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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余威不减

2023年是厄尔尼诺年，多位
气象专家表示，厄尔尼诺次年通
常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可
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
度增加，如出现热浪、干旱和洪涝
等。2023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发
布报告称，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对
气温的影响可能在2024年最
明显。“2024年1月至今处于厄尔
尼诺衰减阶段。根据国内外动力
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
未来两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继续下降，2024年4—5月厄尔尼
诺事件将结束，夏季可能进入拉
尼娜状态。”王伟跃表示。

何为厄尔尼诺现象？王伟跃
解释，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
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
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而拉尼娜
与之相反，指的是赤道中东太平
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
的现象。

2017年，中国气象局起草的
《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
法》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其标准

中规定，NINO指数（海面
温度距平的平均值）3

个月滑动平均达到
或超过0.5℃至少
持续5个月，定义
为一次厄尔尼
诺事件。小于
或等于-0.5℃
且持续至少5个
月，定义为一次
拉尼娜事件。

王伟跃介绍，

在我国，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当年
冬季，北方地区容易出现暖冬；厄
尔尼诺次年夏季，长江流域和江
南等地容易出现洪涝；厄尔尼诺
当年或次年夏季，东北地区易出
现低温；厄尔尼诺次年，西北太平
洋生成台风个数可能偏少。“拉尼
娜当年冬季，气温易偏低，出现冷
冬的可能性较大。拉尼娜次年，
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个数可能偏
多，夏季北方降水增多。”王伟
跃说。

国家气候中心微信公众号3
月21日发文介绍，本次厄尔尼诺
事件强度为历史第5强。梅雨季
节较长的1998年、2016年和2020
年均有典型的厄尔尼诺事件发
生，说明其对我国夏季气候特别
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降水异
常影响显著。

近期华南地区强降雨正处于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转换过程中，
哪个气候现象发挥的作用更大？
张强告诉记者，目前正是大气和
海洋模态转型过渡期，虽然厄尔
尼诺现象在减弱，但过渡到拉尼
娜现象的快慢不得而知。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厄尔尼
诺次年往往是我国夏季气候最为
异常的年份。”中国气象局气候服
务首席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二级
研究员周兵指出，随着厄尔尼诺
事件的结束，印度洋海温的升高
对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有重要影
响，热带太平洋和热带印度洋的
相互作用，可以继续对我国的气
候产生影响。

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近期珠江流域多地降水量
打破历史纪录正是在全球变暖背
景下发生的。”许小峰告诉记者，
从大的气候背景看，近年来全球
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发生频率显著增多已成为基本
事实。

所谓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
历史重现率低于10%或打破历史
极值，并造成显著灾害性影响的
天气气候现象统称，主要表现为
发生频率低、事件强度强、社会影
响大。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多发强发已成为全球气象学界
关注的焦点。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
院公共管理与发展系系主任、北
京减灾协会减灾智库基地专家孔
锋告诉记者，全球气候变暖会导
致地球平均温度上升，进而影响
大气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大气循环
模式，而这种循环模式增加了极
端高温、极端干旱、极端强降雨事
件的可能。

“我国是农业社会，气候风险
已深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孔锋表示，气候
风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使得工业生产中断、基础设施
损坏，农业损失严重，进而影响就
业增长。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教
授邓开强告诉记者，在气象服务
方面，首先要提高从天气到气候
预报的能力和精度，当前天气预
报已能做到3到5天内短期预报比
较准确，3个月以后以年为单位的
长期气候预报也相对不错，唯一

缺乏的是半个月到3个月的中短
期预报能力，也就是中间出现断
层。“如果能提前10天甚至半个月
预测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就
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做准备，从
而有效减轻灾害的影响。”邓开
强说。

邓开强指出，政府和社会也
应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减少应
对机制的暴露性、脆弱性，建立有
效的预警预测系统，从而能在极
端天气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措施。另一方面，灾害出
现后的处置也很重要，要对应对
机制进行系统性完善，提高救灾
能力。

记者注意到，为有效防范气
候变化带来的不利风险，2022年5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气候适应变
化战略2035》提出，到2035年，气
候变化监测预警能力达到同期国
际先进水平，气候风险管理和防
范体系基本成熟，重特大气候相
关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适应
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更
加完善，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显著提升，气候适应型社会基
本建成。

