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 吉林雾凇导游词(大
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篇一

欢迎来到吉林市观赏誉满天下的雾凇。

吉林雾凇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与黄山云
海、泰山日出、钱塘潮涌并称为中国四大气象奇观，又与桂
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
观。“一江寒水清，两岸琼花凝”，吉林雾凇以其纯洁、壮
观、神奇的美，被广大中外游人誉为冬季北国风光之最。

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中国是世界上有雾凇记载最
早的国家。早在公元前，《春秋》一书中就有雾凇记载，称为
“树稼”;以后又有“树介”之称;在南北朝时《字林》解释
为，“寒气结冰如珠，见?(音：念，指日光)乃消，齐鲁谓之
雾凇”，这是早在1500多年前出现的“雾凇”一词;以后又
有“树冰”等提法，指的都是雾凇。

那么吉林雾凇是怎样形成的呢?接下来就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雾
凇的成因。

从吉林市区溯江而上，是著名的丰满水电站。大坝以上，是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每到冬季，尽管松花湖上一抹
如镜、冰冻如铁，但冰层下面几十米深的水仍能保持4℃的水
温，湖水从水轮机流出，水温和地面温差经常在30℃左右，
形成了几十里不封冻的江面，温差使江水产生雾气，江面上



白雾袅袅，久不消散。沿江十里长堤，苍松林立，杨柳低垂，
在一定的气压、风向、温度等条件作用下，大量的雾气遇冷
凝结在树枝上，形成了雾凇。

吉林雾凇由于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因而持续时间长、厚
度大、次数多。每年12月下旬到翌年2月底，是观赏雾凇的最
佳时节，最多一年曾出现80多次。

人们把观赏雾凇的过程形容为三个阶段，即“夜看雾，晨看
挂，待到近午赏落花”。

“夜看雾”，是指在雾凇形成的前夜，观看松花江上出现的
雾景。

大约在夜里10时左右，松花江上开始有缕缕雾气出现，继而
越来越大、越来越浓，江面蒸腾弥漫的雾气，慢慢笼罩了霓
虹流转的楼宇亭台，恍如海市蜃楼、梦中的云海。

“晨看挂”，是说清晨起来看“树挂”。

当冬天的朝阳冉冉升起，湿润的雾气结晶在江岸的树木、丛
草之上，缀满了雪白晶莹的雾凇，犹如一朵朵银菊，好似一
条条珠链，和一江碧水相伴，与湛蓝天空相映，绵延百里，
纵横阡陌，蔚为壮观。1991年1月9日，__同志来吉林市视察，
恰逢吉林雾凇，咏诗四句：“寒江雪柳，玉树琼花。吉林树
挂，名不虚传。”

那么“待到近午赏落花”呢，是说观赏雾凇脱落的情景。

一般在上午9时以后，阳光、微风怀着对雾凇的“妒忌”，使
凝结在树枝上的雾凇开始脱落，一点点、一片片、一串串，
纷飞的雾凇似雪花落到人们的头上、肩上，使人感到格外凉
爽、清新。



雾凇不仅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它还有许多独特的功能。

气象学家认为，雾凇是天然的“清洁器”。这是因为雾凇具
有净化空气的内在功能。雾凇形成之初，会有一种叫“凇
附”的现象，它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悬浮微粒，起到净化空气
的作用。所以，人们在观赏吉林雾凇时，会感到空气格外清
新舒爽、滋润心肺。

雾凇还是城市的“消音器”。当雾凇出现时，作为晶状体，
它既浓厚、有空隙，又结构疏松、密度较小，对音波反射率
很低，所以能吸收大量的音波，为喧嚣的城市增添了一分幽
静。

美丽的雾凇景观，将这座城市描绘装扮的婀娜多姿、分外妖
娆，因风向和江岸走向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特色的雾凇观赏
带。

