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观点

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毛燕军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气候正在
迅速变暖，升温幅度大。全球地表平均
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1900 年）高出
约 1℃。大气、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
发生了广泛而迅速的变化。而从未来
20 年的平均温度变化预估来看，全球
地表温度将继续升高。

气候变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增多增强已在全球多区域显现，这种
变化态势仍将持续和加剧。许多地区
极端事件并发的概率还将进一步增加，
如高温热浪和干旱并发，海平面上升和
极端强降水叠加造成的复合型洪涝事
件加剧。

科学家分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是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
全球变暖幅度，需要全球各国携手共同

应对，努力减少化石燃料使用。
当前，气候变暖前所未有，已成为

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我们应以积极心
态应对。

更早更准确的气象预警预测可以
减少灾害损失，最大程度保障人们生命
财产安全。今年，浙江气象部门将以监
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为目标，提
升气候异常预测能力。

政府层面，应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措施，探索绿色低碳发展道路，鼓励
地方、行业、企业因地制宜探索低碳发展
路径，加大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力度。

个人则可从
日常生活做起，践
行低碳生活方式，
比如绿色出行、使
用节能产品等。

气候变暖，各国应携手应对
气温如同钟摆在冷、热之间大幅

震荡，加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概率的
增加，“看天吃饭”的行业迎来重重挑
战，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业。

去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出现 1961
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受极端高温热
浪的影响，干旱的出现不可避免。浙
江省气候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7月5
日至11月27日，浙江遭遇大范围气象
干旱。这让农业人措手不及。

“从业30多年，去年碰到的极端高
温干旱天气还是头一遭。”桐庐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葛有良说，作
为一名科技特派员，指导果农生产是他
的主要工作，但去年情况并不乐观。

他告诉记者，通常 7 月以后，便相
继进入桃子、猕猴桃、李子等水果的成
熟期，不少果农都期待着丰收。但去
年夏天望不到头的烈日让不少果子出
现了“日灼”现象，对水果品质的影响
很大，直接影响了市场行情。

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周伟军认
为，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除了夏季

极端高温天气频发，未来暖冬出现的
概率也会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
农作物就能安然过冬。相反，越是暖
冬，气温波动就越大，更容易出现冻害
问题。

以油菜为例，目前我省以种植冬
油菜为主，“扛”过低温是它生长的必
经之路，待气温升高后便会开出花
蕾。“一旦开花，油菜的抗低温能力就
会大大减弱，如果再来一次低温过程，
很容易造成冻害损失。”周伟军说。

对于这个判断，葛有良深表赞同：
“近几年冬季气温起伏很大，刚过去的
这个冬季强冷空气和寒潮来了好几
回，冻坏了不少枇杷树、柑橘树，给果
农造成了损失。”

极端天气的影响并不限于农业，
还搅动着能源供给。一旦出现极端热
或者极端冷天气，都会导致用电需求
激增。

比如，去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就导
致全国多地居民用电量需求急剧增
加，给电力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浙江，2022 年 7 月、8 月居民用
电分别同比增长 41.24%、57.72%。7
月 11 日这一天，全省最高用电负荷达
到 10190 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而
在水电大省四川，干旱天气造成了水
电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形成电力缺
口，加上夏季用电高峰期，陷入了罕
见“电荒”。

此外，暴雨、低温冰冻等极端天气
也考验着交通运输的韧性。“铁路和公
路属于地面交通方式，易受天气、地质
灾害影响。在极端天气面前，也曾出
现过交通中断等现象，从而影响经济
社会的正常运行。”雷媛告诉记者，例
如 2008 年年初，我国南方地区遭遇罕
见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当时不少交
通要道中断，给市场产品运输供应带
来很大挑战。

在目前彼此高度关联的社会经济
体系中，局部性的气候异常事件或将
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跨行业、跨地区
的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到各行业的正
常运转。

诸多行业面临挑战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的一年里，由
极端天气引发的“黑天鹅”依然可能随
处降落。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风险
上升，我们该如何应对？

