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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用１９５９—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云南东部４８站的资料，对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至２月２８日出现在云南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和人员伤亡的冰冻灾害进行气温、降水等致灾因子的评估，并以冰冻天数为主，过程平均最低气温为辅构建了冰冻评估综

合指数，基于模糊信息分配理论和右侧概率极值再现期技术方法对这次冰冻灾害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２００８年云南东

部平均最高气温比多年同期偏低４．７℃，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平均气温比多年同期偏低２．５℃，是有气象

记录以来的历史次小值；阴天日数比多年同期偏多１０．３ｄ，偏多９０％，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多纪录；降水日数比多年同

期偏多８．７ｄ，偏多７４％，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次多值；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至２月２８日云南省出现的冰冻灾害强度指数值

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大纪录，是同期１０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冰冻灾害强度指数值是云南冬季有气象记录

以来的历史次大值，是冬季５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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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ＣＣＳＦ０９４）和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下达《云南省气象灾害评估》专项能力建设共同资助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收稿；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收修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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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旬至２月底，云南省发生了罕见

的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和人员伤亡。对这次极端天气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估

是今后实施有效的灾害防御、预测、减灾的重要环

节，是防灾减灾的基础性工作，是采取减灾行动、调

整产业结构、改善运行能力的决策依据。冰冻灾害

的评估首先要进行的是致灾因子的评估，即气象因

子的评估。王凌等［１］从全国范围对这次灾害进行了

气候特征与影响评估，万素琴等［２］对这次极端气候

事件进行了多指标综合评估，高辉等［３］从气候角度

分析了这次灾害的可能成因，葛非等［４］做了天气扰

动能量的积累和传播研究，陈长坤等［５］做了冰雪灾

害危机事件演化及衍生链特征分析，林良勋等、高安

宁等［６７］对广东、广西做的应急响应服务和灾害程度

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由于云南２００８年的低温雨雪

灾害在出现时段上与全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

要进行区域性的灾害评估。针对这场罕见的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笔者从五个方面对云南省受影响最重

的时段及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评估：一是冰冻灾

害影响评估；二是与低温、冰冻灾害关系最大的气

温、降水等气象要素的历史排位评估；三是灾害强度

评估；四是构造综合评估指数，基于模糊信息分配理

论进行综合冰冻灾害强度历史排位评估；五是用右

侧概率极值再现期技术方法进行灾害再现期评估。

通过对这次重大低温冰冻灾害致灾因子的评估，为

低温冰冻灾害的监测预警、预估和预报研究打下基

础，为今后防御和减轻此类灾害造成的损失提供决

策支持。

１　资　料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评估资料来源于云南省

民政厅。气象资料来源于云南省气象台资料室基本

气象资料数据库。目前云南省内共有１２５个气象、

气候站的资料，但各站建站时间不同，１９５７年前云

南省内的气象站数不到研究站数的一半，而至１９５９

年已有１１２站资料，占现有全省总站数的９０％，因

此本文所采用的实际资料是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到２００６

年的地面逐日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平均气温、降水

量和日照时数资料。由于云南冬季多出现昆明准静

止锋，锋面呈准南北向［８］，容易出现冰冻灾害的地区

主要分布在昆明以东地区（锋后），２００８年这次冰冻

灾害的主要影响区域也是云南省的东部，迪庆州虽

然也出现了冰冻灾害，但因为是高海拔地区，不考虑

不会影响评估结果。因此我们选取云南东部的昆

明、昭通、曲靖、文山、红河的４８个站冬季（上一年

１２月１日至次年２月２８日）的逐日资料进行分析

和评估。

２　冰冻灾害影响评估

２００８年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使云南省１２个州

（市）的近１１７５．７万人受灾，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的２６％，其中因灾死亡２７人、失踪１人、伤病近２．３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近２９万人。灾害还使民房倒塌