松江路城市雾凇观赏带，沿江而行，长堤赏凇，最大特点是
沿江而行，人在城中，身临其境。适合伴着江雾在雾凇下悠
闲漫步。

阿什哈达郊野雾凇观赏带，吉丰东线11公里处的阿什雾凇出
现频率高。沿江上行，交通便利，树木整齐，雾凇壮观，曲
路纵深，形成走廊，最适合旅游团队观赏。

红石湖水上雾凇观赏带，白山湖、红石湖地处高寒山区，遇
低温雾气凝华于两岸原始树丛中，延绵三十八公里。

北大壶高山雾凇观赏带，北大壶滑雪场高山雾凇景观，绵延
群山银装素裹，吸引众多游客畅享在冰雪运动中的欢乐。

雾凇岛岛屿雾凇观赏带，松花江的下游散落着几个美丽的天
然小岛，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小岛在冬天里常常被雾气笼
罩，雾凇几乎天天降临此地。这里的雾凇洁白如玉，又格外



厚重，持久不落，雾凇岛的美名由此而来。上万只野鸭栖息
在岛上，伴着银凇红日，美景最为奇绝。

雾凇岛因曾通村的雾凇而闻名，曾有“赏雾凇，到曾通”的
说法。但近年来，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韩屯村，因距市内近，
民俗特色鲜明、接待设施相对完善等优势，成为了摄影家们
的乐园。

韩屯村是一个满族村落，岛上的人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300多
年，至今还有很多满式的院落，“马架子”、“地窨
子”、“东北三大怪”，等等，无一不显示着这个古老民族
村落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从1991年起，吉林市政府以雾凇美景为载体，举办“中
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在节庆活动期间，各种弘扬雾
凇文化的活动丰富多彩。现在,“中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
节”越办越好，以雾凇为主题的书法、摄影展和冬季龙舟赛、
冰雪温泉节等一系列活动，为雾凇冰雪节增添了厚重的文化
内涵。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篇二

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
拉街满族镇。乌拉街满族镇的韩屯、曾通屯等村落是雾凇最
为集中的地方，也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下面是本站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吉林雾凇岛导游词，欢迎参考!

雾松岛因雾凇多且美丽而得名。 雾凇岛周边的景点超级多，
可以不重样的玩上好几天!但是去往各个景点的交通并不是很
方便，如果想省去交通上的烦恼，可以考虑找一个当地向导
或者直接报名户外游玩路线，不但无需自己做攻略，还根据
自己时间选择线路，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玩遍所有经典景点，
既安全又省心。



这里的地势较吉林市区低，又有江水环抱。冷热空气在这里
相交，冬季里几乎天天有树挂，有时一连几天也不掉落。 岛
上的曾通屯是欣赏雾淞最好的去处，曾有“赏雾凇，到曾
通”之说。这里树形奇特，沿江的垂柳挂满了洁白晶莹的霜
花，江风吹拂银丝闪烁，景色既野又美。

雾凇只有冬季才出现。这是因为雾凇的形成有它自己独特的
环境和条件。 雾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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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凇岛位于吉林市北部30多公里处的乌拉街满族镇，它是松
花江上冲击而成的江中小岛，是中国最著名的雾凇观赏胜地。
吉林雾淞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同称为中国四大
自然奇观。雾凇岛的雾凇多而美，是常能拍出风光大片的摄
影胜地。每到寒冬，不冻的江水中升腾的水雾遇冷，在树上
凝结为霜花，从远处看正是传说中的玉树琼花，美不胜言。

雾凇本是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但雾凇岛能看到雾凇的概
率较高，尤其是每年12月中下旬至次年2月底，是最佳时节。
但形成雾凇需满足特定的天气条件，建议通过吉林旅游局的
微博来关注天气情况，通常如有降中到大雪、气温又在零
下20度以下，出现雾凇的可能性就很大。

从岸边需坐摆渡船上岛，每人60元的费用相当于上岛费和往
返船票。岛上的曾通屯是欣赏雾淞的最佳去处，这里树形奇
特，沿江那些挂满了霜花的垂柳，在江风吹拂下银丝闪烁。
如果想来感受一下雾凇之美，可以坐一大早的车从吉林市过
来，9-11点间最适合观赏雾凇，然后下午返回，一天就够了。
不过若是时间充裕，还是建议在这儿住一两晚，傍晚可以拍
日落，第二天则可以早起看日出，然后接着拍雾凇。此外，
雾凇岛对岸的韩屯也是不错的观赏雾凇之处。