气象方面，为了更好地感知“天
时”，一张立体、精密的气象监测网已在
浙江布开。

今年浙江省气象部门将继续完善、
优化由地面气象站、海洋观测基地、天
气雷达组网、卫星遥感产品等组成的

“陆海空天”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此外，精准的预报、精细的服务更

是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
节。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气象
部门还将充分应用立体监测网和其他
先进技术，对现有的数字化预报业务迭
代升级，全力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的精准
度和颗粒度；同时深化面向农业、海洋、
能源、交通等行业的“气象+”保障服
务，提升各行各业对气象灾害的防御应
对能力。

在农业方面，做得更多的还是预防。
这几天，周伟军正忙着指导农户进

行油菜施肥及后续栽培管理。“今年 3
月上旬气温罕见偏暖，油菜病虫害发生
的几率更高，这就需要农户在种植过程
中加倍小心，做好防治病虫害工作。”周
伟军说，他还注意到3月下旬将出现几
次冷空气过程，气温起伏大，建议有条
件的农户使用油菜专用肥，增加油菜的
抗逆能力。同时提前做好农田的水分
管理，保持沟渠畅通，防范积水对油菜
等农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

同样忙碌的还有杭州市余杭区永
安村职业经理人刘松。“我们村里最主
要的农作物就是水稻，一共有 5400 多
亩。相比大棚里的农作物，受天气影响
更直接。像去年因为高温干旱，我们村
有500亩左右稻田减产。”

眼下，刘松和团队正忙着从上千个
品种中优中选优，选取适合本地种植、
口感更好的水稻种。为应对今夏可能
再次到来的持续高温天气，村里也在加
紧完善灌溉基础设施和保险理赔制度，

尽最大可能为水稻和农户“解渴”。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变好了，嘴巴

也更‘刁’了，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
技术，增强抵御灾害天气的能力，来保
障稻米的产量和质量。”刘松说。

面对今夏大概率将再次出现的持
续性高温天气和超高用电需求，浙江正
升级电力“高速路”。去年年底，全省第
三条“西电东送”大通道——白鹤滩—
浙江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初期具备
400万千瓦送电能力。今年，国网浙江
电力将继续推进白浙特高压及配套工
程建设，在夏季用电高峰到来前，工程
将确保白浙特高压具备 800 万千瓦送
电能力，以缓解近年来夏季电力供应紧
张的局面。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为应对今
年梅雨季可能出现的暴雨和洪涝灾害，
当前，全省各地正聚焦“超标准洪水、水
库失事、山洪灾害”三大风险，提高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

今年浙江全省将扎实做好迎汛准
备，开展汛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
推进感知体系建设，新（改）建水位监测
300处、流量监测200处；加强水情监测
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八张风险清单”管
控机制，科学调度运用水工程等工作。

此外，针对农村地区的供水“短
板”，还将提升改造农村供水薄弱点，推
进农村供水标准化管理，更新改造灌溉
设施1500座，确保生活用水安全，保障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能有所作为的，不只是相关部门。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资源，其实每
个人都是参与者。

去年近4个月的缺水经历，让松阳
县一家民宿综合体的负责人叶丽琴有
了很强的节水意识。现在，她会在每间
客房的洗漱台上摆放“节约用水，尽量
避免泡澡”的温馨提示，还将矿泉水瓶
放进客房马桶的水箱中，这样客人每冲
一次就能省下一斤水。“从小事做起、从
自身做起，我们都能成为起到正向作用
的一分子。”她说。

人人都能积极作为

周伟军（右）在诸暨市东白湖基地指导农户做好油菜施肥及后续栽培管理工作。 受访者供图

位于永嘉县的X波段相控阵气象雷达。
省气象局供图

位于永嘉县的X波段相控阵气象雷达。
省气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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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娜事件预计初春结束，厄尔尼诺或卷土重来

天气舞台变局多，我们怎么办
本报记者 王柯宇 朱 承 通讯员 张晓晨 任 律

气温狂飙！我国近期暖热持续，
多地经历了同期少见的暖。截至 3 月
7 日，已有 102 个气象站气温突破 3
月上旬纪录。浙江亦如是。3 月 9
日 ，全 省 大 部 最 高 气 温 在 25℃ 至
27℃之间。