４．３万间、损坏２０．８万间；校舍倒塌５２２间２．１万

ｍ２，新增危房３０５８间１３．６万 ｍ２；６个县医院、９个

妇幼保健所、５７６个乡镇卫生院、３６３个村卫生室共

计倒损房屋近２万ｍ２。

灾害使农作物大量减收甚至绝收，林木严重受

损，通讯、交通及电网中断，通讯、电力、水利等设施

损毁严重，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９０．９亿元（占２００８

年云南省ＧＤＰ的２％），其中农业损失４０．２亿元，

占全部经济损失的４４％。分述如下。

农、林业方面：长时间的低温雨雪冰冻对初春季

节处于孕穗、抽穗、扬花期的小春作物和播种期的大

春作物影响很大，使小麦、油菜、蚕豆、小秧、反季节

蔬菜及低热河谷地区甘蔗等亚热带经济作物大面积

绝收，农作物受灾９８．７万ｈｍ２、绝收２１万ｈｍ２；长

时间的低温冰冻使６９．４万头（只）牲畜被冻饿死亡，

牲畜圈舍倒塌４４．５万ｍ２；林木受损１１０．５万ｈｍ２，

林木蓄积损失１３５２．８万ｍ３，种苗损失３２６２８万株。

通信方面：受灾基站１８１７个，倒、断电杆１２７６

根，光缆受损２４６．４２ｋｍ，影响用户１８．６５万户。

交通方面：路面积雪和结冰，车辆无法通行；机

场跑道和飞机机身被积雪和积冰覆盖，飞机无法起

降，导致正值春运期间的大批旅客受阻，公路受损

１４２９ｋｍ、受阻１．３万ｋｍ。

电力方面：冰雪导致倒杆倒塔９６４１基、受损

４８７５基，断线６６４８处，７０多座变电站、１０９１条输电

线路因灾停运，影响到２５３户工业用户和１７．３万户

８０．８万人的用电。

水利方面：供水水池受损５７３０处，损毁、冻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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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道５４４２．６６ｋｍ，灌溉排涝设施受损８２２座，水

渠受损９１０．５８ｋｍ，影响灌溉面积７．６万ｈｍ２，影响

用户３３３．９７万人。

３　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的历史同期

排位评估

　　云南省２００８年低温雨雪天气过程出现时段与

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一定差异。全国的第一次过程［１］

出现在１月１０—１６日，而影响云南的时段是１月

１４—１６日，只影响了滇东北的昭通和曲靖北部地

区，全国的第二和第三次过程（１月１８—２２日和１

月２５—２９日）只影响到昭通地区，第四次过程（１月

３１日至２月２日）开始影响到云南整个东部地区。

与全国不同的是，２月份云南东部又出现了两次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２月５—２０日云南东部出现

持续低温雨雪天气，甚至影响到云南中部的昆明和

玉溪；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１日又出现一次影响云南整

个东部地区的强低温雨雪天气过程。考虑到如果评

估到３月１日，因２月份平、润年天数不同将会影响

统计分析结果，所以我们将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至２

月２８日定为评估时段（以下简称评估时段）。统计

出历史上云南东部４８个气象站１９５９—２００６年逐年

评估时段的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气

温、累积降水量、雨日（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的日

数）、阴天日数（日照时数≤１小时的日数），与２００８

年同时段的这６个要素相比较，确定２００８年的历史

排位。

３．１　气温的历史排位评估

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云南省东部站平均最高气温

异常偏低，与多年同期相比偏低了４．７℃，打破了有

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其中有３６站的平均

最高气温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站平均气温比多年同期偏低了２．５℃，为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历史次小值，其中有３１站的平均气温打破

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小值纪录；站平均最低

气温比多年同期偏低了１．２℃，排在有气象记录以

来小值的第５位。无论是距平值，还是破历史纪录

的站数，都是平均最高气温比平均气温和平均最低

气温更异常，说明评估时段白天气温偏低的幅度更

大，是冰冻灾害得以长时间持续的原因之一。

３．２　降水量、降水日数和阴天日数的历史排位评估

２００８年云南东部评估时段内的降水量与历年

同期相比偏多１９．４ｍｍ，偏多７２％，排在有气象记

录以来大值的第１０位，并不是特别异常偏多；而降

水日数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８．７ｄ，偏多７４％，是有

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次多值，为历史所罕见（图

１ａ）；阴天日数偏多１０．３ｄ，偏多９０％，打破了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最多纪录，为历史所罕见（图１ｂ）。

图１　评估时段雨日和阴天日数历年演变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ｒａｉｎｙｄａｙ（ａ）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ｙｄａｙ（ｂ）

