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雾凇岛讲解词 吉林雾凇导游词(大
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雾凇岛讲解词篇一

在吉林能看到最美的雾凇奇观的地点应当是在"雾凇岛"。在
这里，乌拉街镇韩屯、曾通屯是雾凇最为集中和最佳的拍摄
地，又因这里的江面上有个小岛，所以，大家就逐渐把这里
叫成雾凇岛了。

雾凇岛离吉林市近40公里，地势较吉林市区低，又有江水环
抱，冷热空气在这里相交，冬季升腾起的大雾常常笼罩着这
个近6平方公里的小岛，有时竟一天也见不到太阳。在这样的
天气下，挂在树上的雾凇是不会掉落的，并且夜里又会挂上
一层。而岛上的曾通屯又是欣赏雾凇最好的去处，曾有"赏雾
凇，到曾通"之说。

观赏雾凇，讲究的是在"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
"晨看挂"是早起看树挂，看那些千年的.榆树，一夜之间变成
一片银白，玉枝垂挂，簇簇松针恰似银菊怒放，晶莹多姿。
而"待到近午赏落花"，一般在上午10时左右，树挂开始一片
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滑落，微风吹起脱落的银
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到上面，空中形成了五颜六
色的雪帘。去拍雾凇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如果天气晴
朗，9:00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会看见洁白的雾凇挂在各种
造型的树枝上，映衬在碧蓝的天空下。一到了10:00，太阳辐
射会使雾凇开始从树上脱落，向阳面的雾凇开始发黑(其实是



露出了树枝)。

雾凇岛讲解词篇二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去参观吉林雾淞。

吉林雾淞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同钱塘潮涌、
泰山日出和黄山云雾并称中国四大气象奇现。隆冬时节，当
北国大地万木萧条的时候，走进东北的吉林市，你却会看到
一道神奇而美丽的风景。沿着松花江的堤岸望去，松柳凝霜
挂雪，黛玉披银，如朵朵白云，排排雪浪，十分壮观。这就
是被人们称为“雾淞”的奇观。

雾淞通称树挂，是雾气和水汽遇冷凝结在枝叶上的冰晶，分
为粒状和晶状两种。粒状雾淞结构紧密，形成一粒粒很小的
冰块，而晶状雾淞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大的片状。吉林的雾
淞就属于晶状。它必须在有水汽、气温零下25摄氏度以下、
风力不超过3级的天气里才能形成，而吉林市独特的地理环境
恰恰是雾淞的温床。

从吉林市区溯松花江而上15千米是丰满水电站，大坝上游是
平均水深70米的松花湖，数九隆冬松花湖流出的江水仍有4c，
江水载着巨大的热能，形成了松花江几十里不冻的奇境。从
水面源源不断地蒸发出水气，整个江面雾气腾腾，久久不散。
沿江长提，苍松林立，杨柳低垂，在一定气压、温度、风向
等条件作用下，江面上蒸腾的雾气遇冷就逐渐凝成了雾淞。
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吉林市就进人冬季，雾凇便开始登场
亮相，尤其是每当降雪量大、天气寒冷的年份，雾凇出现的
次数就更多。

中国是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古人很早就对雾凇有了
许多称呼和赞美。《春秋》上就有关于“树稼”的记载，也
有的叫“树介”，就是现在所称的“雾淞”。“雾淞”一词
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宋代吕忱所编的《字林》里，这



是1500多年前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雾淞”一词。人们在欣
赏雾淞时，都会感到空气格外清新舒爽、滋润肺腑，这是因
为雾凇有净化空气的功能。空气中存有大量微尘，危害人的
健康。雾凇能吸附这些微尘净化空气。因此，吉林雾凇不仅
在外观上洁白无瑕，给人以纯洁高雅的风貌，而且还是天然
的大面积的“空气清洁器”。

观赏雾凇，主要分为三个时段，即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
午赏落花。

夜看雾，是在雾凇形成的前夜观看江上出现的雾景。大约在
夜里十点多，松花江上开始有缕缕雾气，继而越来越大，越
来越浓，大团大团的白雾从江面滚滚而起不停地向两岸飘流。

晨看挂，是早起看树挂。十里江堤黑森森的树木，一夜之间
变成一片银白。棵棵杨柳宛若玉枝垂挂，簇簇松针恰似银菊
怒放，晶莹多姿。入冬之后，当一夜之间吉林市松花江边十
里长堤满眼玉树琼枝之时，脑子里立刻会涌现这样的诗
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确，用它来
形容吉林雾凇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待到近午赏落花，是说树挂脱落时的情景。一般在上午10时
左右，树挂开始一片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滑落，
微风吹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到上面，
空中形成了五颜六色的雪帘。

雾凇是大自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
身影，为什么偏偏吉林市的雾淞名声如此之响呢?原来吉林的
雾凇厚度达到40至60毫米，远远超过通常为5至10毫米的普通
雾淞，据当地多年观测的数据表明，吉林雾淞属雾凇中厚度
最厚、密度最小和结构最疏松的毛茸形晶状雾淞，是雾凇家
族中最罕见的品种。

各位游客朋友，除了吉林市内，雾淞岛也是个观赏雾凇的好



去处，雾凇岛在松花江向吉林市北流35千米处。在岛的四周
江边，长着不少百年老榆树和柳树，挂上雾凇后就千姿百态，
比吉林市里的雾凇更古朴、更自然。请大家尽情地与美丽的
雾凇合影留念吧!

