比，各
地气温均偏低，偏

低 幅 度 在 1℃ —
2.9℃。

1974年1974年

冬 季 全 省 平 均 气 温

7.1℃，比常年同期偏高

0.3℃。与常年同期相
比，共有 60 站偏高，偏高

幅度在 0.1℃—1.2℃。
共有 6 站偏低，偏低幅度

在0.1℃—0.7℃。

1975年

1998年7月—2001年2月1998年7月—2001年2月

冬季全省平均气温

6℃，比常年同期偏

低 0.8℃。与常年
同期相比，各地气
温均偏低，偏低幅

度 在 0.2℃ —
1.7℃。

历史上的两次“三重”拉尼娜

1998年

冬季全省平均气温

8.4℃。比常年同

期偏高 1.6℃。与
常年同期相比，各
地气温均偏高，偏

高幅度在 1.2℃—
2℃。

1999年

冬 季 全 省 平 均 气 温

6.4℃，比常年同期偏

低 0.4℃。与常年同期
相比，共有 2 站偏高，偏

高幅度在 0.1℃左右。
共有 64 站偏低，偏低幅

度在0.1℃—0.9℃。

2000年

冬季全省平均气温

8.4℃，比常年同期

偏 高 1.6℃ 。 与 常
年同期相比，各地气
温均偏高，偏高幅度

在1.2℃—2℃。

（注：文中的冬季指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如1973年冬季为1973年12月至197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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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浙能燃气安吉公司员工战风雪、保供气。 拍友 陈广再 摄

国网浙江电力的工作人员登上白浙特高压工程浙江段线路开展消缺复验。
拍友 张正华 摄

杭州迎来入冬首场雪杭州迎来入冬首场雪，，西湖景区银装素西湖景区银装素
裹裹。。 拍友拍友 里尔里尔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