住宿可以选择住雾凇岛上的曾通屯，或者韩屯，都是当地农



家提供的火炕通铺，一般是每人100-150元包吃住。当地的菜
肴是常见的东北农家菜，酸菜扣肉味道不错。冬季的雾凇岛
非常冷，一般有零下20-30度，一定要穿厚实的羽绒服和高帮
防滑的雪地鞋，而棉帽、口罩、滑雪手套、围巾则一个都不
能少，偶尔来东北的南方游客，出门前可在内衣外贴几张暖
宝宝。

雾淞，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同称为中国四大自
然奇观。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都是欣赏吉林雾凇的最佳时间，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旅游者来目睹这一奇观。

吉林雾凇最佳观赏点

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吉林市就算进入了冬季。从这时起，
雾凇便开使登场亮相了。尤其是降雪量大、天气特别寒冷的
年份，雾凇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

所以要欣赏最典型最浓重的雾凇还是当属雾凇岛。近年来，
一到春节，不知多少影友几百里、 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来到这
里，顶风冒雪赏雾凇，拍雾凇。今年的雾凇时节已经到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赶往雾凇岛，用身心和镜头一起攫取北国
的美丽。

雾凇岛最佳观赏点

曾通村在岛上，靠近岛南端江水分流处，形成雾凇机会多，
且树木形状好一些。韩屯在松花江东侧岛外，地址靠北，在
岛的中部一带。早上过渡口才能看岛上雾凇，否则的话，只
能在岛外看边上的雾凇，不过风光也很不错。

最佳时节：到吉林观赏雾凇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12月下旬到
第二年的2月底，这是因为雾凇的形成有它自己独特的环境和
条件。



形成条件：夜里零下20度左右，白天零下5-10度之间，温差
越大越好。夜里3点之前起雾，并且无风或有极小的风。最保
险的办法就是去雾凇岛之前住在吉林市，半夜3点左右与岛上
接待你的家庭旅馆联系。如果此时岛上有雾又没有风或风极
小，而且天上繁星密布，那么第二天的雾凇会相当好。你就
可以在吉林早早租车前往，太阳刚要升起时登岛。

吉林去雾凇岛交通

第一条是土城子方向，是沿松花江西岸向北走。在吉林市长
途汽车站(名叫岔路乡，距火车站只有几百米)坐车，全程37
公里，行程一个多小时，汽车票价6元(含1元保险费)。车况
为普通村路车，普通客车。每天有三班直达曾通渡口的班车，
吉林长途汽车站发车时间是8：00、12：20、15：20;曾通渡
口发车时间6：20、9：30、13：30。

第二条是乌拉街方向，是沿松花江东岸向北走。在吉林岔路
乡汽车站乘乌拉街车，全程35公里，15分钟一班，票价6元，
车况为空调大巴。到乌拉街后有小面包去雾凇岛东渡口的韩
屯，面包车票2元。在乌拉街也可打的去韩屯，全程6公里，
车价15到20元，全凭砍价水平。顺带说一句，从曾通村到韩
屯渡口，大约4公里，步行一个小时。进了屯子你一眼就可看
见一杆镶着红牙边的杏黄大旗，上面三个遒劲大字“雾凇
岛”，这是吉林市摄影家协会为了接待前来创作的全国各地
影友建立的雾凇摄影创作基地，看到这三个字，就意味着你
到家了。

摆渡钱：无论从曾通村渡口上岛还是在韩屯上岛，摆渡费一
律10元，出岛无论从曾通渡口出还是从韩屯出，都不用再花
钱。本岛人出入岛均不花钱。

住草房 喝烧酒

如果选择住在吉林市，那可选择的范围很多，各个档次的宾



馆、经济型连锁酒店都有。如果选择住在雾凇岛上，就可以
感受一下东北原住民生活气息。雾凇岛有草房数间，纸糊的
窗户、火烧的炕、报纸糊的墙，虽然条件比不上城市，但吃
的是农家风味的饭菜，喝的是东北的玉米酒，有着黑土地特
有的豪爽。在柴房烧火准备饭菜，空气中弥漫着农家特有的、
好闻的炊烟。房间里有个火炕，盘腿坐在炕上，取暖吃饭，
一壶烧酒下肚，困倦和寒冷会跑得无影无踪。这时候，诗人
的雅致、哲人的深沉都跑到九霄云外，说话的嗓音也提高了，
举起的酒更是一股脑入肚，不由得被朴素的豪爽感染了。会
让人忍不住感慨：在严冬里，幸福是什么?就是面前这碗热热
的烧酒外加小鸡炖蘑菇。