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６

４　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冬季的历史

排位评估

　　各年最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出现的时间是不同

的，用评估时段同期值评估得到的冰冻灾害强度并

不能完整地反映逐年冬季冰冻灾害的实际强度，用

一个固定的时段来进行评估，可能评估不到各年冰

冻灾害最严重的时段。为了对２００８年云南的低温

雨雪灾害在整个冬季的排位情况进行评估，我们计

算了逐年１２月１日至次年２月２８日逐日４６天

（２００８年的评估时段是４６ｄ）的滑动平均最高气温、

滑动平均最低气温、滑动最多雨日数和滑动最多阴

天日数来进行冬季的排位评估。每年可得到９０个

滑动平均或滑动最大值，从这些滑动值中挑出每年

的最小值或最大值，得到的就是逐年冬季相同时间

长度的最小值或最大值，再用这些最小值或最大值

与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的要素值相比较，就能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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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低温雨雪灾害在整个冬季的排位。

４．１　冬季４６天滑动平均最低和最高气温历史排位

从逐年的９０个滑动平均值中挑出最小值，就得

到了时间长度为４６天的历年整个冬季的滑动平均

最低气温、滑动平均最高气温的最低值。将２００８年

评估时段的平均最低气温值与各年的滑动平均最低

值进行排位比较，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的平均最低气温

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冬季的最低值，处于１９５９年以来小

值的第２６位（图２），因此平均最低气温异常偏低并

不明显，这可能与持续变暖的气候变化有关，且平均

最低气温变暖的趋势更明显（见图２）。将２００８年

评估时段平均最高气温值与各年的滑动平均最高气

温的最小值进行排位比较，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的平均

最高气温值是１９８４年以来（最近２５年来）的最低

值，处于１９５９年以来小值的第５位，因此平均最高

气温异常偏低较为明显。

图２　历年冬季４６天滑动平均最高、

最低气温最小值演变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ａｕ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４６ｄａｙ

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６

４．２　４６天滑动最多雨日数和最多阴天日数评估

气温低仅是发生冰冻灾害的必要条件，而同时

出现阴雨（雪）天气是冰冻灾害发生和持续的充分必

要条件。因此在低温时段内，降水日数越多，阴天日

数越多，冰冻灾害就越重。从９０个值中挑选出最大

值并进行历年排位统计，与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内的降

水日数和阴天日数对比，就可得到２００８年的降序排

位结果（图３）。２００８年云南东部的阴天日数是自

１９８１来以来冬季的最多值，处于１９５９年以来大值

的第４位，说明阴天现象异常突出；同时２００８年评

估时段的降水日数也是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最多值，处于

１９５９年以来最大值的第４位，说明连阴雨（雪）现象

也异常突出。

图３　历年冬季４６天滑动最多雨日数和

最多寡照日数演变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４６ｄａ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ａｉｎｙ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ｓｔ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ｄａｙ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６

