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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7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
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
提示。

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重
庆先雨后晴。9日夜间到10日白天有雷
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大雨 (25~45 毫
米)，局地暴雨到大暴雨(60~130毫米)，雷
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10日夜间到16日白天，各地多
云为主，气温较高。其中，8月9日 20
时~10日20时，13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
有涨水风险。

记者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按
照《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和《关于切实加强“七下八上”关键期应
急响应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经会商研
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9日
13时，针对预报局地有暴雨、大暴雨的
潼南区、大足区、荣昌区、开州区、石柱
县、彭水县、黔江区等7个区县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

同时，针对预报有大雨和中小河流
涨水风险高的万州区、铜梁区、合川区、
永川区、璧山区、北碚区、綦江区、江津区、
酉阳县、梁平区、云阳县、巫溪县、城口县
等13个区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河流涨水风险提示》》》
01风险高：潼南。
02风险较高：铜梁、大足、开州、彭水、黔江。
03有一定风险：荣昌、垫江、梁平、云阳、
巫溪、石柱、酉阳。

雷雨暴雨大暴雨！
重庆13区县部分河流有涨水风险

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
部分区县启动防汛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

未来一周天气趋势》》》
9日夜间（9日20时~10日08时）

中西部、东北部地区阵雨或雷雨，雨
量大部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25～45毫米），潼南、大足、荣昌、开州局
地暴雨到大暴雨（60～130毫米），雷雨时
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气温22～37℃；中心城区雷阵雨，雨
量中雨，气温28～37℃。
10日白天（10日08时~20时）

偏西偏北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
区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部地区小到中雨，
石柱、彭水、黔江、酉阳局地大到暴雨
（30～80 毫米），气温22～34℃；中心城
区阵雨，气温27～30℃。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10日20时~11
日20时）

东南部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多
云，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气温21～37℃；
中心城区多云到晴，气温26～35℃。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11日20时~12日
20时）

各地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
20～38℃；中心城区晴间多云，气温
27～36℃。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12日20时~13
日20时）

各地多云到晴，气温21～38℃；中
心城区多云间晴，气温28～37℃。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13日20时~14
日20时）

各地多云到晴，气温22～38℃；中
心城区多云间晴，气温28～37℃。
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14日20时~15
日20时）

偏东地区多云转阵雨，其余地区多
云，气温22～36℃；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28～35℃。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15日20时~16
日20时）

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阵雨，其余
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1～34℃；
中心城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7～
33℃。

据新重庆-华龙网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广发、强发、并发的趋势

极端天气警示：“沸腾”时代来临

“沸腾”时代来临？
无论是6月北方的持续高温，还是长江中下游多日如注

的暴雨，抑或华北多发的强对流天气、山东突然刮起的龙
卷风，都不断激起人们的感慨：“天气越来越不寻常。”

表现剧烈的极端天气增多，且在世界范围内都
是如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的警
示：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
然到来。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5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月，也是连续第12个月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刷新
同期最高值。

气候“沸腾”，对我国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加剧，我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

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
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说。

与此同时，伴随气温升高，大气中持水量增加，极端强降水发
生的风险增大成为我们正在并将长期面对的现实。

当下，暴雨正变得越来越剧烈。今年6月广东梅州平远县的
强降雨导致多人死亡。

去年夏天，京津冀地区发生历史罕见暴雨天气过程，局地最大
累计降雨量达1003毫米，北京市过程雨量超过华北历史上三
次极端暴雨过程。而在2021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
灾害期间，郑州气象观测站则以201.9毫米的小时降
雨量突破我国大陆小时气象观测降雨量极值。

巢清尘说，根据最新的气候模式结果分析，预
计到2050年我国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呈现
发生更频繁、影响更广泛、极端性更凸显的趋势，
极端高温、干旱、强降雨等事件趋多趋强。

谁是那只“背后的手”？
灾难片《后天》采用剧烈的表现形式——全球

变暖、冰川融化、环流停止，导致地球进入新的冰河
期，向人们揭示气候变化的恶果。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推动极
端天气频发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谁？