第二天一早如果起得来，可以去看日出。清晨的雾凇岛很美，
松花江静静地流淌，远处是树干枯的枝桠。由于江水在零度
以上，因此江上泛着“蒸气”，风把这些蒸气吹散了，就如
同身处仙境一般。

吉林美食

吉林地方风味以三套碗、清蒸白鱼、人参鸡、鹿茸三珍汤、
荷花田鸡油、白肉血肠、庆岭活鱼为主，其中尤以人参鸡和
鹿茸三珍最为有名。这些特色菜肴是每一个到吉林旅游之人
必尝之美味。

吉林购物

吉林市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主要产地之一，
在市内河南街上集中了多家这样的商店。吉林还盛产野生中
草药，有党参、黄柏、贝母等。当地的著名特产有红景天、
林蛙、不老草、灵芝、蕨菜、黑木耳等。也可以选择一些手
工艺品，如松花湖浪木根雕、松花湖奇石、树皮画、满族剪
纸、吉林彩绘雕刻葫芦、黄柏木刻象棋、泥玩具、绢花、吉
林手工彩绘木雕等也不妨看看选选，都是很不错的馈赠亲朋
的小礼物，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



雾凇岛旅游贴士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一般在雾凇岛逗留的时间以三个白天
两个晚上为宜。第一天早9：00前进岛，可拍雾凇(当然一定
要有雾凇)，12：00到老乡家安排食宿，吃午饭，休
息，16：00在岛上拍日落，开晚饭，休息。次日全天正常拍
摄。第三天早拍日出，拍雾凇，中午离岛。

对于时间紧张只想领略一下雾凇岛美景的人，当天就可从吉
林往返于曾通。在吉林坐早8：00的首班车，9：00左右到曾
通，刚好赶上雾凇(欣赏雾凇的最好时间段是
早9：30—11：00)。中午在农家吃顿午饭，就可赶下午1：30
的车回吉林。

乌拉街满族镇至今仍保留多处古迹和满族古老民俗，有兴趣
的人可以顺道去看看。

看过"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篇三

各位团友早上好，昨夜休息得还好吧?今天我们大家靠着自己
的福气为自己带来了运气，几日未见得雾凇今天早上终于又
挂满了枝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就让我们到十里江
堤去观赏中国四大自然奇迹之一的吉林雾凇吧。从我们下榻
的国际酒店到十里江堤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先让我给大家
介绍一下雾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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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在吉林，
我们通常叫雾凇为“树挂”，它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冰而结成
的一种气象景观，分粒状、晶状两种。吉林雾凇属于晶状类，
它必须在有水汽、气温-25°c以下、不大于三级风的天气里才



能形成，正因为形成的条件如此苛刻，才被列为中国的四大
自然奇观之一。听到这里有的团友想问了，为什么能在吉林
市形成如此规模绝妙天成的雾凇奇观呢?这是因为我们吉林市
有一条东北三省唯一一条冬天不结冰的河流——松花江。哦，
那位团友问了：“我们刚从哈尔滨过来，为什么那里的松花
江是结冰的呢?”这是因为从吉林市沿松花江上溯15公里就是
著名的丰满水电站，每到冬季，江水通过巨大的水轮发电机
组，水温升高变暖，仍保持在4°c左右，所以尽管松花湖上已
是千里冰封，一抹如镜，但湖下的江水却携带着巨大的热能
奔腾而下，流过市区几十公里而不封冻。大量的水汽就从这
不冻的江面上蒸发出来，遇冷气压而形成难得一见的奇迹般
的冬季浓雾，水汽借雾飘飘洒洒，在适合的自然条件下凝结
在江两岸的苍松、垂柳上，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雾凇奇观。

