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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李晖 肖远强
全怡月 赵铮艳

通讯员 黎彧 林孜 陈晶晶

榕多趟列车停运晚点
来自福州火车站消息，受

南方部分地区强降雪影响，截
至昨日16时，福州火车（南）站
昨日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和不
同程度的晚点。晚点、停运列
车的具体车次，旅客可关注车
站广播公告，或致电12306客
服热线查询。

全省这些路段结冰
记者昨天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目前，国省干线十大
易结冰路段中，南平武夷山
G237分水关路段、三明建宁

G528船顶隘路段、三明宁化
S221 河龙路段、南平光泽
G316陈家店路段、南平政和
G353 稠岭路段路面产生积
雪结冰；其余路段正常通
行。农村公路中，南平市武
夷山星村镇X860桐麻线、三
明市建宁县溪源乡 Y011 桐
溪线、三明市建宁县溪源乡
Y052溪陈线等 15处发生积
雪结冰。

22日，闽清、闽侯、永泰等
地发布道路结冰预警信号。
记者从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了
解到，沈海高速连江段、福银
高速闽清段、京台高速闽侯和
闽清段，近日可能出现道路结
冰、湿滑等影响行车安全的情
况。交警提醒，雨雪天对于驾

驶人来说，减速慢行是第一要
务。

部分客运班线临时停运
受寒潮大雾天气道路湿

滑结冰影响，永泰县9路公交
线路（永泰城关发往永泰云
顶）已暂停运营。

闽侯县部分农客线路临
时停运：1月23日至24日，廷
坪—雪峰—甘蔗、廷坪—碾坑
—甘蔗、尚锦—甘蔗、甘蔗—
坂头、鸿尾—古洋、鸿尾—安
樟、苏洋—罗洋等农客线路停
运。

另外，1月 23日零时起，
闽清城关至下祝乡、后佳片区
的农村客运车辆临时停运，恢
复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 朱丹华

冻手冻脚的日子里，哪些
“降温病”容易趁虚而入？老
人小孩如何应对？昨晚记者
咨询了有关专家。

两类感冒患儿多了
不要滥喝板蓝根

“20日进入大寒节气后，
我的门诊中呼吸道感染的孩
子明显增加。”福州市中医院
儿科带头人肖诏玮主任医师
说。

肖诏玮介绍，此番呼吸道
感染的患儿多为偏寒型或寒
热交杂型。“如果家长自行在
家让这两类孩子服用板蓝根、
菊花或金银花等偏热型感冒
和咽痛适用的饮品，并不合

适。”
肖诏玮提醒，对偏寒型的

感冒患儿，可取葱白5寸、生姜
3克、豆豉 9克熬水喝，一天 2
次至3次，年长儿和成人可再
加寒草（兰花参）4.5克。对寒
热交杂型感冒患者，适用疏表
散寒加清热的中药，在家可取
葱白5寸、生姜3克、豆豉9克、
黄芩 6克、寒草（兰花参）4.5
克、积雪草15克煮水喝，一天2
次至3次。

“当然，如果咳嗽加重、反
复发烧，还是应该立即就医，
以免病情发展为肺炎或引发
其他并发症。”肖诏玮说。

慢性病老人迎挑战
警惕脑梗心梗等

福建省老年医院急诊医

学科主任郭永明说，连日来，
各类慢性病急性加重的老年
患者前来急诊的情况明显增
多，尤其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和呼吸道疾病的老人。

郭永明建议患慢性病的
老人定期检测血压、血糖、血
氧饱和度等，在天气变化前就
上医院做好评估，必要时调整
治疗方案和药物，并且提早接
种肺炎疫苗、流感疫苗，新冠
疫苗加强针未打的，也补打
上，做到防患于未然。家有呼
吸道感染病人的，应戴好口
罩，尽量与老人隔离。空巢老
人的家属，最好每天给老人打
个电话，一旦发现健康问题，
做到及时送医。切记心梗、脑
梗的黄金救治时间，一般在
4.5小时至6小时内。

这些出行信息值得关注

□温馨提示

“降温病”来袭 老人小孩如何应对

■记 者 林舒颖 郑瑞洋
陈木易 刘露

通讯员 洪映

福州晚报讯 2024年首场寒潮天
气正在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加入“降雪
群聊”。昨日，福州迎来2024年第一
场雪。

当天，福州接连发布多个预警：降
温蓝色预警、道路结冰黄色预警、霜冻
蓝色预警、雪灾黄色预警。气象部门
提醒，需格外关注低温天气对人体健
康、能源保供、供水保障和农业生产等
的影响。

