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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今夏上海高温屡破历史纪录
最 早 出 现 的 40℃、史 上 最 多 的

“40℃+”……上海今夏频频刷新1873年来有

气象记录以来的高温历史纪录。

继昨天最高气温定格在40.6℃，让今夏

“40℃+”的天数“史上最多”后，今天8时刚过，

上海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又高高挂起，气温

再次直奔40℃~41℃而去。

截至今天，7月31日开始的今年第三波

高温热浪天气已经在上海“赖”了13天了，并

且丝毫没有要“离场”的意思，今夏的高温天

数已有39天，其中≥37℃的酷暑日为23天。

未来10天，申城仍然将备受高温“炙烤”。

从全国范围看，今年6月13日以来，我国

高温天气已持续50余天，覆盖面积超过500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9亿人。根据国家

气候中心最新监测评估，无论是高温事件的

影响范围、平均强度还是持续时间，从6月13

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热浪事件综合强度

目前已位列1961年以来第三强，仅次于2013

年和2017年；截至7月下旬，我国已经有124

个国家观测站出现破历史高温纪录的情况，

占全部国家观测站的5.1%。

气温不断攀升、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正

在成为一种新常态。

大气环流异常导致极端酷热
今年热得异常，已成为气候专家们的

共识。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

示：今年的高温热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

端罕见的，与本世纪以来的几次高温事件相

比，开始的时间明显提前，极端性明显增强，

而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出现由多重因素导致，

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

大背景，中纬度大气环流持续异常则是全球

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

气候变暖会改变全球的海洋和大气环流

形势，并通过海洋和大气、陆地和大气的相互

作用进一步影响局地气候。跨越3年的拉尼

娜气候事件对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不能忽

视。今年春季以来，赤道东太平洋拉尼娜事

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加上印度洋海

温异常，推动了副热带高压持续增强。

在这样的“不正常”大气环流背景下，今

年6月以来，在北半球副热带地区上空，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

压均阶段性增强，从而形成了大范围的环球

暖高压带，使得热空气留在近地面散不出去，

继而出现高温热浪事件。

高温正在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天气气候与健康息息相关，持续的高温

直接考验着人类的适应能力。近年来，上海

市气象局联合市/区疾控中心、多家医院、高

校共同开展了多项研究和科普服务，采用流

行病学研究方法分析高温对中暑、心脑血管

系统疾病发病或死亡的影响。

高温热浪正在侵害人体健康。一项针对

浦东新区高温热浪事件的研究显示：热浪事

件造成的超额死亡率为10.5%；高温热浪天气

对于院前急救人次有显著影响，酷热后总院

前急救人次最高可上升3.3%；出现高温热浪

天气后脑血管疾病急救人次上升6.9%。

“高温带来的最直接健康危害就是中暑，

还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和精神疾

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与此同时，高温

高湿的环境容易令细菌大量滋生，引发肠道疾

病和皮肤过敏。”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

室杨丹丹博士说，今年的高温热浪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中暑等高温带来的危害仍需警惕。

如果说极端高温是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

最直观感受，但气候变化带来的次生灾害或

许将成为真正威胁到人类种群生存的难题。

除了带来生理上的显性风险、精神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持续的高温还会给农业带来影响，

长时间的干旱和高温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会引发虫灾。极端高温天气产生的制冷

需求迅速增大，能源消耗的需求随之上升，能

源危机愈发显现。

中暑风险地图做好智慧服务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曾指出:减缓和

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二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减缓是通过能源、工业、交

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较长时间的调

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则是针对已经

发生和预期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通过对自

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调整，来减轻气候变化

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在上海，气候和健康专家正在联手提供

智慧气象服务，保障城市运行和人民健康。

上海气象部门研发的“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

气象先知”监测系统（以下简称“先知系统”）

2019年正式亮相进博会，如今已接入“城市大

脑”——上海城市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系统，

成为后者六大“骨干成员”之一，接入10多个

气象服务场景，对风云变化“先知”先觉。在

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气象“先知”展示大屏上，

一张可视化的实时地图明确展示了浦东各街

镇中暑风险等级，建筑工地、户外景区等高风

险区域也被标注出来，便于政府相关部门以

及工地和景区等重点场所管理单位进行决

策，在高风险情况下及时采取停止户外作业、

降温消暑等措施。

“与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共

同建设的健康气象应用场景，在浦东新区率

先落地。实时地图罗列了影响中暑风险的气

象要素小时实况：最高温度、相对湿度等。我

们用不同颜色表示中暑风险高低，可以比较清

楚地看到哪个街镇的温度较高，湿度较高，容

易中暑。比如，夏季高温时段，中暑风险地图

明确显示了高中暑风险的街镇以及户外景区

和建筑工地。除此之外，气象部门与民政部门

合作，通过本市的综合为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

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发布中暑指数和健康提

醒，守护市民健康。”杨丹丹说，未来，智慧气象

将获取精细化的人群个体信息及健康信息，采

用时间和空间上更精细化的气象和环境监测

和预报数据，结合社会经济数据，运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人工智能算法，针对个体、特定人

群、重大活动等开展个性化订制服务。

第三波高温热浪已经“炙烤”上海第13天

今年夏天，全球都在经历着史上少有的

高温酷暑天气。当地时间8月9日，世界气

象组织发布报告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成

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

早在今年3月到5月，热浪就提前抵达

北半球某些地区。3月底，印度部分地区的

气温就超过了44℃，比往年最热的时期提早

了很多。6月开始，从上海到伦敦，史无前例

的热浪正在席卷着世界许多地区。日本等

国报告了上万宗中暑病例，西班牙、葡萄牙

出现上千宗热射病死亡病例。连向来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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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南极海冰面积为153万平方公

里，较过去20年间的7月平均水平缩小了

7%。这是南极自44年前开始有卫星监测

记录以来最小的7月海冰覆盖面。而近来

南欧、北美多地爆发的毁灭性野火事件，也

都和突破历史极值的热浪侵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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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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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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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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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来说，未来全球会有大部分人口

生活在极端高温中或许不再是危言耸听。

IPCC的报告就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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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都表明，留给我们的窗口

期已经很有限，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

气风险上升，人类该何去何从？从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图景而言，一方面，尝试减排来减

缓地球变暖的速率，另一方面，城市和人类

也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本报记者 马丹

热浪来袭，今夏全球都有点“过热”
今年7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

今年夏天，上海频频“热”出新纪录，不负

众望成为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不仅如此，我

国许多地区，乃至全球都在同步出现高温热浪

天气。这样的极端天气频发，正是全球变暖的

气候大背景惹的祸，未来这样“同步高烧”的情

况将愈加频繁。当高温热浪越来越成为一种

不容忽视的气象灾害，它会带来何种危害？城

市和人，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极端天气？

本报记者 马丹

■ 上海气象部门研发的“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气

象先知”监测系统中，可视化的实时地图明确展示

了浦东各街镇中暑风险等级，实时地图罗列了影

响中暑风险的气象要素小时实况：最高温度、相对

湿度等，不同颜色表示中暑风险高低

智慧气象助力城市安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