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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地高温破历史极值
预计到月底，南方大范围高温难缓解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天数多，覆盖范围广，多地最高

气温破历史极值。

8 月 12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而目前，这项我国高温最高级别预警已连发4天。这标志着

自6月以来持续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

走到了迄今为止的最强阶段。

与此同时，在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 40℃~42℃，

南方地区40℃以上站点已连成片。

多地气温已突破历史。8 月 15 日，江苏宜兴一度达到

42℃，打破 8 月 12 日刚刚创下的 41.8℃的高温纪录。上海

徐家汇出现全年第六个 40℃以上极端酷热日，为 1873 年有

正式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8 月 12 日下午，湖北竹山气温

一度升到 44.3℃，为中东部地区今年最高温，打破湖北省全

省高温纪录。

重庆自 8 月 8 日至 14 日，已连续 7 天最高气温超过

40℃，接下来 7 天 40℃+的高温仍将持续，将打破当地连续

40℃+的最长纪录（原纪录7天）。

据央视新闻报道，预计一直到月底，南方大范围高温都

难以缓解。

极端高温背后成因复杂
今年极端高温或是累积的小爆发点

“普通人或许只关注今年的异常高温，新闻上也会说这

是受到强副热带高压影响，但探究其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

就是学者和专家关注的重点。”戴攀曦说。

影响一个极端气候的因素是复杂且充满变化的。为什

么今年的副热带高压如此强大？和人类活动有无关系？追

溯的过程往往会因思路的不同而走完全不同的路径，但最后

殊途同归。如果能将最终的因果关系归纳为明确的物理关

系，才算真正的清晰明了。

有人说，今年的这场高温和汤加火山爆发有关，戴攀曦

不认同。她说，火山爆发不会引起升温，相反，爆发的一到两

年内，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会降低，而汤加火山的爆发规模对

全球气温的影响其实非常小。

变幻的大气正是一套复杂又迷人的系统，亚马逊雨林里

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可能会引发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

风。以目前人类的技术手段，无法还原出每一场突如其来的

高温由来。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远到工业革命时期，的确可以看出人

类给气候带来的改变。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人类用200年的

时间加速完成了数万年的碳排放总和，这便是全球变暖最直

接的因素。

“全球变暖是一个仍在持续的过程。”戴攀曦说，这有点

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普通人很难感受到0.2℃的气温升高，更

何况这中间伴随着波动——在有些年份，气温下降，再升

高。戴攀曦觉得，今年我们感受到的极端高温，或许就是累

积的一个小爆发点。

但过度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戴攀曦认为，这种变暖的趋

势，并不是随着年份的增加而线性递增的。大气会给我们缓

冲期，波动着上升，并非一年更比一年热，这中间的时间跨度

或许会很长、很长。

极端天气真的变多了？
信息传播发达，我们更关注自己家园

这两年的气候不太正常，汤加火山爆发，河南暴雨又遇

到极端高温，小范围内的山洪、气候突变导致了一场又一场

自然灾害。即便是对气候变化不敏感的人群，也会心有疑

虑：这样的极端天气，真的正常吗？

戴攀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极端天气中的极端降水，而

这和极端高温息息相关。“更高的气温必定会带来极端的降

水。因为气温越热，大气的含水能力越强，水汽含量越高，正

是极端降水的必要条件。”戴攀曦说，只不过极端降水增加并

不代表干旱就一定减少。

“过犹不及”说的便是这种极端天气。无论是极热、极

寒，还是极端降水和干旱，往往都是相伴而生，不分彼此。

2008 年南方遭遇的极寒天气，有人发问为何全球变暖还会

有如此低温。实际上，这并不矛盾，都是远方的冰川融化对

我们的四季造成的干扰。

戴攀曦曾将时间维度拉长，对比过近几十年全球观测的

极端降水数据发现，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降水发生的次数

都有显著的增加趋势。除此之外，我们之所以感受到极端天

气变多，也跟当前信息发达，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赖以生存

的家园有关。

戴攀曦的一个感受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去关注大气

科学这个并不算热门的专业。今年，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开始了一门大气探索的全英文授课的选修课，计划招生 30

人，结果有近300名学生报名。

除了掌握一定的气象知识，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随手关

灯，低碳出行，少用电器，这些我们从小便学习的道理，和蝴蝶

扇动翅膀一样，都能为缓解全球变暖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从国家层面看，碳达峰、碳中和都是节能减排的目标，转

变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我们始终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俏言 张蓉

极端高温正在炙烤着我们的土地，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有人说，这的确是过去十年里最热的一个夏天，却很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凉爽的一个

夏天。屡次刷新历史纪录的气温数据，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极端的高温之下，气象专家们在关注什么？当极端的天气侵扰我们的生活，普通人又

能做些什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大气科学系的戴攀曦讲师。她说，

大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把时间的维度拉得足够远就会发现，如今这种极端的高温，是

全球变暖积累下的必然。

今年全国多地高温破历史极值，下一个十年是否会更热？

浙江大学大气科学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全球变暖波动上升
并非一年更比一年热

此轮高温天气为何如此凶

猛？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分析，从影

响气温最直观的因素——大气

环流特征来看，今年，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且西伸，

同时其南、北边界均外扩，范围

非常大。在它的控制下，我国

南方地区整体受下沉气流控

制，导致天空晴朗少云。加上

白天日照辐射的影响，近地面

加热强烈，热空气滞留在地面，

“吹不走、散不出”，因此出现大

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

不仅是我国高温频发，入

夏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和伊朗高压

均出现增强，形成大范围的整

体环球暖高压带，致使北半球

多地出现高温热浪事件，法国、

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等国

多个城市刷新高温纪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

报告指出，最近 50 年全球变暖

正以过去 2000 年以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

定性加剧。

“类似今年这样的高温酷

暑，在以后的夏季出现频率可

能较高。”陈丽娟说，气候变化

背景下，高温热浪事件将成为

常态。此外，今年高温天气开

始早，结束晚，持续时间长，这

种特征在未来可能也会越来越

显著。

（综合央视新闻、中国青年

报等相关报道）

高温热浪
未来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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