多地出现雪景
“大湖下雪啦！”昨晚7时许，在不

少家住闽侯大湖乡的村民朋友圈里，
陆续发出小视频，喜迎2024年的首场
雪景。

记者联系上大湖乡岭头村党支部
书记朱必孔。朱必孔告诉记者，17时
许，大湖乡不少村子下起了雨夹雪。
到了19时许，越来越多的雪花开始从
天而降，并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让当地
村民为之兴奋。

罗源县中房镇于18时左右开始
下雪，至20时路边车顶积雪接近两厘
米厚。

当天下午，有网友从闽侯雪峰寺
传回来雨夹雪的消息。

记者从气象部门等渠道也了解
到，从傍晚开始，闽侯、闽清、罗源、晋
安的鼓岭等部分高海拔地区迎来了雨
夹雪等。

福州“下雪六问”
问题一：福州每年都下雪吗？

据近年的相关报道及资料显示：
2022年2月，闽侯、连江、晋安等高海
拔地区下起了雪；2019年12月，闽清
白樟腹桂山下起米粒般大小的雪粒；
2018年2月，闽清、闽侯、永泰以及鼓
岭等地下起了雪；2016年1月，罗源、
福清、闽侯、永泰等高海拔地区出现了
雪或雨夹雪。

福州市气象局天气预报员陈强告
诉记者，福州要降雪，要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一个是湿度条件，城市上空要具
备充足的水汽，在高空可形成冰晶层；
另一个是气温条件，一般来说，0℃层高
度最好低于500米且不能有逆温。”

问题二：福州市区常常见到雪吗？
历史上，福州下雪的记载可以追

溯到宋代，城区也有下大雪的时候。

1893年1月16日，闽浙总督向朝廷奏
报：“闽省向来冬不见雪，或偶尔落地
即化，从无积雪厚数寸者。光绪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朔风严寒，入夜瑞
雪缤纷，至二十九日平均雪深四五
寸。”当时，福州烟台山积雪有十几厘
米深。

陈强告诉记者，据相关数据显示，
从1942年至今，福州市区下雪天数并
不少，共7天标有下雪的记录，分别为
1942年2月13日、1952年2月18日、
1957年 2月 13日、1968年 2月 7日、
1986年2月28日、2002年12月27日、
2018年2月4日。而出现雨夹雪的天
数高达40余天。

问题三：福州赏雪好去处在哪里？
根据福州气象部门整理的雪景指

数预报，闽侯的雪峰、闽清的下祝以及
永泰的云顶、晋安区的鼓岭，都是赏雪
好去处。其中，雪峰寺是福州冬天看
雪的首选，市民还可以登上“冰花罗汉
台”，欣赏雪后禅境、冰雪雾凇等。距
离更近的鼓岭，也是市民常去的赏雪
地。

问题四：有市民疑问，像霰、冰粒
等，属于雪吗？

雪是水汽在高空中遇冷凝结而
成；冰粒是雪在下降过程中融化成水
滴，然后遇冷形成；霰是高空中的水蒸
气遇到冷空气凝结后降落的白色不透
明小冰粒，直径在2毫米至5毫米，常
呈球状或圆锥形，多在下雪前或下雪
时出现。

根据相关文件，2014年 1月 1日
起，霰、冰粒、米雪等13种天气现象已
从气象局观测业务中取消，出现霰、米
雪等时记为雪。简单来说就是，虽然
霰、冰粒、米雪的小名各不相同，但他
们的大名都是雪。

问题五：何时赏雪最佳？
据福建省气象局首席服务专家黄

志刚介绍，随着冷高压的南下，气温还
将进一步降低。本轮降温后，全省大
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0℃以下，寒
冷的感觉会维持一整周。值得注意的
是，23日上午，雨雪停止，天空逐渐放
晴，正是欣赏雪景的最好时机。

问题六：降雪期间注意什么？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冷空气过

程强度强、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
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霜或霜冻，内陆和沿
海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有结冰。市民要
注意防范雨雾低能见度、强降温、低温
霜冻以及道路结冰等对交通出行的不
利影响，尤其是户外赏雪注意安全。

在大湖岭
头村，小朋友
在玩雪。
记者 池远 摄

昨日傍晚，罗源县中房镇下起小雪。这是当地居民
在积雪的汽车上写下文字。 洪映 摄

昨晚9时，鼓岭柱里景
区的雪肉眼可见。

记者 包华 摄

扫 码
可看福州
2024 年 第
一场雪视
频。

20242024年福州第一场雪来了年福州第一场雪来了!!
昨日连发多个预警 本报梳理“下雪六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