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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西藏博秀拍卖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78179）、财务专用章

（编号：54010210078180）、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210078181）、法人章（编号：

5401021007818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博秀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6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拉萨市林周县强嘎乡强嘎村人居环境提升改造项目”已完工，所
有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天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段总 联系电话：18108905316
联系人：李总 联系电话：13648968618
特此声明

西藏伟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26日

声

明

西藏莱慕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城百商贸

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卓林军”变更为“万哲晶”，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

54010210055272）、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55578）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城百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6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曲水县曲水镇茶巴朗村‘美丽乡村·幸福家园’整村推进项目（一
期）”施工项目现已全面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费、运输费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
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司联系处理，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8908918473
特此声明

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6日

声

明

西藏云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高秀秀”变更为
“穷次仁”，公司地址由“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那布查德路米日社区顿珠桂林
21号一楼4号房”迁至“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幸福小区A区A1-1幢1层106
室等4处”，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20210015971）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云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6日

现有柳梧新区火车
站旁邮政物流仓储场地出
租，面积3000平米，叉车、
地牛等仓储设备齐全。

联系人联系人：：袁鹏袁鹏 电话电话：：13628902306136289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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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1-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数十年如一日坚守
出版多部气象学术专著
除多，西藏白朗县人。17 岁时，他

从西藏江孜中学脱颖而出，成功考入南
京气象学院，专攻大气探测专业，成为
当年县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
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除多积极参与了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遥感
应用研究所共同开展的西藏“一江两
河”地区遥感动态监测项目。这一经历
不仅拓宽了他的专业视野，更激发了他
对专业知识的深入追求。为此，他继续

深造，成为西藏气象系统首位拥有博士
学位的专家。

长期在西藏科研一线工作，除多不
仅要直面低氧、严寒和强紫外线的极端
环境挑战，还需克服交通、通讯和交流
的诸多不便。然而，他从未退缩，30多
年来一直坚守在卫星遥感应用的科研
一线岗位上。除多先后主持了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和西藏自治区重点科研课
题，出版5部专著，发表80多篇论文，荣
获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项、
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

全球变暖背景下
青藏高原积雪变化备受瞩目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平均海
拔4379米，是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
的高原，被喻为“世界屋脊”，素有“亚洲

水塔”之称。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
积雪作为冰冻圈最为活跃和敏感因子
以及重要的水资源，青藏高原积雪变化
备受国内外关注。

为此，2013 年开始，除多带领团队
紧密围绕青藏高原积雪观测业务、服务
和科研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深入开展系
统研究。利用卫星遥感积雪数据和青
藏高原地面积雪观测资料系统分析了
青藏高原积雪覆盖、积雪日数、降雪日
数以及积雪深度等主要积雪要素的空
间分布和时间变化特点，客观地揭示了
青藏高原积雪的基本特征和变化事实，
出版了《青藏高原积雪图集》一书，首次
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地展示了这些研究
成果。近期，该书成功出版了藏文版，
再次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藏文版《青藏高原积雪
图集》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加和创
新。目前，道路积雪和路面结冰成为冬
春季影响高原道路通行的主要气象灾
害。气象部门在青藏高原主要公路沿线
高山垭口建立了交通气象站，为道路畅
通提供保证服务。为此，图集中增加了
青藏高原主要交通气象站和高山公路垭
口的空间分布图，供业务和决策部门参
考。此外，G318是青藏高原南部标志性
的旅游路线之一，被称为“此生必驾
318”。为此，图集中增加了G318川藏南
线距离—高程地图，为旅行者提供参考。

“这次《青藏高原积雪图集》藏文版
的出版，也是为青藏高原广大的基层气
象台站业务人员和藏文爱好者提供一
个有关青藏高原积雪及气候变化方面
的工具性书籍。”除多说。