５　冰冻灾害的综合评估

５．１　综合冰冻评估指数的构建

根据热力学原理，０℃是液态水和固态水的临界

点，０℃以下水以固态存在。因此，当气温低于０℃，

又有降水同日出现将发生冰冻灾害。故冰冻灾害的

发生需具备两个条件：有降水和温度低于０℃。我们

就以气象站观测到的日最低气温≤０℃，日降水量≥

０．１ｍｍ作为发生冰冻灾害的气象条件来考虑。此

外，当有霜冻天气出现时，日最低气温会低于０℃，而

霜溶化后也会观测到０．１ｍｍ以上的降水量，因此仅

用这两个条件不能排除霜冻天气，而且虽然最低气温

≤０℃并有降水时将出现冰冻，但如果白天天气转

好，光照较好，冰将很快融化，冰冻天气不能持续，为

了排除这两种情况，保证我们的评估灾种为冰冻灾

害，因此引入日照时数≤１ｈ作为冰冻天气的另一个

限定条件。根据这三个气象条件自创了一个综合冰

冻监测评估指数犉ｉｎｄｅｘ，计算式为：

犉ｉｎｄｅｘ＝犉ｄａｙｓ＋［１－ｅｘｐ（
犜ｍｉｎ
２
）］ （１）

式（１）中，犉ｄａｙｓ为冰冻日数，定义为评估时段内同时

满足日最低气温≤０℃、日降水量≥０．１ｍｍ、日照

时数≤１ｈ这三个条件的日数；犜ｍｉｎ为评估时段内冰

冻日的平均最低气温，用以指示最低气温低于０℃

的幅度，这个值必为负值（小于０），且其值越小，气

温越低，冰冻越重。

式中ｅｘｐ（）为以ｅ为底（自然对数的底）的指数

函数，一般函数式为狔＝ｅ
狓，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当狓

＜０时，０＜狔＜１，因此当犜ｍｉｎ越小时，ｅｘｐ（
犜ｍｉｎ
２
）值越

接近于０，而当犜ｍｉｎ接近于０时ｅｘｐ（
犜ｍｉｎ
２
）值接近于

１，而［１－ｅｘｐ（
犜ｍｉｎ
２
）］则相反。因此式（１）加号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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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表示出现冰冻天气的天数，是一个整数，加号后

的部分是＞０而＜１的实数，本文取两位小数。如此

构造的冰冻综合评估指数由两部分构成，整数部分

表示出现灾害的天数，小数部分表示平均最低气温

的水平，因此可较好地指示出冰冻灾害的强度。

５．２　强度评估

按式（１）计算得到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全省各站的

冰冻综合评估指数值。２００８评估时段内云南省共

有３４个站出现了冰冻灾害，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东

部和西北部地区。昭通市的冰冻灾害最严重，除绥

江外各站均出现了冰冻灾害，其中镇雄、威信、鲁甸、

昭通、大观５站的冰冻灾害长达１０～３７ｄ，过程平均

最低气温也低于其他地区；灾害次重的是曲靖市，市

内８个站均出现了５～１５ｄ的冰冻天气，其中宣威、

师宗、马龙、罗平的冰冻灾害很重，出现了１０～１５ｄ

的冰冻天气，过程最低气温也很低。还有位于云南

省东南部的文山州大部分地区也出现了２～８ｄ的

冰冻灾害，最重的邱北出现了８天冰冻灾害。

用式（１）分别计算云南省东部地区４８个站

１９５９—２００６年逐年评估时段的冰冻综合指数和逐

年４８个站冬季４６天中的平均最大冰冻指数，计算

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的冰冻指数，绘制冰冻指数的历史

演变折线图，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的冰冻指数值打破了

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最大值纪录，但仅为１９５９

年以来冬季冰冻指数的次大值（图４）。

图４　云南东部地区评估时段、冬季

最大冰冻指数逐年演变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ｆｒｏｓｔ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９－２００６

　　云南省东部地区多年最大冰冻指数出现的多年

平均日期为１２月２１日（开始日期），２月５日为平

均结束日期（加上４６ｄ），这个时段刚好与云南的多

年平均最冷时段相对应，而２００８年冰冻灾害开始日

期为１月１４日，整个过程持续到了３月初。由于近

年来气候变暖和冻冰灾害出现时段相对较晚，因此

２００８年云南评估时段平均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均未

破１９５９年以来冬季的历史纪录，但２００８年评估时

段的最多雨日数、最多阴天日数排在有气象记录以

来冬季大值的第４位，平均最高气温排在小值的第

５位，导致综合反映低温、雨日和阴天的冰冻指数打

破了评估时段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值纪录。云南

２月份小春作物已处于孕穗或抽穗扬花期，大春作

物处于播种期，对低温十分敏感，是云南省的“倒春

寒”灾害监测期，因此这个时段出现的冰冻天气对交

通、电力、通讯等影响的同时，造成了重大的农业生

产损失。由于冰冻灾害出现的时段相对较晚，气温

相对来说不算太低，因此综合冰冻指数值排在气象

记录以来冬季大值的第二位，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冬

季的第二个重灾年。

５．３　再现期评估

５．３．１　用模糊信息分配方法寻找冰冻指数的概率

分布函数

云南东部地区４８年的平均冰冻综合评估指数

系列构成一个一维随机样本犡，本文取犿＝５２，Δ＝

０．１，犝＝｛０，０．１，０．２，Λ，５．２｝，用模糊信息分配方

法［９１０］计算模糊概率分配值，然后用概率分配值绘

制指数的概率分布估计折线图。从折线图（图５）可

看出概率分布情况，也可近似代表概率估计分布函

数图。从图５可见，云南评估时段（１月１４日至２

月２８日）指数的最多分布区域是０．５～１．２之间，最

大分布值点是０．６；而冬季的最多分布区域在１．４～

２．７之间，最大分布值点是２．１，说明固定评估时段

冰冻灾害明显弱于冬季冰冻灾害；无论是评估时段

或冬季冰冻指数的概率分布与任何标准概率估计函

数分布都不同，因此无论用何种分布函数来进行评

估，都存在较大风险，而用信息分配技术可得到比较

接近实际的概率分布结果。

图５　云南历年评估时段、
冬季冰冻指数概率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ｏｓ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ｐａｓｔｙｅａｒｓ

