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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当巨石从悬崖上翻滚而下
——了解地灾处置标准流程

渝北区“反邪教”
科普教育进社区

北碚区科协
宣讲引导“碳达峰碳中和”

近日，北碚区科协联合区生态环境局
走进北碚区燎原社区，开展“碳达峰碳中
和”科普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借助发放碳环保宣传手册，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知识宣讲、参观生态
环境与健康素养知识展览，引导大家树立
低碳生活意识，在生活中践行优先选乘公
共交通、使用无纺布购物袋、不使用一次性
餐具和不浪费粮食等绿色生活方式，营造
绿色低碳的社会氛围。同时，在“原木涂
鸦”环节，工作人员指导小朋友们发挥想象
和创造力，把自己对低碳生活的理解倾注
在笔尖上，将减少尾气排放、做好垃圾分
类、开展植树造林等作为实现低碳生活的
有效途径。 （北碚区科协供稿）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巴南区科协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夏荣霞）日前，巴南区
202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宣传暨新时代文
明实践示范活动在李家沱都和广场举行。

该活动由巴南区创文办、区委宣传部、
区科协等17个单位主办，分为集中活动、现
场互动、志愿服务集市、志愿服务展示墙4
大板块。科普志愿者介绍了“科普大篷车
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激发广大学生学科
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培养孩子们创
新精神和勤动手、善动脑、乐创造的科学素
养和实践能力。同时向现场群众发放应急
避险知识、垃圾分类科学知识、反邪教知
识、科学健康知识宣传等科普宣传资料500
余份。

璧山区科协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杨旭）近日，璧山区
科协在大路街道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
活动，通过互动问答环节向社区居民普及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并发放垃圾分类宣传
手册和科普宣传环保袋。

在现场，科技志愿者耐心地讲解了垃
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对照宣传册内容明
确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
他垃圾四分类标志。随后，针对垃圾分类
容易出现分歧的物品，将分类知识融入趣
问趣答中，使广大居民正确认识、积极支
持、科学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营造“人人都
是宣传员、人人都是引导员”的良好氛围，
让更多人参加到生活垃圾分类中来。

当自然灾害突然发生，有关人员是如何展开工作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这里有一份标准答案。

灾情发生。日前，巫山县当阳乡平定村4组沙坝湾
一处危岩在持续强降雨诱发下发生崩塌，一块体积约
15立方米、重约40余吨的巨石从高差400米的悬崖上翻
滚而下，砸到公路上致使交通中断。

现场处置。川东南地质大队驻守地质队员会同巫山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当阳乡人民政府相关人员立即冒
雨赶往现场进行踏勘处置，将受威胁的12户35人立即转
移到安全地带，并对受损路段进行交通管制。

探明灾情。川东南地质大队冒雨沿着崩塌体滚落的

轨迹沿途查看，确定危岩陡崖高程1640~1700米，尚有未
崩塌的残留体约3立方米，且裂隙切割严重。现状虽基本
稳定，但后期在降雨、风化等作用下极易发生滑移式崩塌。

后续处置。当阳乡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划
定警戒区域、封闭道路，加强危岩影响区的监测预警，落
实专人值守，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和原有住户回流。

补充调查。地质人员再次对危岩区域凸出山嘴的整
体形态进行调查；对地层岩性、岩层产状、裂隙发育情况
等进行仔细测量和记录，并撰写调查报告。为下一步防
灾减灾工作提供依据。

（重庆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石庆琼）日前，渝北
区龙山街道冉家坝社区邀请区教育学会老
师，到社区开展“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宣传
教育活动，以提高社区居民防范意识，远离
邪教侵害。

活动从“什么是邪教、邪教的种类、邪
教的危害、反邪教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何反
对和抵制邪教”五个方面，向居民介绍了邪
教的本质、邪教所造成的危害。特别针对
我国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社会危害、活动
特点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利用邪教
痴迷者制造的惨案，教育居民和未成年人
要远离邪教。提醒居民在收到邪教信息
时，要“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社
会的稳定。

近日，河南省强降雨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其中，河南郑州1小时降雨量达201.9毫米，突破
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造成地铁被淹，交
通瘫痪，停水停电，形成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城市内涝。

气象专业机构认为，高强度、长时间的降雨在
大多数时候都与洪水或其他水患息息相关。了解
雨，就是了解区域洪涝风险的第一步。

未来极端降雨未来极端降雨
会越来越多吗会越来越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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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排水系统
暴雨为什么还会成灾

城市内涝的形成一般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短时间降雨量超过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
能力，另一个是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降雨没
有有效排出城市。郑州属于前一种。

早在2016年，郑州就开始投入500多亿元建
设海绵城市项目。所谓海绵城市，是一种使城市
拥有“弹性”的新型综合雨水管理：下雨时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加以利用。那
为什么还会在这次的强降水中损失巨大呢？原因
无他，就是降水量太大了，已经超过了这块城市海
绵的吸收极限。

根据24小时降雨量，暴雨可以分为三个等
级，50~99.9毫米的称为“暴雨”、100~249.9毫米的
称为“大暴雨”、250 毫米以上的称为“特大暴
雨”。这是什么概念呢？不久前，德国也遭遇了有
气象记载75年以来的最大暴雨，雨量最大的科隆
地区24小时内降水154毫米，被称为“灾难级别的
降水量”。这次暴雨造成德国171人死亡，近千人
失踪。成千上万人失去了房屋和家园，基础设施
遭到极大破坏，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而河南郑州在24小时内整整下了627.4毫米
的雨，是“特大暴雨”的2倍多，是德国“灾难级别
降水量”的4倍多，等于把一年的雨集中在一天之
内下完了。在雨最大的时候，郑州1小时降雨量
达201.9毫米，等于在一个小时里把100多个西湖
倒进了郑州。

为什么出现极端降雨
天气到底怎么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远超城市承受能力的极端
降雨天气出现呢？

众所周知，雨是从云中降落的水滴，陆地和海
洋表面的水蒸发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到一定
高度后遇冷变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组成了云，它

们在云里互相碰撞，合并成大水滴，当它大到空气
托不住的时候，就从云中落了下来，形成了雨。

在自然界，气温每升高1℃，大气就能多容纳
约7%的水分；随着大气中的水分不断增加，云层
将带来更多降雨，这就像大陆上空的低气压系统
或者海洋上的飓风一样。也就是说，温度每升高
1℃，降雨极值就会变得更加极端。

中国气象局1990年开始在青海瓦里关进行
温室气体监测，该气体就是每年人类活动向大气
中排放的过量的温室气体。这项监测结果显示，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不断升高，表明人为活动
排放的温室气体还在不断增加。气候变化统一的
尺度是看30年平均温度的变化，目前在这个尺度
内可以看到一条增温的趋势线。随着全球气候的
变暖，原来不经常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就发生了。

气象组织认为
2060年有望改善极端降雨

除此之外，数据也表明，“这些年雨越来越多
了”确实不是人们的错觉。根据历年来的《中国气
候公报》，2000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仅633毫米，而
2020年全国平均降水量已达694.8毫米，约为1951
年以来排名第4。同时，降水不平均的现象也比
较频繁，2020年全国共出现37次区域性暴雨过
程，暴雨日数约为1961年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
2016年。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在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
效之前，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可能比之前
较多发生，并且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下去。如果
人类通过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更多使用电动汽车
和生物燃料汽车等方式积极应对，在减缓气候变
化方面取得成功，就有希望在2060年左右阻止这
种负面趋势。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