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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出梅以来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减少近六成

酷热屡破纪录，今年夏天怎么了
本报记者 朱 承 胡静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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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热！副热带高压像一
个超大功率暖风机，高高悬挂在浙江
上空，任由滚烫的空气在大地沸腾。

大范围、持续性、高强度，本轮高
温天气“个性”很强。从小暑、大暑，再
到立秋，节气“背景”不断轮转，酷热高
温始终独霸天气舞台“C位”。

8 月 11 日，全省依旧被高温笼
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为 38℃至
40℃。自出梅以来至 8 月 11 日，全

省 平 均 降 雨 量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57%，过半区域因温高雨少发生气
象中到重旱，杭嘉湖地区和台州、温
州、金华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气象
干旱。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夏天的高
温具备极端性和灾害性。大家心存
疑惑——高温热浪从何而来？极端
天气是否有迹可循？人们能否做些
什么？

我们正在经历狂热的夏季。体
感如此，数据亦是如此。

7 月 12 日，杭州发布今年首个
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40.3℃，刷
新该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历史最早
纪录。7 月 23 日，大暑节气，浙江 7
地打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
温纪录。8 月 11 日，杭州气温冲到
40.9℃ ，打 破 今 年 以 来 最 高 气 温
纪录。

在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
师毛燕军给记者展示了电脑屏幕上
的 数 据 ：7 月 浙 江 平 均 气 温 为
30.6℃，比常年同期偏高 2.1℃，居
历史同期首位，全省21个国家气象
站超过历史纪录。

不仅仅是浙江，全国乃至整个
北半球都已进入“火炉”模式。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评估，
杭州、福州、成都、合肥等多个省会
城市在今年遭遇了极端高温灾害。
截至 8 月 2 日，我国高温覆盖面积
超过 500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
过 9 亿人，有 131 个国家气象站的
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地球另一端，向来凉爽的英国
也未能脱逃高温。7 月 19 日，伦敦
希斯罗机场气温达到有气象记录的
181 年来第一个 40.2℃，连机场的
跑道都热变形了。

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高温热

浪的威胁常常被大家忽视。实际上
它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远高于龙
卷风、洪水和强风暴等灾害。目前
持续的高温已经给多地生产生活和
人的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

今年夏季，“热射病”上了微博
热搜。这种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
在今年夏天变得近在咫尺。

记者从浙江某三甲医院获悉，
该院今年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基
本每天都有，仅 7 月上旬就收治了
47 名中暑病人，其中危重 23 名。
此外，浙江、江苏、四川、广东等地多
人确诊热射病，并已有死亡病例。

农业也遭到不小的打击。眼
下，松阳县种茶大户蔡陈法按照农
技专家指导的方法抓紧引水灌溉，
他家不少茶树因持续高温出现不同
程度“灼伤”。此外，浙江部分地区
早稻出现“高温逼熟”危害，局部柑
橘出现“日灼”现象。省农科院桃树
专家肖金平调研发现，7 月部分山
地桃园已出现旱情，持续高温干旱
对桃品质影响较大，高温还加重了
潜叶蛾、梨小、红蜘蛛等虫害的发生
趋势。

高温热浪还给供电系统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6 月 13 日以来，河
北、山东、浙江等省（区）电网以及西
北电网和南方电网用电负荷均创历
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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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部分的高温灾害离不
开副热带高压的推波助澜，今年也
不例外。”毛燕军告诉记者，副热带
高压是个暖性高压系统，在其控制
范围内气流下沉，不易形成云，使太
阳辐射更容易到达地面，有利于地
面增温。

今年盛夏，强势的大陆高压和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一度打通连片，
牢牢控制浙江，导致浙江极端高温
频发，强度较往年更强。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背后，意味
着全球大气环流、海洋环流都在发
生变化。

“从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来看，全
球变暖应该是北半球一些地区高温
热浪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国
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兼职教授任国玉告诉记者，从
几十年到上百年观测数据来看，全球
多数区域气候变暖是显著的。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去年 8 月发布的
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
中，以毋庸置疑的肯定语气，指出
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
放）引起。

