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3月22日，长益扩容工程唯一一座隧
道、目前全省在建高速公路断面最宽
隧道———乌山隧道右洞安全贯通。至
此，长益扩容工程重要控制性工程乌
山隧道双洞顺利贯通，比计划工期提
前近一个月。

据悉， 长益扩容工程乌山隧道位
于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 为双洞单向
三车道隧道， 左右洞测设线间距7.68
米～27米之间，属较小、小净距分离式
隧道。 隧道左洞长805米， 右洞长825
米，单洞开挖宽度18.42米。乌山隧道左
洞已于2018年12月21日贯通。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东 黄金美

天气预报

3月23日，在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站，参加当天开放日活动的湖南日报小记者们正兴致勃勃地观
看PH、浊度、余氯等实验。 记者 陈月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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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3月22日至28
日是第三十二届“中国水周”。3月
23日， 包括湖南日报小记者在内的
近百名市民来到长沙猴子石水厂和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
站，了解饮用水的制水工艺、水质监测
全过程。

长沙南部片区用水压力将缓解

目前，在长沙城区，长沙水业集
团有猴子石、南湖、洋湖、银盆岭、望
城、秀峰、廖家祠堂和新河共8座水
厂， 日供水设计能力达235万吨，服
务人口400余万人。其中猴子石水厂
作为长沙城区第一大水厂， 日供水
能力达80万立方米。

制水工艺提质改造后的猴子石
水厂，在常规制水工艺的基础上，增
加臭氧和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国
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站
副站长戴炜介绍，“活性炭能更有效
去除水中有机物，使水质更优良；此
外，万一发生原始水质或上游突发性
的污染事件， 有深度处理工艺后，抗
突发能力更强， 更能确保水质的安
全。” 据长沙水业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底，长沙市将实现自来水制水
工艺深度处理工艺全覆盖。

“去年，长沙日用水最高达244
万吨，超过目前日供水设计能力。”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 随着位于暮云的南托水厂建成，

将极大地缓解长沙南部特别是高远
程地区的用水压力，加上望城水厂的
改扩建，预计今年全市日供水能力将
达265万吨。

三级监测体系严把水质关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
监测站承担着供水水质相关督察工
作，对长沙公共供水水质安全进行日
常监测，为突发水质事故的城市提供
应急监测支持，确保管网水、水厂水
及污水处理厂排放水水质合格率达
到100%。此外，长沙水业集团还通过
水厂专检室、水厂化验室、国家城市
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站三级监
测体系，加强湘江原水和出厂水质监
控，24小时实时监控城市供水。

“国家标准1ml饮用水中不得
超过100个菌落，而我们的出厂水平
时检测结果1ml水菌落数均低于
10个或未检出。” 此次开放日活动
讲解员说，即使如此，也要提醒大
家，平时不要喝生水，一定要将自来
水烧开再喝。

“没想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自来
水要经过这么多道生产工艺和检测
环节，太不容易了，我们一定要好好
珍惜水资源。” 参观完猴子石水厂和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
站后，7岁的湖南日报小记者王哲昆
深有感触地说。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戴奇

3月24日早上6点30分左
右，雨还在下，长沙国家气候
观象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这件工作看上
去很浪漫， 但实际上却很严
肃———放飞探空气球。

虽然是放飞探空气球，但
气球本身是不能探测气象信息
的， 它还有一个共同飞向高空
的小伙伴———探空仪。 别看探
空仪只有成人手掌大小， 但里
面有许多电子元件， 可以探测
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
等。

早上7点15分， 探空气球
准时升空。 升空后的气球以每
分钟约400米的速度飞至3万
米的高空。 随着高度的逐渐上
升，周围空气越来越稀薄，气压
不断减小，探空气球不断膨胀，

地面1.5米左右的直径会增加
到8到9米，并最终在高空爆炸，
整个探测过程也在爆炸的一瞬
间结束。

“整个过程一般要花费70
到80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在这期间，气球会先后
穿越云层、大风区，其所处位置
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
速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每隔
0.8秒， 探空仪就能将高空测
得的一组气象要素数据，反
馈给地面接收雷达，雷达再将
这些信息传送给气象观测站终
端电脑。

