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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33年年““史史上上最最热热””
如如何何应应对对““全全球球沸沸腾腾””时时代代？？

聊聊““天天””
73年大数据看中国冷暖之变

“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真不错！”
这样一句开场白，可以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天气，因为刮风、下雨、降雪、打

雷……无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在气象变换中，人们知冷暖，万物知时节。
3月23日，我们迎来了第64个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

题是“气候行动最前线”。气象日，来聊聊“天”，看看过去
的一年里，全球气候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又有哪些需
要关注！

全球变暖，粮食丰产？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积温增加，对粮食生
产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并不能由此判断
其一定有利于粮食生产。

积温增加，有利于延长作物的生长期，
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从更大影响区域
来看，积温增加还有助于作物种植带北移，
使得原本不适合种植的地区变得适宜，从而
扩大种植面积。然而，全球气候变暖也会对
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降水量的
变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干旱或洪涝等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粮食生产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还可能导致病虫害
加重，增加防控难度，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
此外，土壤养分分解速度加快可能导致土壤
肥力下降，对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性产生负
面影响。

明明是百年一遇，为何总是见到？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频发。我们常常看到洪涝、暴雨等被表
述为“百年一遇”甚至是“千年一遇”，但明明
是“百年一遇”的事件，为何时常出现？

实际上，这种表述本身并不代表绝对意
义的100年或1000年内只发生一次。生活
中，通常我们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来表
达一种罕见现象。但在专业领域，“百年一
遇”并不是表示十分罕见，而是应用某种计
算方法，通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记录数据来
推算极端事件可能性的概率化表达。“百年
一遇”最初起源于水文学，是关于洪水重现
期的一种解释方法，表达洪水有百分之一的
发生概率。同理，“千年一遇”意味着千分之
一的发生概率。

解决气候问题，有希望吗？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
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这
种风险将更加复杂且难以管理。面对严峻
形势，不少人发出锥心之问：解决气候问题，
人类还能做些什么？

1992年5月9日，世界各国达成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于1994年3月
21日生效，奠定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问
题的法律基础。回顾过往28次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各国在多个主题上虽有激烈谈
判，甚至争锋，但合作仍是国际应对气候危
机的主基调。

解决气候问题的“金钥匙”还需体现在
全球的一致行动上。事实上，气候变化作为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并不是

“与我无关”，每个人都应该以认真和积极的
态度看待这个问题。

几百年后的气候能预测吗？

气候预测，主要针对延伸期（11天到30
天）、月、季节、年度，甚至年代际气候趋势进
行预测，包括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相较于
平均状态的偏离程度以及重要天气过程、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等。

气候预测是如何进行的，能否预测到几
百甚至几千年后的气候形势呢？可以明确
的是，未来几百甚至几千年后的气候不是预
测，而是气候变化范畴下的预估。

现代气候预测主要是基于气候模式和
物理机制诊断相结合的办法。但气候模式
在准确模拟海洋、陆地等多圈层的相互作用
方面，仍无法尽善尽美。再者，大气运动是
非线性过程，混沌多变，微小的改变会让演
变结果大相径庭。所以，即便计算机能算出
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某一段时期的气候，
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也并不绝对可信，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据中国天气网、中国气象局、《华商报》

面对气候变化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全球经历新的史上最热年、美国
夏威夷野火吞没整个度假城镇、我国
接连遭遇极端暴雨寒潮事件……过去
的2023年，短短一年之内，各国极端
天气频现，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危机
日益凸显，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国天气网联合国家气候中心全面梳
理我国1951年至2023年气温大数据，
深入解读73年间我国冷暖之变。

2023年我国平均气温达10.7℃
成“史上最热年”

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2023年是全球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全球近地表平均
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4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距离2015年
《巴黎协定》制订的温升1.5℃控制目
标，仅有一步之遥。2023年7月，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称：

“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
的时代到来了。”