游客朋友们，我们欢迎您再来吉林观赏雾凇。

雾凇岛讲解词篇三

在吉林能看到最美的雾凇奇观的地点应当是在“雾凇岛”。
在这里，乌拉街镇韩屯、曾通屯是雾凇最为集中和最佳的拍
摄地，又因这里的江面上有个小岛，所以，大家就逐渐把这
里叫成雾凇岛了。

雾凇岛离吉林市近40公里，地势较吉林市区低，又有江水环
抱，冷热空气在这里相交，冬季升腾起的大雾常常笼罩着这
个近6平方公里的小岛，有时竟一天也见不到太阳。在这样的
天气下，挂在树上的雾凇是不会掉落的，并且夜里又会挂上
一层。而岛上的曾通屯又是欣赏雾凇最好的去处，曾有“赏
雾凇，到曾通”之说。

观赏雾凇，讲究的是在“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
花”。“晨看挂”是早起看树挂，看那些千年的榆树，一夜
之间变成一片银白，玉枝垂挂，簇簇松针恰似银菊怒放，晶
莹多姿。而“待到近午赏落花”，一般在上午10时左右，树
挂开始一片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滑落，微风吹
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到上面，空中形
成了五颜六色的雪帘。去拍雾凇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如果
天气晴朗，9:00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会看见洁白的雾凇挂
在各种造型的树枝上，映衬在碧蓝的天空下。一到了10:00，
太阳辐射会使雾凇开始从树上脱落，向阳面的雾凇开始发
黑(其实是露出了树枝)。

延伸阅读:



导游词功能

1.引导游客鉴赏

导游词的宗旨是通过对旅游景观绘声绘色地讲解、指点、评
说，帮助旅游者欣赏景观，以达到游览的最佳效果。

2.传播文化知识

传统文化知识即向游客介绍有关旅游胜地的历史典故、地理
风貌、风土人情、传说故事、民族习俗、古迹名胜、风景特
色，使游客增长知识。

3.陶冶游客情操

导游词的语言应具有言之有理、有物、有情、有神等特点。
通过语言艺术和技巧，给游客勾画出一幅幅立体的图画，构
成生动的视觉形象，把旅游者引入一种特定的意境，从而达
到陶冶情操的目的。

此外，导游词通过对旅游地出产物品的说明、讲解，客观上
起到向游客介绍商品的作用。

雾凇岛讲解词篇四

各位游客大家好，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今
天我将荣幸的作为导游带领各位去参加吉林雾凇。

吉林雾凇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同钱塘潮涌、
泰山日出和黄山云雾并称中国四大气象景观。隆冬时节，当
北国大地万木萧条的时候，走进东北的吉林市，你却会看到
一道神奇而美丽的风景。沿着松花江的堤岸望去，松柳凝霜
挂雪，黛玉披银，如朵朵白银，排排雪浪，十分壮观。这就



是被人们称为雾凇的奇观。

雾凇通称树挂，是雾气和水汽遇冷凝结在枝叶上的冰晶，分
为粒状和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密，形成一粒粒很小的`
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
凇就属于晶状。它必须在有水汽、气温零下25摄氏度以下、
风力不超过3级的天气里才能形成，而吉林市独特的地理环境
恰恰是雾凇的温床。

从吉林市区溯松花江而上15公里是丰满水电站，大坝上游是
平均水深70米的松花湖，数九隆冬松花江湖流出的江水仍
有4℃，江水载着巨大的热能，形成了松花江几十里不冻的奇
境。从水面源源不断地蒸发出水气，整个江面雾气腾腾，久
不消散。沿江长堤，苍松林立，杨柳低垂，在一定气压、温
度、风向等条件作用下江面上蒸腾的武器遇冷凝成了雾凇。

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吉林市就进入冬季，雾凇便开始登场
亮相，尤其是每当降雪量大、天气寒冷的年份，雾凇出现的
次数也就越多。

中国式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千百年来我我国古代人
很早就对雾凇有了很多称呼和赞美。春秋上就有关于树稼的
记载，也有的叫树介，就是现在所称的雾凇。雾凇一词最早
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宋·吕忱所编的字林里，其解释为：寒气
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这是1500多年前最早
见于文献记载的雾凇一词。而最玄妙的当属梦送这一称呼。
宋末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说，当时民间称雾凇为梦送，意思是
说她是夜间人们在睡梦中天公送来的。