这些对平常人犹如“天书”
的数据， 对于气象专业人士来
说， 却弥足珍贵。 通过解读之
后， 它们将成为每天天气预报
的重要依据。

放飞气球，3万米高空探“天情”
天气预报如何出炉，省气象局告诉你 我省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86%，居全国前列

“雨一直下”是湖南
近日天气的写照， 这个
周末继续“泡汤”。3月
25日，湖南降雨间歇，以
多云间晴天为主， 气温
也开始回升。不过，早晨
除湘东南外省内大部分
地区有雾来扰， 提醒公
众加强防范。

监测显示，23日 08
时至24日08时， 全省出
现了小雨， 其中湘东南
局地中雨； 最高气温湘
北12～14℃， 其他地区
9～11℃； 最低气温6～
8℃。全省共发布预警信
号雷电6县次、 大雾1县
次。

雨水在湖南流连忘
返， 未来一周湖南仍是
阴雨日数偏多的态势，
不过25至26日白天将有
降雨短暂间歇。省气象台
预计，25至26日白天，全省
多云间晴天；26日晚到27
日白天，湘东南多云，其他
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

全省气温开始回升，
25日最高气温19～21℃，最
低气温6～8℃。28至29日再
迎一次弱冷空气过程。

雨水阳光交接，对
雾的形成十分有利。气象
专家提醒，25日早晨，除
湘东南外省内大部分地区
有雾来扰， 需注意防范大
雾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
响。此外，近期湖南雨日较
多，提醒农民朋友关注天
气，适时开展农事活动。

今日我省降水间歇
气温开始回升

今年底实现自来水“深加工”全覆盖
水厂增加扩容，长沙日供水能力预计达265万吨

天气预报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件神秘的事。 坊间曾流
传一个段子：气象局局长问明天天气怎么样，10个预报员
中有8个举手表示要下雨，局长说，好，明天80%的可能性
要下雨。天气预报是这样出炉的？当然不是！3月23日是世
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太阳、地球和天气”，省气象局
举办主题开放活动，记者与400名“小粉丝”一起来到省气
象局，探访湖南天气预报的奥秘。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罗丹 曾彦彦

除了长沙国家气候观象
台探空观测仪器提供的数据
外， 我省多个气象监测站以及
其他多种仪器得来的数据共同
组成“气象组网”，这些数据经
汇总， 再上传至省气象局和中
国气象局。

3月23日， 记者来到省气
象局时， 这里正进行着例行的
天气视频会商。 每天早上8点，
都要在这里进行全国天气的视
频会商。

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
员周慧介绍，会商主要是讨论
天气的变化趋势，全国天气会
商后会进行省内的天气视频
会商。会商结束以后，省气象
台会根据天气实况以及卫星、
雷达反馈的数据，结合天气预

报模式， 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天
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天气预报准不准”是大
家最关心的气象话题， 也是气
象防灾减灾中的关键。 目前我
省天气预报准确率处于什么水
平？“尽管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
准确率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
大气系统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体系， 天气预报不准仍无法
避免。”省气象局总工程师汪扩
军介绍， 根据统计，2018年全
省的24小时晴雨、最高气温、最
低气温预报准确率稳步提升，
分 别 达 86.11% 、78.96% 、
88.70% ， 在全国排名靠前。
2018年湖南公众气象服务满
意度为93.9�分， 连续两年荣获
全国第一。

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

气象台结合数据制作天气预报

本报3月24日讯 地震预
警不留死角， 我省初步建成较
为完备的地震台网体系。 在日
前召开的2019年湖南省防震减
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 省地
震局发布了这一消息。

2018年， 我省累计投入
1099万元， 推进省地震监测台
网优化改造项目、 国家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工程湖南子项
目，截至目前，已建成测震台站
24个、地球物理台站29个，全省

地震台网体系初步形成。 在此
基础上， 我省地震监测能力从
“十二五” 末的2.8级提升至2.0
级， 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地震监
测能力达1.8级，对地震灾情的
研判和应对支撑明显增强。

省地震局表示， 未来全省
还将新建或优化改造144个测
震台站，实现122个县市区全覆
盖，并强化对滑坡、矿山塌陷、
爆炸等强地面震动事件的监测
能力建设。 ■记者 彭雅惠

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2.0级
我省初步建成较完备的地震台网体系

长益扩容工程唯一隧道双洞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