孔锋表示，应该因地制宜制
定各区域的适应性政策，确保城
市规划、农业发展、水资源管理等
各方面政策与气候变化的发展趋
势相适配。其次，还要加强法律
体系建设，通过立法将应对气候
变化纳入到法治轨道，明确不同
部门的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才能
确保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真
正落实。据新华社、界面新闻

“今年第一批蚕
算是血本无归了。”4
月22日，家住在广东
省清远市浛洸镇一山
村的养蚕人刘先生告
诉记者，连日暴雨导
致家里房屋进水，水
深2米多，饲养的蚕和
桑树叶都被淹了。

刘先生在村里经
营一家蚕茧合作社，
从农户处收购蚕茧，
加工后供应给蚕丝厂
家，养得好一年下来
能有五六万元收入。
但是，近期持续强暴
雨导致村里停电，烘
干蚕茧的机器无法开
工，收购的蚕茧也纷
纷出蛾（化成飞蛾）
了。“这批蚕本来过两
天就可以售卖，现在
打了水漂，直接损失
达两三万元。”刘先生
倍感沮丧。

4月18日以来，我
国江南、华南地区遭
遇最强降雨过程。广
东省是此次大暴雨核
心区，据新华社消息，
强降雨导致广东多地
受灾，全省累计转移
群众11万人，紧急安
置2.58万人。截止4
月22日，这次洪灾已
造成4人死亡，仍有10
人失联。

在全球变暖背景
下，近年来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呈现多发强
发态势。面对气象灾
害给人类生产生活带
来的负面影响愈加严
重，如何构建深层次、
全方位和系统性应对
机制，尽快建成气候
适应型社会已变得更
加迫切。

强降雨“列车效应”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入
汛（4月1日）以来，江南和华南北
部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80%至200%。

记者注意到，4月份以来，我
国南方地区已先后发生多轮强
降雨过程。清明节期间，广东等
多省份部分地区遭遇大到暴雨。
受其影响，珠江流域北江发生
2024年第1号洪水，为今年我国
主要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也
是全国1998年有编号洪水统计
以来发生最早的一次。

4月15日以来，南方多地又
再次出现大范围降雨。据中央
气象局监测显示，4月19日以来，
广西西北部和中东部、广东大
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
及浙江中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
100—150毫米，其中广东肇庆、
清远、韶关、广州、惠州等局地达
到了300—488毫米。

据“珠江水文”消息，受强降
雨补充影响，4月18日至20日，
广东、广西等地53条河流发生超
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1米—
7.44米，北江发生2024年第2号
洪水。

华南地区强降雨为何如此
凶猛？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咨询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会长许小峰告诉记者，近
期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偏南
暖湿气流较强，造成华南一带水
汽充足，“且天气形势比较稳定，
造成了华南出现持续性暴雨。”

中国天气网分析师王伟跃
告诉记者，从天气形势来看，今

年副热带高压偏强，给
华南地区持续输送
充沛的水汽，加
上北方冷空气
不 断 渗 透 南
下，与暖湿气
流对峙，进而
激发出持续强
降雨和强对流
天气。同时，
由于切变系统和
水汽持续输送相
配合，激发对流后容
易在华南地区形成“列
车效应”，导致当地降雨持续
时间长、影响效果不断叠加。

不过，受全球气候变暖影
响，区域降水量呈现年际波动大
的特点，也属于正常现象。甘肃
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一级巡视
员、甘肃省气象学会理事长张强
告诉记者，广东省正值前汛期，
属于降水量高分时期之一。在
此期间，受到气候变暖等外界因
素影响，年际降水量稍高，并不
反常。

何谓“前汛期”？在广东省
内，大部分地区一年中的降水都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段。
一般来讲，4月至6月为第一个多
雨季节，降水大多由冷暖空气作
用、季风暴发等所致；7月至9月
为第二个多雨季节，台风等热带
天气系统是主因。两个多雨季
节时间一前一后，就有“前汛期”
和“后汛期”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一周，
华南地区降雨仍将持续。

华南暴雨倾盆

极端天气
为何频现

4月21日，流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的北江支流水
流湍急（无人机照片）。

4月22日，广东江门消防救援支队队员划冲锋舟给英德市连江
口镇居民送饭。

这是4月21日在广东清远英德市浛洸镇拍摄的被洪水淹没的区域（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