专家表示，所处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变化、海陆分布、地形地势
等共同作用，造就了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气候。“气候变暖会加剧
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改变大尺度的大气环流形势，是造成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频发的重要背景。”巢清尘说。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不直接造成极端天气，但它加强了极端天
气的触发条件，正是那只背后“看不见的手”。

诸多数据显示，世界上两大冰盖——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盖
因气候变化逐渐萎缩。除冰盖外，南北极海冰也在快速消融，北极
海冰覆盖范围在过去40年里减少了近50%，
近年来南极海冰范围也开始大幅波动。

冰川作为气候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全球

气候起到调节作用。“但现在仿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全球变暖导
致极端事件增加，高温热浪会随着洋流走向极地，加速冰川和海冰
融化，而极地冰川和海冰的消融又会引起更强烈的全球变暖。”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研究员张东启说。

新的挑战有哪些？
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

志上的研究显示，全球极端野火的频率和强度
在过去20年增加了约一倍。

极端强降雨对水网、电网等城市基础设
施也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龚
道孝表示，随着极端降水增加，原来十年一遇
的降雨在未来可能会变为五年一遇，这使得原

本就存在设计建设标准略低的排水管网的应对
能力进一步下降。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极端天气的冲击也已经开始

影响日常生活。
7月，随着高温在江南等地蔓延，各地医院热射病患者数量开

始增多。随着近年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热射病这个高温相关急症
中最严重的情况逐渐被公众熟知。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底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与高温相关
的死亡率可能比目前记录的高出30倍。而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并

没有提供有效的高温预警服务。2000年至2019年间，估
计全球每年因高温死亡的人数约为48.9万人，其中

亚洲约占45%，欧洲约占36%。据估计，2022年
夏季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35个欧洲国家的约6
万人“超额死亡”。

极端高温频发带来健康威胁的同时，相应
的保护和应对措施仍待完善。以劳动保护为
例，虽然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调整优化工
作环境和作业时间等逐渐被多地列为高温劳
动保护的重点，但还有不少建筑工人、在田间
地头劳作的农民，游离在高温劳动保护之外。

未来我们能够做什么？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年均

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和前五年均值相比下降54.3%。一
方面，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等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灾害预警
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叫应”在内的应急机制不断完善，也
有效减少了伤亡。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刘
传正认为，在应对灾害风险方面，关键要推进大应急体系建设，

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希望每个社会成员都要
养成防灾减灾的习惯，将之作为平常生产、生活考

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遭遇突发情况时
从容应对。

扩大到经济社会系统来看，有更多需要思
考的问题——

雨水、温度等气候资源发生变化，粮食生
产应如何随之调整产业布局、种植结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提升应对天气
灾害的韧性和灵活性？

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健康风险增加，人
们应如何加强对气候敏感疾病的监测预警及

防控？
相关部门、机构等正在逐步作答。

除了适应，我们能做的还有主动减缓气候变化。
2020年我国向世界宣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推动既有建筑绿色低

碳改造，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65%；森林覆盖
率达24.02%，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双碳”
不仅成为近年来社会讨论的热词，也正在深刻融入现实的生产生
活中。

据新华社

7月，汹涌的洪水一度冲开位于湖南华容县
团洲垸的洞庭湖一线堤防，导致农田、村庄被淹，
数千人被迫搬离。经过全国多方支援，齐心抢

险，溃口被封堵。
而前两年夏天，洞庭湖还因严重旱情备受

瞩目，并在去年8月创下1989年以来同期水
体面积最小值。

洞庭湖所经历的洪涝与干旱两极境遇，是
极端天气频发的典型缩影。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广发、强发、
并发的趋势。

除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灾害天气的能
力，面对严峻的自然大变局，我们还需要以更
长远的时间维度和更广阔的空间尺度，理解一
系列变化的缘起，洞察其深层成因，展望其未来趋
势。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加切实、有效的理念和办法，
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20242024 年年 66 月月 1616 日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县西北部的戈曼地区消防县西北部的戈曼地区消防
队员在进行灭火作业队员在进行灭火作业。。

77月月66日在湖南省岳日在湖南省岳
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拍摄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拍摄
的洞庭湖大堤决口现场的洞庭湖大堤决口现场

灾后的广东省梅州灾后的广东省梅州
市平远县泗水镇大新村市平远县泗水镇大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