６７　　　　　　　　　　　　　　　　　　　 　
气　　象　　　　　　　　　　　　　　　 　　 　　　第３６卷　



５．３．２　再现期评估

根据气候极值再现期理论，如果极值的概率分

布函数形式已知（或假定为已知的某种形式），再现

期问题转化为研究右侧（或左侧）概率问题［１１］。设

犡为综合冰冻指数，假设其为连续型的随机变量，犡

的取值小于狓 的概率为犉（狓）＝ 犘（犡 ＜狓）＝

∫
狓

－∞
犳（狓）ｄ狓，则犡超过某个定值的发生概率称为右

侧概率，即犘（犡＞狓）＝１－犉（狓）＝∫
∞

狓
犳（狓）ｄ狓，当

犡大于某个特定值狓 的事件或小于某个特定值狓

的事件平均在犜 年内出现１次时，则把这个犜年叫

做犡 的特定值狓 的再现期，也就是俗称的犜 年一

遇。如果令犉（狓）为犡 的分布函数，狓代表犡 的年

最大值或最小值，则根据概率分布原理，最大值或最

小值的再现期犜（狓）可由下式给出。

犜（狓）＝
１

１－犉（狓）
（２）

　　因此，我们在用模糊信息分配技术找到评估时段

内近似概率分布函数的基础上，采用式（２）计算得到

了多年评估时段云南省的冰冻灾害累积概率分布值

和冬季概率分布值，用近似平滑曲线制作累积概率分

布图（近似概率密度函数图，图６），２００８年云南省评

估时段的冰冻指数值为５．１０，从图６中的“评估时段”

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可查出对应的概率值约为９９％，

按式（２）计算，再现期＝１／（１－０．９９）＝１００（年），而从

“冬季”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可查出对应的概率值约为

９８％，按式（２）计算，再现期＝１／（１－０．９８）＝５０（年），

两个评估结果表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至２月２８日云

南出现的冰冻灾害是同期１０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

害，是冬季５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

图６　云南历年冬季和评估时段

冰冻指数累积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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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论

（１）２００８年云南东部评估时段平均最高气温异常

偏低，比多年同期偏低了４．７℃，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

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平均气温比多年同期偏低了２．５

℃，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次小值，降水日数比多年

同期偏多了８．７ｄ，偏多了７４％，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

历史次多值，阴天日数比多年同期偏多了１０．３ｄ，偏多

了９０％，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多纪录。

（２）２００８年云南冬季的平均最高气温异常偏低

较为明显，是１９８４年以来（近２５年来）的最低值，处

于有气象记录以来小值的第５位；冬季的阴天现象异

常突出，阴天日数是自１９８１以来（近２８年来）冬季的

最多值，处于１９５９年以来大值的第４位；冬季的连阴

雨（雪）现象也异常突出，降水日数是１９９１年以来的

最多值，也处于１９５９年以来最大值的第４位。

（３）２００８年评估时段内云南省共有３４个站出现

了冰冻灾害，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东部和西北部地

区。昭通市的冰冻灾害最严重，各站均出现了冰冻灾

害，其中镇雄、威信、鲁甸、昭通、大观５站的冰冻灾害

长达１２～３６ｄ，曲靖市内的９个站出现了６～１６ｄ的

冰冻天气，其中宣威、师宗、富源、马龙、罗平的冰冻灾

害较重，持续时间在１０～１６ｄ之间。位于云南省南

部的文山州大部分地区也出现了３～４ｄ的冰冻灾

害，最重的邱北出现了９ｄ冰冻灾害。

（４）云南省东部地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至２月

２８日的平均冰冻指数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

期最大纪录，是同期１０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冰

冻灾害强度指数值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年冬季的历

史次大值，是冬季５０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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