细心的团友已经发现了，今天路两旁的树木和昨天不一样了，
昨天还是露着黑黑的树皮，可今天已经变成白色的了。对，
这就是树挂，只是由于市区内雾比较少，所以树上只挂了一
层，比起江堤的景色就要差远了，是不是有的团友已经心急
了，想马上赶到江边啊。早上有团友问我为什么天刚亮就起
来了呢，这是因为美丽的雾凇不是每天都出现，而观赏也分
三个阶段，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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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江上的雾景。当夜里10
点多钟时，江面上开始有缕缕雾气升起，继而越来越大，越
来越浓，那大团大团的白雾从江面上滚滚而起，不停地向江
岸飘流。有的雾如同一缕缕的细沙，缠绕在江堤老树上;有的
雾好似一朵朵白云，漂浮在空间不动;更多的雾如同棉花团，
不停地爬着很高很高的棉花山。此时的松江中路包裹在浓浓
的雾中，高楼在雾中忽隐忽现，灯光也变得扑朔迷离，使人
仿佛置身于九天之上的凌霄之中。冬雾弥漫江城，也是北国
一大奇景。

“晨看挂”，是早起看树挂。大雾不断地附着在树上，一夜
之间，眼前的树木就变成一片银白的林海，棵棵杨柳宛若玉



枝垂挂，簇簇松针恰似银菊怒放，江风吹过，银针闪烁，玉
菊摇曳;当东方的朝霞将红光投向树林，那千姿百态的雾凇更
显得晶莹多姿。雾凇在民间还有一个“梦送”的美名。意思
是说人们还在睡梦中，老天爷便送来了漫天洁白无瑕的晶莹
梨花。正如唐朝诗人岑参所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

早起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今天的天气特别晴朗，空气也格
外清新。这大概是因为雾中的水份流动对空气起到了净化作
用，所以我才一早让大家跟我来观赏美丽的树挂，顺便还能
呼吸这清新的空气。

很多中外游客看到树挂后都连声惊叹其美丽。1990年1月9日，
当时的国

雾凇虽然美丽，但是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待到近午赏落
花”，就是说树挂脱落时的情景。一般在上午10点钟左右，
树挂开始一片一片脱落，接着是成串成串地往下落。当微风
吹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到上面，天空
的背景格外湛蓝，雪片在空中开成了五颜六色的雪帘，徐徐
飘下，撒落满地洁白。此时漫步在松江路上，阳光下，蓝天
白雪飘洒，人们任凭树挂片片落在头上，透过雪帘远望松花
江奔流如练，林立的高楼、流动的彩车和服饰艳丽的游人显
得格外的清新精神，冬日里看到的分明是一幅梨花纷飞的春
天图画。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到达观赏雾淞的最好地点松江
中路了。现在大家看前面的大型雕塑，这就是吉林市的市
标——摇橹人，它是由花岗岩雕筑而成，上面有四个大
字“激流勇进”。昨天我给大家讲过吉林市的历史，关于吉
林市在清朝时是全国闻名的造船厂大家还记得吧，选择“摇
橹人”作为我们的市标就是象征我们吉林市勇往直前的城市
精神。



现在大家看到右面树挂中仿佛涂上一层雪的哥特式建筑，就
是天主教堂，它是由法国神父禄业于1920__年开始建造的，
历时9年建成，其主体由教堂和钟楼两部分组成，高耸云天，
是江边雾凇中的一景。

请大家带好帽子、手套，随我一起走近这美丽的雾凇奇观。
诸位可以举起你们的照相机，把这雾凇美景拍下来，留在你
们的记忆中，因为雾凇奇景不但是吉林的，同时也是属于中
国、属于世界的。

吉林雾凇导游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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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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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在吉林市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自然形成
的。从吉林市区溯松花江而上15公里是丰满水电站，冬季江
水通过水轮机组，水温升高变暖，每到数九隆冬从水轮机组
流出的水仍有4℃，江水载着具大的热能，形成了松花江几十
里缓缓流经市区不冻的奇境。从水面源源不断地蒸发出水气，
整个江面白雾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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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气遇冷凝成了雾凇。

雾凇之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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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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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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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妈推来推去，且没好招待，一天在大女儿，二女儿赶往
三女儿家的路上，寒风呼啸，天黑地冻的老妈妈愈想愈伤心，
白发和眼泪随着风飘扬，挂在树上凝结成冰，形成一条条树
挂，人们望着一片片银枝条，不禁想起老妈妈的满头银发，
更增加对不孝女儿的恨。

吉林雾凇导游词（四）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欢迎您走进阳光，走进大自然。来到北国江城参观凇情雪韵，
我是@@导游社的导游，我叫赵银芝，请大家叫我赵导、老赵、
小赵都可以，怎么顺口就怎么称呼吧，我很高兴和大家相识，
今天我会尽全力为大家提供优良的导游服务，希望大家有的
尽兴，玩的开心!



