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07 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明菊 版式/明菊 沐晗

厄尔尼诺再来，今年史上最热？

预计2023年或2024年将打破2016年
的全球最暖纪录，成为史上最暖年。

世界气象组织7月4日发布公告确认，热带太平洋七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
诺条件，这可能导致全球气温飙升、破坏性天气和气候模式的出现。

根据该组织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在2023年下半年持续的可能性达到了
90%，此次厄尔尼诺至少为中等强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增加了未来12个月
全球气温创纪录升高和发生破坏性天气的可能性。

上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始于2015年，结束于2016年。
该组织还称，这份最新公告结合了世界各地的预测结果和专家指导意见，

并遵循了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几个国家机构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类似声明。
连日来，我国多地也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有关专家对此表示，这也是受

厄尔尼诺现象推升全球气温的影响，预计2023年或2024年将打破2016年的全
球最暖纪录，成为史上最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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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介绍称，厄尔尼诺
是太平洋赤道中东部海域水温异常
升高引起的一种气候现象，平均每两
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至12
个月。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形
态，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
表面温度变暖有关，但人类活动造成
的气候变化也成为其发生的背景。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说：
“厄尔尼诺的出现将极大增加打破气
温纪录，引发全球许多地区、海洋更
极端高温的可能性。”

他指出，气象组织宣布这一消息

是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信号，动员各
国提前准备，遏制厄尔尼诺现象对
健康、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他
强调，“对与这一重大气候现象相关
的极端天气事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
早采取行动，事关拯救生命和生
计。”

路透社报道称，上一次超强厄尔
尼诺事件是在 2015 年至 2016 年出
现，加上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气体排放
造成的全球变暖，导致 2016 年成为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纪录或将

很快被打破。
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 5 月的报

告中曾预测，未来5年中至少有1年，
甚至整个 5年期间，有 98%的可能性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打破
2016年厄尔尼诺异常强烈时创下的
纪录。考虑到厄尔尼诺对全球温度
的影响通常在其形成的第二年展现
出来，因此可能在 2024 年最为明
显。这也可能让 2024年成为第一个
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将全球升温
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标的年份。

世界气象组织区域气候预测服

务负责人威尔弗兰·穆福马·奥基亚
（Wilfran Moufouma Okia）告诉路透
社：“很难告诉你是今年还是明年”，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接下来的五年
里，我们可能会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一年。”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冬天厄
尔尼诺现象将变得更加突出。该组
织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海洋-大气
耦合较弱，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
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放大和维持至关
重要”，“预计热带太平洋还需要大约
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形成耦合。”

强势登场的厄尔尼诺有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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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有哪些典型影响
世界气象组织介绍称，虽然厄尔尼

诺有许多典型的表现，但从历史来看，
没有两次厄尔尼诺事件是完全相同的。

在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中，全球
平均气温将出现上升，结合人类污染
排放等活动，往往会产生崭新的国家
和全球气温纪录。

对于具体地区的影响方面，世界
气象组织概括描述称，厄尔尼诺一般
会导致南美洲南部、美国南部、非洲

之角和中亚部分地区季风增强，从而
导致降雨量增加，也会在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形成相
反效应，造成严重干旱。在北半球夏
季，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暖水可以加
剧太平洋中部/东部的飓风，同时又
可能阻碍大西洋盆地的飓风形成。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厄尔尼诺
现象形成几率在今年 5 月至 7 月为
60%，7月至9月升至8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4
月发布“厄尔尼诺观察”警报，也作出
类似预测。

塔拉斯表示，尽管此前 3年的拉
尼娜现象对全球气温起到了暂时的

“刹车”作用，但过去8年仍是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8年。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科研机构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预计，受此影
响，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和阿尔及

利亚今年出现破纪录热浪的可能性
“至少增加100倍”。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月表示，正
在为与厄尔尼诺有关的病毒性疾病
传播增加做准备，例如登革热、寨卡
病毒和基孔肯雅热等。

世界卫生组织环境、气候变化和卫
生司司长玛丽亚·内拉（Maria Neira）告
诉路透社：“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由于
气温的升高，传染病的发病率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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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多地干燥闷热
据新华社消息，北美洲今年夏天

遭遇了高温天气。在美国南部得克
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多地，不少城
市不得不开放避暑中心供人们纳
凉。美国紧急事务管理部门预测，热
浪或将在南部引发暴雨、狂风、龙卷
风等恶劣天气。

加拿大则持续受到野火影响。
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总计
超过 4.7万平方公里，使得今年成为
加拿大进入 21世纪以来野火火情最
严峻的年份。

在欧洲，今年春天是西班牙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春天，也是第二干燥的
春天。法国三分之二的地下水低于正

常水位，部分地区还出现森林火灾。
北欧地区的气温也在升高。预

计 未 来 几 天 ，芬 兰 气 温 将 达 到
30℃——这对北极圈附近国家来说
相当罕见。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
地发生小规模野火，如无大量降雨，
还可能继续恶化。

在亚洲，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自 4
月份起就已出现高温天气，屡屡刷新
当地高温纪录。

中国气象局今夏也提前预警了
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已在
路上，我们要为极端天气应对做好准
备。”在 6月 13日举行的线上媒体通
气会上，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

家周兵说道。
据中国天气网报道，对于中国而

言，厄尔尼诺的出现一般会使得夏季风
明显减弱，季风雨带位置偏南，所以
南方地区更容易出现洪涝灾害，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入梅时间往往也会推迟。
与此同时，华北等地降水偏少，容易出
现干旱。夏季东北地区和南方气温往
往较常年偏低，容易出现“凉夏”，冬季
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较弱，更容易出现
暖冬，雾霾天气也可能增多。

例如，据新华社报道，2009 年 6
月至 2010年 4月发生的厄尔尼诺事
件带来明显高温热浪，2009 年秋季
至 2010 年春，我国西南地区出现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连旱。
不过，中国天气网报道指出，需

要说明的是，厄尔尼诺对中国天气气
候的影响是间接的、复杂的，而且也
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所以每次的
具体情况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各地都应针对厄尔尼诺事件的
发展做好应对准备。”周兵表示，高温
热浪事件对当地工农业生产、水资源、
生态环境、能源保供、人体健康及人们
生活等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持续性的
极端高温极易诱发复合型气象灾害，
迫使干旱爆发速度越来越快，促进全
球范围内由缓旱向骤旱的转变。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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