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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

的出现频率都大幅升高。在我国，

仅 2021年一年，就出现了席卷北方

大部的强沙尘暴、河南极端特大暴

雨、强力台风“烟花”等令人印象

深刻的极端天气，这些极端气候事

件不仅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

大的危害，同时还会对生态环境产

生重要影响。人们不禁要问：为什

么会出现极端天气？极端天气为何

在近几年频频发生？有办法可以避

免或减少极端天气的出现吗？

2022年 7月 22日下午，由科技

部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

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第 56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主持人为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主讲

嘉宾为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

专家朱定真。朱定真以“极端天气

常态化背景下，我们应该知道的

事”为主题，详细讲解了目前气候

变化的事实和极端天气常态化的影

响，同时提醒大家应对极端天气要

未雨绸缪，“御敌”于成灾之前。

全人类的红色警报

在古希腊语中，“气候”是阳光

倾斜程度的意思。气候变化莫测，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地

球自转和洋流运动的影响，还包括

生物圈中人类和动植物等活动的影

响。根据气候要素的纬向分布特征

可以将地球划分为带状气候区域，

称为气候带。在同一气候带内，气

候的基本特征相似，与土壤风化和

形成密切相关；不同气候带因地势、

地貌、经纬度、

海拔高度和距海

距离等都有不

同，因此气候带

具有复杂性。

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六次评

估报告第一工作

组 报 告 指 出 ，

自 1970年以来，

全球表面温度

的上升速度超过了至少过去 2000年

甚至更长时间里的任何时候，气候

变暖已经使气候带向两极方向转

移，自 1950年以来的冰川退缩是至

少过去 2000年来前所未有的，同时

海平面在过去 100 年内上升的速度

比至少过去 3000年里的任何一个世

纪更快。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地球

上每个区域，带来了诸多极端天气

和气候事件，如更复杂的季风降水

和更频繁的热带飓风的发生。全球

气候的长期持续变暖，气候更快速

的变化，极端天气的频发都表明地

球气候的“健康水平下降”。

目前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认识

是，近百年全球地表和对流层大气

的温度明显升高，除去自然因素使

气候发生变化外，人类活动是 20世

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

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大气、海

洋、冰冻圈和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

迅速的变化，全球变暖的速度前所

未有。如果将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

极端气候事件 (如极端高温、洪水

等)看做投骰子，那么人类活动已经

改变了投骰子的几率。

“御敌”于成灾之前

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自然系

统和社会系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未来虽然这种影响是利弊共存的，

看世间气象万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极端天气常态化背景下，
我们应该知道的事”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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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朱定真主题报告现场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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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加控制而任其发展，负面

影响程度和风险将加深加重。相应

的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全球将持

续变暖，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

持续时间和范围也将增加。极端天

气的常态化不仅会直接导致严重的

传统灾害，破坏经济发展，对于现

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还会引

发能源短缺、停网、影响物流供应

链等多种次生和衍生灾害。因此，

人类需要比以往能更加精确地模拟

地球气候系统，这使得气候事件的

定时、定点、定量预测难度更大，

对科技水平的要求更高。

对于频发的极端天气，我们首

先要“御敌”于成灾之前。灾害风

险与承灾体脆弱性、暴露度及致灾

因素密切相关，通过提高基础设施

防灾标准、建设防灾工程、组织防

灾减灾培训和演练等方式可尽量克

服承灾体的脆弱性；通过组织人员

有序转移、临灾避险可减少承灾体

的暴露度；通过风险普查、风险动

态监测预警等对致灾因子进行分析

研判。

此外，面对极端天气时，我们

也要做好相关预报和风险预警，比

如暴雨来袭前，不仅告知公众雨会

下多大，而且会告知哪些地方可能

会有积水、积水有多深等信息。但

由于传统气象阈值的预警具有局限

性，需要发展综合考虑承灾体暴露

度和脆弱性因素的气象灾害风险预

警业务。无论是预测还是预警，都

是在降低极端天气的影响，而想要

从根本上减少或避免极端气候事件

的发生，还是从气候变化的根源出

发，稳定气候，使得人类和其他生

物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化，适应气

候的变化。

大家与小家

朱定真的报告从咖啡豆的种植

面积减少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近年来气候变化

的事实和极端事

件频发的原因以

及影响，令全场

观众对气候变化

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

来自清华大

学的宋成教授对

极端天气事件的

发生概率产生疑

问，提出类似郑

州特大暴雨事件，有没有可能只是

一个随机事件，是一种蝴蝶效应？

朱定真从气象学科的专业角度出

发，认为还是需要就事论事，蝴蝶

效应的发生需要很多前提，是在所

有前提都能满足的条件下产生的一

种特殊情况。但在现实中很多情况

并不理想，很多复杂的情况综合到

一起，所以不太可能南半球的蝴蝶

扇动一下翅膀，北半球就发生一场

风暴。来自北京市第 24中学的学生

熊若溪则对“碳达峰、碳中和”中

碳量的计算方法很感兴趣，朱定真

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讲解：“我们所说

的碳达峰的碳，不仅是指二氧化碳

的碳，还包括甲烷等温室气体。但

是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中的含量最

多，贡献明显，并且最容易计算，

所以一般以二氧化碳为准。关于二

氧化碳的监测有很多办法，一种是

用排放量来计算，此外还有通过光

合作用等反应，利用下游产品进行

估算等方法。”

来自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

的系统工程首席顾问窦云江提出两

个关键问题：“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在保护气候的过程中应该分别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朱定真从大国

责任的角度切入，阐述了自己的理

解：“在气候谈判中的焦点之一就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减排责任的

分配。气候变暖的显著变化是从工

业革命时期开始的，那个阶段产生

温室气体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温室

气体能够在大气层中停留百年，所

以不能因为近年来在发展过程中造

成温室气体排放量大而指责发展中

国家，这是不公平的。在气候谈判

上，中国一直倡导着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

该共同承担减缓气候变暖的责任，

发达国家也应该把技术共享，让发

展中国家也能更快跟上脚步，加速

绿色低碳转型，在实现全球碳中和

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科学咖啡馆活动在热烈的讨论

中渐入尾声。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的

周德进局长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

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优美的自然环

境，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

类走向未来的依托。从历史亿万年

长河来看，没有一种生物像人类一

样能够对自然起到主导作用，相信

通过人类的智慧与科技，人类一定

会愈发适应环境，也更能够与自然

和谐相处！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束炜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图2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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