研究青藏高原近30年积雪
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积雪图集》利用卫星遥
感积雪数据和青藏高原地面积雪观测
资料，首次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地展示了
近 30 年来青藏高原积雪覆盖、积雪日
数、降雪日数和积雪深度等主要积雪要
素的时空分布状况和变化规律，客观地
揭示了青藏高原积雪的基本特征和变
化事实，对了解青藏高原积雪资源、全
球变暖对青藏高原积雪资源的影响，以
及开展积雪相关的防灾减灾工作和应
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除多介绍，“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
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同时也涵盖了
四川的西部、云南的北部、新疆的南部
以及甘肃的西部等部分地区。在写这
本书时，我们的视野并不仅局限于西藏
自治区，而是致力于整个青藏高原的积
雪变化。”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是欧
亚大陆与印度板块碰撞后整体抬升形成
的一个巨型地貌构造单元。无论是从地

形地貌，还是海拔高度和高原面，都是无
法分割的，而且高原某一区域的积雪分
布效应是有限的，无法对整个高原及其
周围的天气气候系统以及水文效应产生
深刻影响。所以，只有从青藏高原整体
来考虑，才能完整阐释其积雪的分布特
征和天气气候及水文效应。

季节变化和差异明显
冬春平均积雪覆盖面积最大

《青藏高原积雪图集》研究显示，青
藏高原冬春两季积雪面积最大，平均覆
盖高原总面积的 21%，其次为秋季，为
18%，夏季仅占 5%。冬季是青藏高原
积雪日数最多的季节，1981年至2010年
平均占全年平均积雪日数的43%，夏季
积雪日数最少，对高原年积雪日数的贡
献仅为3%。降雪日数最多的季节是春
季，占全年的45%，夏季最少，仅占5%，
年内分布呈双峰型，峰值出现在冬夏大
气环流的转换季节。

青藏高原大气环流的转换期与上
升运动相联系的低值天气系统和高空
温湿条件均有利于高原降雪。春季也
是青藏高原平均积雪深度最大的季节，
多数台站的最大雪深在 10-30cm之间，
雪深较大的台站基本分布在高原西南
边缘和东南部，而雪深不足 10cm 的台
站主要分布在高原南部河谷以及北部
柴达木盆地。

积雪变化明显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显著
《青藏高原积雪图集》研究显示，近

几十年来青藏高原积雪覆盖面积减少
趋势不明显，但是季节差异很大，且受
气温上升影响明显，尤其与最高气温的
关系更为密切。

1981年至 2010年，青藏高原92%的
气象站年积雪日数呈减少趋势，且高
寒内陆中东部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等
高原历年积雪日数高值区减少最为明
显，平均每 10 年减幅达 4.8 天，其中冬
季减幅最为明显，为2.4天/10年。青藏
高原积雪日数的显著减少主要是气温
的明显上升引起的，其中最高气温上
升的影响尤为明显。1981 年至 2010 年
青藏高原平均年降雪日数同样呈明显
减少趋势，减幅每 10 年达 10.5 天，其
中，春季减幅最大，为每 10 年 4.8 天。
降雪日数的明显减少与气温的显著上
升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在
全球变暖和青藏高原气温上升趋势加
速背景下，原来可能以降雪为形式的
部分降水转为降雨，从而使得高原的
降雪日数出现了显著下降趋势。30年
间高原平均最大雪深减少趋势同样显
著，减幅每 10 年达 0.6cm，其中春季减
幅最大，为0.5cm/10年。

《青藏高原积雪图集》藏文版正式出版

他讲“透”了青藏高原的积雪

近日，备受瞩目的《青藏高原积雪图
集》藏文版正式出版，该图集以青藏高原独
特的积雪现象为主题，用精美的图幅和详
尽的科学数据，全面展现了这片神秘高原
上积雪的分布、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重
要影响。这本书的作者是西藏自治区气象
局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除多。
他为何对青藏高原的“积雪”情有独钟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探寻这
位科研工作者在雪山之巅的深邃思考。

文/记者 赵越 图由受访者提供

《青藏高原积雪图集》封面 汉藏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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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春季平均积雪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