此外，在世界许多城市地区，快
速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区域明显升
温，也是造成城市地区高温热浪频
次、强度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之
一。全球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
市，其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更是
高达 60%以上。城市化引起的高
温热浪频次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比
较大，也更容易被人们感受到。

越来越多主流研究表明，气候
变暖会引起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

气事件频率增加。
8 月初，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

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显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极端高
温事件明显增多。2021 年中国地
表平均气温、沿海海平面、多年冻土
活动层厚度等多项气候变化指标打
破观测纪录。

“气候危机已经不再是温水煮
青蛙的状态。”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博士刘君言及其
团队，曾在去年对我国主要城市区
域气候变化风险开展评估研究，并
发布了《与“洪”共存——中国主要
城市区域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未来
情景预测》报告。

该报告指出，华北地区和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上升速率处在
高位，是热浪的中高风险区，而长
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降水
波动幅度和降水量均呈现上升趋
势，是洪涝高危险区。以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主
要城市群和中国气候变化高风险
区重叠。高度集聚的人口、产业和
基础设施暴露在气候变化带来严
峻的安全危机中。

以杭州市区为例，近60年内共
出现高温过程 429 次，其中前 40 年
发展得较为缓慢，但此后20年高温
热浪的频次和强度呈现爆发式增
长：2001 年以来频次达 177 次，占
总次数的41%。

“2021 年杭州市区范围内发生
了14次高温过程，如果加上今年的
数据应该会更显著。”刘君言坦言，
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不再是缓慢的
线性变化的过程，或许远比人类想
象的更为剧烈和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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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埃及 阿斯旺

过去，当地依赖石油发电，耗水
严重，产生大量碳排放和环境污
染。为改善不断恶化的环境，该市
推出“本班光伏产业园”项目。该产
业园是非洲规模最大的太阳能项
目，总占地面积 37平方公里，资金
投入超 20亿美元。目前已建成 42
座太阳能发电站，产能水平达 2100
兆瓦。这一项目将帮助当地每年减
少 200万吨碳排放。该项目图片还
被印在埃及当地钱币上，成为“国家
名片”。

澳大利亚 悉尼

该市部署城市战略规划“永续
发展的悉尼 2030”，计划到 2030年，
温室气体相较 2006 年基准降低
70%。比如该市通过太阳能装置应
用、垃圾处理、水循环等方面的可持
续措施，推进“优质建筑合作”项目，
全面提升建筑的节能性能。政府联
合专业机构为绿色建筑评定星级标
准，商业办公楼的租赁费用标准与
建筑星级挂钩，不断鼓励业主加入。

瑞典 林雪平

该市计划在 2025 年前实现城
市碳中和。市政府联合企业、大
学、其他城市，提出了以下措施：政
府用车及公共交通工具使用沼气
等可再生燃料；在政府采购中对气
候指标提出具体要求；与林雪平大
学紧密合作，建立沼气研究中心，
开发新的减排技术等。到 2016年，
林雪平市建立起两座热电联动发
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自 1990年以
来下降了 25%，学校及医院的能源
消费下降了 5%，并有进一步下降的
趋势。

意大利 萨勒诺

该市提出城市能源规划，一方
面，分析能源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与大学等
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帮助政策制定
者确定相关法律条例、激励机制
等。2009年起，该项目已在各方面
有效提高了能源效率：比如加强街
道照明系统、城市建筑、节水排水系
统管理，以及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提高废物回收循环利用率等。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本报
记者 胡静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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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气候变
化导致生态系统发生转折的临界值。

2016 年在纽约签署的《巴黎协
定》，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 2℃之内，并
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 1.5℃以
内。许多科学家认为，一旦放任全球
升温超过1.5℃，将会导致严重的甚至
不可逆的气候变化影响。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如果
全球升温1.5℃，接受研究的10.5万个
物种中，将有约6%的昆虫、8%的植物
和 4%的脊椎动物失去适宜的生存环
境，升温 2℃，则将扩大到 18%的昆
虫、16%的植物和8%脊椎动物。由此
带来的气候变化还将导致高纬度苔原
和北方森林退化，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致使海洋酸化，从而威胁到从藻类到
鱼类的庞大生物种群。

未来全球会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在
极端高温中，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该报告还指出，当前全球大约有33亿
至 36 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高度脆弱
的环境中，1850 年到 1900 年平均 50
年才发生一次的极端高温事件，之后
将会每10年发生一次。

