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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
电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约翰·克里于2021年4月
15日至16日在上海举行会
谈，讨论气候危机所涉问题。
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声明
如下：

一、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
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
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
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
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
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
双方回顾两国气候变化领域
的领导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
的制定、通过、签署和生效作
出历史性贡献。

二、走向未来，中美两国
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
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双方

回顾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
在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
制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
制在1.5℃之内。为此，双方
承诺继续作出努力，包括在巴
黎协定框架下21世纪20年代
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以
使上述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
现，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挑
战与机遇。

三、两国均期待4月22日
至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
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
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
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
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
球气候雄心。

四、中美将采取其他近
期行动，为解决气候危机进
一步作出贡献：（一）两国都
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
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

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
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
期战略。（二）两国计划采取
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
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
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
可再生能源转型。（三）双方
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基加利修正案中所体现的逐
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生产和消
费的措施。

五、中美将在联合国气
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前及其后，继续讨论21世纪
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旨
在使与巴黎协定相符的温升
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包括：
（一）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
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
通过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
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
存、绿色氢能；（二）增加部

署可再生能源；（三）绿色和
气候韧性农业；（四）节能建
筑；（五）绿色低碳交通；
（六）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七）
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
放合作；（八）其他近期政策
和措施，包括减少煤、油、气
排放。

六、双方将合作推动格
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会成功，该会
议旨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
则（如第6条和第13条），并
大幅提高包括减缓、适应、支
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双方还
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
大会取得成功，注意到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重要性，包括该框架与气候减
缓和适应的关系。

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将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今年入春以来出现2次强沙尘暴过程和1次沙尘暴过程

我国沙尘暴日数和强度为近9年之最
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央

气象台官方微博消息，4月15
日至16日我国再次出现沙尘
暴过程。截至目前，今年春季
以来我国已出现2次强沙尘
暴过程和1次沙尘暴过程，发
生次数和影响范围为近9年
之最。

此次沙尘天气有何特点？

4月15日至16日的沙尘
暴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阵风
风力大、京津冀出现对流天气
等特点。总体来看，此次过程
弱于3月14-17日和27-29日
强沙尘暴过程，影响时间也
偏短。

影响范围广
新疆、甘肃、宁夏、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
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山东、安徽、江苏等16个省
(区、市)出现扬沙或浮尘天
气，影响面积约220万平方公
里，内蒙古巴彦淖尔、包头、赤
峰等局地出现沙尘暴或强沙
尘暴。期间，上述大部地区

PM10峰值浓度在1000～
2000微克/立方米，北京地区
15日下午至夜间PM10峰值
浓度超过1500微克/立方米。

阵风风力大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

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东北
地区中南部出现7～10级阵
风，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
部、天津南部等局地阵风超
过12级；内蒙古东部、吉林西
部、辽宁北部等地大风持续
时间有20～35小时，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赤峰等地超过
40小时。

京津冀伴有雷雨等对流
性天气

15日，北京、天津、河北
东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降
雨，雨量以小雨为主、局部中
雨，部分地区伴有8～10级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大
部出现初雷。

形成原因

引起此次沙尘过程的地面

冷锋从新疆自西向东影响我
国，加之沿途沙源地气旋发展
加强和风力加大，导致沿途沙
源地起沙。与3月14-17日、27
-29日从蒙古国中部向东南方
向移动的路径相比，此次沙尘
过程路径偏西，沿途沙源地条
件也不如前两次强沙尘暴。但
此次过程气旋移动速度快、配
合抬升不稳定能量使得阵风风
力大，出现强对流天气。

3月以来全国沙尘过程
对比分析

今年3月以来，我国共出
现4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

其中，有2次强沙尘暴过
程、1次沙尘暴过程、1次扬沙
过程。3月14-17日沙尘持续
时间、影响面积、PM10峰值
浓度均为4次过程之最，也是
近10年最强沙尘暴过程，其
次是3月27-29日强沙尘暴过
程，4月15-16日沙尘过程为
今年第三强。与同期相比，今
年春季沙尘天气过程为近9
年之最，有沙尘暴和强沙尘暴
次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沙
尘发生日数最多等特点。

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
次数为2013年以来最多

今年3月以来，我国沙尘
暴和强沙尘暴过程有3次，是
2013年以来次数最多的一
年，较近9年同期(0.9)偏多
2.1次。

沙尘影响范围和发生日
数为2013年以来同期最广、
最多

今年3月以来，沙尘天气
一度向南传输至长江一带，沙
尘出现站数有855个，站点累
计沙尘日数达3345天，均为
去年近2倍，也为近9年来同
期最多。

月底前无大范围沙尘天气

预计4月底前，我国无大
范围明显沙尘天气。但今年
春季沙尘天气偏多、偏强发生
警示我们要保护环境，植树造
林，共建美丽家园。

同时，公众需及时关注
临近预报，如遇沙尘天气需
做好防护措施，合理安排
出行。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闻联播
报道，4月1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
年会召开，作为今年全球首个以线下
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本届论坛
倍受各方关注。

主办方表示，本届年会是在中国抗
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和中国经济取得稳
健复苏背景下召开的，通过面对面的抗
疫经验分享和高质量建设性对话，将向
全球各国传递更多积极信号和坚定信
心。4月18日，年会举办了多场发布会
及论坛，在当天上午举行的首场新闻
发布会上，两份旗舰报告发布。报告
认为，今年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
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5%以上。

本届年会共吸引包括40位政要和
前政要、74位部长级高级官员和前官
员、29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
27位驻华使节参会。此外还有近百位
世界五百强和知名的企业高管，以及
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并参与
讨论，注册线下参会人数突破4000人。

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召开

零下271℃、百瓦级！
我国大型低温制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据新华社电 百瓦级功率，制冷
至零下18摄氏度，家用冰箱可以做到。
同等功率，制冷至零下271摄氏度，则
需要国际先进技术。

近日，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
目“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
系统研制”通过验收及成果鉴定，标志
着我国具备了研制液氦温度（零下269
摄氏度）千瓦级和超流氦温度（零下
271摄氏度）百瓦级大型低温制冷装备
的能力。

该项目由财政部支持，中国科学
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承担。成果鉴定专
家组认为，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高稳定性离心式冷压缩
机技术和兆瓦级氦气喷油式螺杆压缩
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
装备，是航空航天、氢能源储运、氦资
源开发等领域以及一批大科学装置不
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多年来，我国大
型低温制冷装备依赖进口，部分专用
制冷装备甚至买也买不到。

项目总指挥、中科院理化所研究
员刘新建介绍，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核
心技术突破，包括大型低温制冷系统
整机设计体系构建及控制技术、系列
化气体轴承氦透平膨胀机技术、大型
超流氦负压换热器技术、大型高效氦
气喷油螺杆压缩机技术、高稳定性离
心式冷压缩机技术、大型复杂低温制
冷系统集成与调试技术等。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理化所
研究员李青介绍，到零下269摄氏度之
后，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或功率每增加
一个数量级，难度都将指数级地增加。
液氦温度万瓦级和超流氦温度千瓦级
的大型低温制冷装备，是世界级难题，
也将是科研团队下一步挑战的目标。

据了解，超流氦温度百瓦级大型
制冷机目前已应用于宁夏盐池液化天
然气闪蒸气提氦项目、加速器、核聚变
大科学装置等，支撑了相关行业发展。
项目还带动了我国高端氦螺杆压缩
机、低温换热器和低温阀门等行业的
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功能齐全、分工
明确的低温产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