今天我们大家靠着自己的福气为自己带来了运气，几日未见
的雾凇今天早上有挂满了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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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我
们通称“树挂”，是雾气和水汽遇冷凝聚在枝叶上的冰晶，
分为粒状和晶状两种。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必须在有
水汽、温度—25度以下、不大于三级风的天气里才能自然形
成的，正因为形成的条件如此苛刻，才被列为中国的四大自
然景观之一。

从吉林市区沿松花江而上15公里是丰满水电站，冬季江水通
过水轮机组，水温升高变热，每到数九隆冬从水轮机组流出
的水仍有4℃，江水载着具大的热能，形成了松花江几十里缓
缓流经市区不冻的奇境。从水面源源不断地蒸发出水气，整
个江面白雾腾腾，久不消散。沿江长堤，苍松林立，杨柳低
垂，在江面上蒸腾的雾气遇冷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雾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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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漂流冬雾弥漫江城，也是北国一大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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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过，银针闪烁，玉菊摇曳。

京》两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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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看到的分明是
一幅梨花纷飞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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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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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朋友们，简短的行程即将结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雾凇会让您过目不忘，而五颜六色的纷纷“落
花”，则更令人流连忘返。散是聚的伊始，愿我们在一次重
相逢在这片玉树琼枝、银装素裹世界，再次走进大自然。吉
林雾凇以其热情、宽广的胸襟迎接着海内外各界朋友的到来!

谢谢各位对我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希望您多我的工作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祝各位一切顺利!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篇四

雾松岛因雾凇多且美丽而得名。雾凇岛周边的景点超级多，
可以不重样的玩上好几天!但是去往各个景点的交通并不是很
方便，如果想省去交通上的烦恼，可以考虑找一个当地向导
或者直接报名户外游玩路线，不但无需自己做攻略，还根据
自己时间选择线路，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玩遍所有经典景点，
既安全又省心。

这里的地势较吉林市区低，又有江水环抱。冷热空气在这里



相交，冬季里几乎天天有树挂，有时一连几天也不掉落。岛
上的曾通屯是欣赏雾淞最好的去处，曾有“赏雾凇，到曾
通”之说。这里树形奇特，沿江的垂柳挂满了洁白晶莹的霜
花，江风吹拂银丝闪烁，景色既野又美。

雾凇只有冬季才出现。这是因为雾凇的形成有它自己独特的
环境和条件。雾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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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雾凇的导游词篇五

雾淞，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同称为中国四大自
然奇观。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都是欣赏吉林雾凇的最佳时间，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旅游者来目睹这一奇观。

吉林雾凇最佳观赏点

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吉林市就算进入了冬季。从这时起，
雾凇便开使登场亮相了。尤其是降雪量大、天气特别寒冷的
年份，雾凇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

所以要欣赏最典型最浓重的雾凇还是当属雾凇岛。近年来，
一到春节，不知多少影友几百里、 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来到这
里，顶风冒雪赏雾凇，拍雾凇。今年的雾凇时节已经到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赶往雾凇岛，用身心和镜头一起攫取北国
的美丽。

雾凇岛最佳观赏点

曾通村在岛上，靠近岛南端江水分流处，形成雾凇机会多，
且树木形状好一些。韩屯在松花江东侧岛外，地址靠北，在
岛的中部一带。早上过渡口才能看岛上雾凇，否则的话，只
能在岛外看边上的雾凇，不过风光也很不错。



最佳时节：到吉林观赏雾凇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12月下旬到
第二年的2月底，这是因为雾凇的形成有它自己独特的环境和
条件。

形成条件：夜里零下20度左右，白天零下5-10度之间，温差
越大越好。夜里3点之前起雾，并且无风或有极小的风。最保
险的办法就是去雾凇岛之前住在吉林市，半夜3点左右与岛上
接待你的家庭旅馆联系。如果此时岛上有雾又没有风或风极
小，而且天上繁星密布，那么第二天的雾凇会相当好。你就
可以在吉林早早租车前往，太阳刚要升起时登岛。