世界气象组织（WMO）今年 5 月
发布的《全球一年期至十年期气候最
新通报》，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目
前全球年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升
高了1.1℃。

留给我们的窗口期有限，面对气
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人
类该何去何从？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
天气和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一
时一地或许难以治理，但我们可以通
过碳减排来减缓气候变化。”浙江工业
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导、省生态环
境 厅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工 作 专 家 叶 瑞
克说。

2020年，我国向联合国提交国家
自主减排计划，在“3060”双碳目标的
基础上，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
降65%以上。

一场低碳“能源革命”正在打响。
使用可再生能源被视为一种从源

头实现零碳的有效手段。其中，光伏
和风电被寄予厚望。去年 9 月，浙江
省启动“风光倍增”工程，计划到2025
年，全省风光装机增量力争达到2000
万千瓦。比起风光发电的间歇性和

“上网难”，核电具有高效、可控等优
势。根据“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核
电将成为浙江中长主力电源。

此外，还要改变现有能源利用方
式。从发电端来看，燃煤机组必须迈
向清洁化。自去年 7 月开启建设的全
国碳交易市场，为发电企业设置了碳
配额，激励其加快绿色技术探索。在
电网和用能端，需要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加快电能替代的节奏。叶瑞克补
充道：“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为
实现交通领域的能源清洁替代提供了
可能，‘绿电+绿氢’是能源转型版图
上重要一块。”

全省已有不少实践。在台州大陈
岛，海上风电和氢电耦合项目建设起
来，全电交通、全电民宿已经推开，作
为全省首批低（零）碳试点之一，大陈
岛正倾力打造“全绿海岛”。

面对气候变化这项课题，除了降
碳减排，人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比如农业，“农业还是靠天吃饭，
只有实现生产环节的可控，才能抵御
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肖金平
认为，长远来看，设施栽培是浙江果树
生产的大方向，如智能温室大棚，能较
为精准地控制温度、湿度等外部环境
因素，给作物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再如城市，“气候适应性将成为城
市未来发展空间布局的重要考量。我
们可以合理控制城市发展边界，保护城
市的冷源、风源，而非一味摊大饼式的扩
张。打个比方，钱塘江是贯穿杭州的通
风空间，江两边不可建太多屏风楼。”杭
州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专家俞布说。

即将建成的杭州西站，在设计之
初就进行了微气候环境论证，通过微
气候模拟，对绿地空间配置、建筑角度
等开展验证，实现增湿、降温、通风。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议题。在杭州
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的气候行动课
堂上，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开展气候实
验，气候危机的微视频更是引起同学
们强烈反响。课后，不少同学主动撰
写低碳生活倡议书，希望带动更多人
开展节能减排行动。

记者了解到，气候行动课堂源于一
项“预备益”青少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公益
实践计划。计划发起者之一，浙江省绿
色科技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忻皓告诉记
者，目前全省已有38所学校开展“预备
益”计划，有5500多名学生参与。

“气候变化已经来临，没有一个人
是旁观者。”忻皓说，我们也都可以成
为起到积极作用的一分子。

危险的1.5℃

8 月 6 日，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街道组织
人员把降温用的冰块派发到核酸检测采样点。

拍友 时补法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8月11日，工作人员在湖州市吴兴区一处水稻种植基地里灌水。近期，浙江多地高温天气持续，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影响。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8 月 9 日，杭州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最 高 气 温 达 40℃ 。
蓝天白云下的西湖断
桥游客较少。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88月月99日日，，农民驾驶拖拉机在比利时那慕尔的田间劳作农民驾驶拖拉机在比利时那慕尔的田间劳作。。欧洲多地因高温引发干旱欧洲多地因高温引发干旱，，造成用水告急造成用水告急、、农作物减产等问题农作物减产等问题。。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今夏，温岭津岭农科葡萄园的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灌溉系统有效保障了果园抗旱。图为 8 月
10日，果农在葡萄园内劳作。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拍友 徐伟杰 摄

德清县雷甸镇一家新能源公司，工人在赶制
新能源汽车智能无线充电桩及配套电路板产品。

拍友 谢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