不过，浙江省气象台预计，从 11
日起，浙江将经历一次强冷空气过程，
最高降温幅度10℃。

如此骤变令人懵圈。很多人担
心，才 3 月就这样暖热，今年夏天会
不 会 遭 遇 像 去 年 那 样 长 时 间 的 极
端 高 温 ？ 今 年 的 天 气 是 否 会 不 同
寻常？

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日前，国
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称，从 2020 年 9
月前后持续至今的拉尼娜事件大概率
于今年初春结束。还有气象机构预
测，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在今年卷土重
来，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

天气舞台将迎来变局，在全球变
暖的大背景下，气候状态或将进入更
复杂、更具不确定性的新阶段。我们
该如何应对？

拉尼娜事件，指的是赤道中、东太
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
它容易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暴雨、洪涝、
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国受拉尼娜
影响的冬季，冷空气活动频繁，易发生
区域性的极端冷事件，给经济社会造
成损失。

拉尼娜事件并没有改变整体偏暖
的格局——去年12月以来，浙江冬季
平均气温比常年略偏高。但强冷空气
和寒潮出现得更频繁，仅寒潮就有 4
次。气温大冷大暖的波动，显示出当
前气候状态的不同寻常。

在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雷媛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一道呈
现波动上升状态的曲线：1971 年至
2000 年，浙江省平均气温为 16.8℃；
1981 年至 2010 年，全省平均气温为
17.2℃；而 1991 年至 2020 年，全省平
均气温达到了17.6℃。

气象学所说的常年平均气温以
30 年为一个单位，从数据上看，变暖
的趋势很明显。

在这个趋势中，气温波动也将越
来越大。“全球变暖会让大气积攒能量
的能力变得更强，释放的时候也就更
加剧烈。像这个冬天多轮的冷空气过
程就证明了这一点。”雷媛说。

越来越多的主流研究表明，气候
变暖会引起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
新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就表示，随
着未来全球变暖进一步加剧，预计极
端热事件、强降水等罕见的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发生概率将增加。

新年伊始，极端事件频发——大
半个欧洲出现了创纪录的 1 月高温；
沙特沙漠地区出现洪水；中国最北端
城市漠河自 1 月 20 日以来，连续 3 天
气温降至零下 50℃，创下有记录以来
的最低气温⋯⋯这似乎意味着，“不寻
常”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
定因素——厄尔尼诺。部分气象机构
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今年下半
年“冒头”。

厄尔尼诺与拉尼娜事件相反，意
味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
异常偏暖。近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如果真的进入厄尔尼诺阶段，全球有
可能迎来新一轮升温，各地出现气候
异常的可能性更大。

据省气候中心统计，1951 年以
来，浙江共出现了 21 次厄尔尼诺事
件。上一次现身，还是在 2019 年 11
月。当时，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期间，
全省平均气温达 11.2℃，比常年同期
偏高1.8℃。

而浙江在一个自然年里，先后出
现拉尼娜、厄尔尼诺事件的，历史上一
共有 9 次，并且都在当年 6 月之前完
成“交接”。

“根据以往的记录，当厄尔尼诺
‘接班’拉尼娜后，我省汛期降水总体
偏少，高温日数比常年同期偏少，但由
台风引起的气象灾害可能会更严重。”
雷媛说。

不过，今年厄尔尼诺是否会出现，
以及何时出现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极端天气事件将
呈现加剧态势，今夏阶段性高温天气
仍大概率出现。”雷媛表示。

有气象专家预测，今年，可能出现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季暴雨和山洪
灾害、北半球夏季高温、秋季强台风等
极端事件。

极端天气事件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加剧

2月23日，在美国犹他州德雷珀，一名女子走在积雪覆盖的道路上。一场新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降雪、强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新华社发

2022年10月14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郊，救援人员帮助受灾民众撤离。受强
降雨影响，澳大利亚多地遭洪水侵袭。 新华社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