吉林去雾凇岛交通

第一条是土城子方向，是沿松花江西岸向北走。在吉林市长
途汽车站(名叫岔路乡，距火车站只有几百米)坐车，全程37
公里，行程一个多小时，汽车票价6元(含1元保险费)。车况
为普通村路车，普通客车。每天有三班直达曾通渡口的班车，
吉林长途汽车站发车时间是8：00、12：20、15：20;曾通渡
口发车时间6：20、9：30、13：30。

第二条是乌拉街方向，是沿松花江东岸向北走。在吉林岔路
乡汽车站乘乌拉街车，全程35公里，15分钟一班，票价6元，
车况为空调大巴。到乌拉街后有小面包去雾凇岛东渡口的韩
屯，面包车票2元。在乌拉街也可打的去韩屯，全程6公里，
车价15到20元，全凭砍价水平。顺带说一句，从曾通村到韩
屯渡口，大约4公里，步行一个小时。进了屯子你一眼就可看
见一杆镶着红牙边的杏黄大旗，上面三个遒劲大字“雾凇
岛”，这是吉林市摄影家协会为了接待前来创作的全国各地
影友建立的雾凇摄影创作基地，看到这三个字，就意味着你
到家了。

摆渡钱：无论从曾通村渡口上岛还是在韩屯上岛，摆渡费一
律10元，出岛无论从曾通渡口出还是从韩屯出，都不用再花
钱。本岛人出入岛均不花钱。



住草房 喝烧酒

如果选择住在吉林市，那可选择的范围很多，各个档次的宾
馆、经济型连锁酒店都有。如果选择住在雾凇岛上，就可以
感受一下东北原住民生活气息。雾凇岛有草房数间，纸糊的
窗户、火烧的炕、报纸糊的墙，虽然条件比不上城市，但吃
的是农家风味的饭菜，喝的是东北的玉米酒，有着黑土地特
有的豪爽。在柴房烧火准备饭菜，空气中弥漫着农家特有的、
好闻的炊烟。房间里有个火炕，盘腿坐在炕上，取暖吃饭，
一壶烧酒下肚，困倦和寒冷会跑得无影无踪。这时候，诗人
的雅致、哲人的深沉都跑到九霄云外，说话的嗓音也提高了，
举起的酒更是一股脑入肚，不由得被朴素的豪爽感染了。会
让人忍不住感慨：在严冬里，幸福是什么?就是面前这碗热热
的烧酒外加小鸡炖蘑菇。

第二天一早如果起得来，可以去看日出。清晨的雾凇岛很美，
松花江静静地流淌，远处是树干枯的枝桠。由于江水在零度
以上，因此江上泛着“蒸气”，风把这些蒸气吹散了，就如
同身处仙境一般。

吉林美食

吉林地方风味以三套碗、清蒸白鱼、人参鸡、鹿茸三珍汤、
荷花田鸡油、白肉血肠、庆岭活鱼为主，其中尤以人参鸡和
鹿茸三珍最为有名。这些特色菜肴是每一个到吉林旅游之人
必尝之美味。

吉林购物

吉林市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主要产地之一，
在市内河南街上集中了多家这样的商店。吉林还盛产野生中
草药，有党参、黄柏、贝母等。当地的著名特产有红景天、
林蛙、不老草、灵芝、蕨菜、黑木耳等。也可以选择一些手
工艺品，如松花湖浪木根雕、松花湖奇石、树皮画、满族剪



纸、吉林彩绘雕刻葫芦、黄柏木刻象棋、泥玩具、绢花、吉
林手工彩绘木雕等也不妨看看选选，都是很不错的馈赠亲朋
的小礼物，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

雾凇岛旅游贴士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一般在雾凇岛逗留的时间以三个白天
两个晚上为宜。第一天早9：00前进岛，可拍雾凇(当然一定
要有雾凇)，12：00到老乡家安排食宿，吃午饭，休
息，16：00在岛上拍日落，开晚饭，休息。次日全天正常拍
摄。第三天早拍日出，拍雾凇，中午离岛。

对于时间紧张只想领略一下雾凇岛美景的人，当天就可从吉
林往返于曾通。在吉林坐早8：00的首班车，9：00左右到曾
通，刚好赶上雾凇(欣赏雾凇的最好时间段是
早9：30—11：00)。中午在农家吃顿午饭，就可赶下午1：30
的车回吉林。

乌拉街满族镇至今仍保留多处古迹和满族古老民俗，有兴趣
的人可以顺道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