2023年，我国平均气温达到
10.7℃，刷新了2021年才创下的最暖
纪录，成为新的“史上最热年”。从
1951年至2023年逐年平均气温的演
变也可以看出，我国变暖趋势明显。
73年来最热的三个年份，正是刚刚过
去的三年（2021年、2022年、2023年）。
更热的未来，已经变成现实。从季节
看，我国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在变
暖，其中冬季变暖趋势最明显，但年际
波动也较大。最暖的春季和夏季均出
现在2022年，最暖的秋季出现在2023
年，最暖的冬季则出现在2016年。

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
兵表示，我国平均气温上升速率高于
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八大区域（华北、
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和
青藏地区）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
其中青藏地区升温速率最大，平均每
10年升高0.37℃；华北次之，平均每10
年升高0.33℃。华南和西南地区升温
幅度相对较缓，平均每10年分别升高
0.18℃和0.17℃。

21世纪以来极端暖事件频发
破纪录已成常态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平均气温的
变化相对来说是温和的、不易察觉的，
而极端气温的变化更直观，也更能被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比如2023年初夏，华北、黄淮地
区接连遭遇五轮高温热浪过程，其中
端午节假期（6月22日至24日），北京
南郊观象台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达到或
超过40℃，是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第
一次出现。

中国天气网统计了我国所有国家
级气象站最高气温极值出现的日期，
发现近七成的站点都集中在21世纪。
尤其近三年，最高气温打破历史纪录
的站点达到了503个，其中近六成站
点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

不仅白天更热了，晚上也更热了，
而且热得更夸张。我国超八成国家级
气象站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出现在
21世纪，而近三年，最低气温最高值
打破纪录的站点更是高达714个，这
一数字比以往任何一个十年的总和还
要多。

为何气候变暖却仍被“冻哭”？
极端冷事件减少
但其强度并未减弱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现
在夏天更热了，但冬天并没有更暖和，
被“冻哭”也是常有的事儿。事实确实
如此。据周兵介绍，21世纪以来，我
国极端冷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强
度并未减弱。

数据也能印证这一点。我国所有
国家级站点最低气温极值出现的日
期，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21世纪以来，气温打破最低纪录的站
点数量明显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强
度强、范围广、影响大的强寒潮依然时
有发生。

2023年12月14日至17日，我国遭

遇历史同期综合强度最强的寒潮过
程。北京0℃以下低温累计时长超
300小时，是1951年有完整记录以来
12月最长连续低温。

2023年1月下旬，三次寒潮接连
袭击我国，黑龙江漠河市阿木尔镇劲
涛气象站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3℃，刷
新我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低气
温值。

强寒潮是在打脸全球变暖吗？
两者并不矛盾

强寒潮时不时就来刷存在感，人
们不禁要问，说好的全球变暖呢？其
实，全球变暖与强寒潮并不矛盾。周
兵表示，全球变暖并不是普遍而均匀
的升温，而是热得更极端，冷得也更极
端。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出现明显增
温，大气经向型环流更加突出，这些都
有利于强寒潮的出现。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最
敏感的区域，增温速度是全球的2至3
倍。在增温趋势下，北极涡旋减弱，对
极涡内的冷空气控制力也相应减弱，
因此极地冷空气更容易分裂南下影响
我国，形成寒潮。

全球变暖还会导致大气变得不稳
定，经向型环流更加突出，也就是高压
脊更强，低压槽更深。低压槽就像在
不同纬度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滑梯，
冷空气更容易顺着滑梯倾泻而下，深
入南下影响我国，带来剧烈降温；而在
高压脊控制下，气温又会一路攀升，经
常暖到破纪录。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
秋冬季经常遭遇极端冷暖转换的主要
原因。

2023年12月，我国大部地区就遭
遇了冷暖急转。以河北石家庄为例，
1 2月 8日，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
25.5℃，打破12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
但紧接着，气温就如坐上过山车一样，
直线下降，到12月20日，最高气温降
到仅零下6.3℃，累计降幅超过30℃，
几天之内感觉从初夏穿越到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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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大数据看中国冷暖之变

“全球沸腾”时代已至 该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