人们在欣赏雾凇时，都会感到空气格外清新舒爽、滋润肺腑，
这是因为雾凇有净化空气的内在功能。空气中存有大量微尘，
危害人的健康。雾凇能吸附这些微尘净化，因此，吉林雾凇
不仅在外观上洁白无瑕，给人以纯洁高雅的风貌，而且还是
天然大面积的空气清洁器。



每当雾凇来临，吉林市松花江岸十里长堤柳树结银花，松树
绽银菊，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仙境。国家主席同志1991年
在吉林市视察期间恰逢雾凇奇景，欣然命笔，写下寒江雪柳，
玉树琼花，吉林树挂，名不虚传之句。1998年又赋诗曰：寒
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
事出艰辛。

欣赏雾凇，主要分为三个时段，即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
午赏落花。

夜看雾，是在雾凇形成的前夜观看江上出现的雾景。大约在
夜里十点多钟，松花江上开始有缕缕雾气，继而越来越大，
越来越浓，大团大团的白雾从江面滚滚而起，不停地向两岸
飘流。雾凇是低温时过冷雾滴冻结或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凝华
在地面物体上的冰晶物，多附着在树枝、电线或景物的突出
部位，也叫树挂或冰花。它呈白色或乳白色，由无数重重叠
叠的小冰球或小冰晶组成。可分为针状晶凇或粒凇。针状晶
凇由水汽在物体表面凝华而形成，多出现在有微风且寒冷的
天气，为枝状白色晶体。密度小，结构松散，稍有震动便会
脱落;粒凇由过冷雾滴附着在物体上迅速冻结而形成，颜色乳
白，外表粗糙，内部粒状结构清晰可辨，大多朝着迎风方向
增长。在浓雾、微寒、有风的天气状况下，经常会形成雾凇。

原来这里的雾凇厚度达到40至60毫米，远远超过通常为5至10
毫米的普通雾凇，当地多年观测数据表明，吉林雾凇属雾凇
中厚度最厚、密度最小和结构最疏松的毛茸形晶状雾凇，是
雾凇家族中最罕见的品种。

待到近午赏落花，是说树挂脱落时的情景。一般在上午10时
左右，树挂开始一片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滑落，
微风吹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到上面，
空中形成了五颜六色的雪帘。

各位朋友，除了吉林市内，雾凇岛也是个观赏雾凇的不错去



处，雾凇岛在松花江向吉林市北流35公里处。在岛的四周江
边，长着不少百年老榆树和柳树，挂上雾凇后就千姿百态，
比吉林市里的雾凇更古朴更自然。请大家尽情地与美丽的雾
凇合影留念吧!

雾凇岛讲解词篇五

吉林雾凇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同桂林山水、
云南石林、长江三峡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异景。

隆冬时节，当北国大地万木萧条的时候，走进东北的'吉林市，
你却会看到一道神奇而美丽的风景。沿着松花江的堤岸看往，
松柳凝霜挂雪，戴玉披银，如朵朵白银，排排雪浪，十分壮
观。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雾诒的异景。

雾凇之美，美在壮观，美在奇荆

观赏雾凇，讲究的是在"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

"夜看雾"，是在雾凇形成的前夜观看江上出现的雾景。大约
在夜里十点多钟，松花江上开始有缕缕雾气，继而越来越大，
越来越浓，大团大团的白雾从江面滚滚而起，不停地向两岸
流浪。

"晨看挂"是早起看树挂。十里江堤黑森森的树木，一夜之间
变成一片银白。棵棵杨柳宛若玉枝垂挂，簇簇松针恰似银菊
怒放，晶莹多姿。

"待到近午赏落花"，是说树挂脱落时的情景。一般在上午10
时左右，树挂开始一片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滑
落，微风吹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照映到上
面，空中形成了五颜六色的雪帘。



传说很早以前，松花江边有一位老妈妈，丈夫死得早，她抚
养三个女儿，过日子含辛茹苦，没黑没白的苦干，挣钱养活
子，光阴流逝，三个女儿渐渐长大，纷纷嫁出家门，三个女
儿出嫁后，孤苦冷清，年弱体迈的老妈妈干不动活，只好轮
流到三个女儿家生活，可是三个女儿不孝，象推皮球一样把
老妈妈推来推往，且没好招待，一天在大女儿，二女儿赶往
三女儿家的路上，冷风咆哮，进夜地冻的老妈妈愈想愈伤心，
白发和眼泪随着风飘扬，挂在树上凝聚成冰，形成一条条树
挂，人们看着一片片银枝条，不禁想起老妈妈的满头银发，
更增加对不孝女儿的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