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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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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在
工作中见到过全国各地的暴风雨，他用

“极端”“罕见”来形容这场雨。

7月28日上午，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在福建省晋江市沿海
登陆，结合多种因素，它罕见地给华北等内陆地区制造了一场极端
强降雨。7月29日至8月1日，猛烈的雨水集中倾倒在京津冀，三天
时间，部分地区下了当地一年、甚至两年的雨水。

以北京为例，这是北京14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过程累计雨
量已经远超2012年“7·21”特大暴雨。北京西南沿山一带降雨量尤
其大，雨水汇集成河，导致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40年来的最大降雨
7月29日起，一场强降雨覆盖了华北，山洪倾泻而下，房、车被淹，

库房被浸泡，列车滞留在轨道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在工
作中见到过全国各地的暴风雨，他用“极端”“罕见”来形容这场雨。

华北地区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超过72小时，在北方，持续三天的
强降雨十分罕见。华北主汛期通常以过程性降雨为主，持续时间一
般不超过两天，即使是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持续时间也只有
20小时，2016年“7·20”强降雨下了55小时。此次雨水“疯狂倾倒”70
多个小时，给京津冀局地带来了几乎相当于一到两年的降雨量。

以北京为例，这场雨是140年来北京遭遇的最大一场雨。据统
计，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5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76.5毫米，城
区平均 244.9毫米。其间，城区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千灵山，为
603.6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昌平王家园水库，为744.8毫米。

据北京市气象局介绍，1891 年 7 月 23 日，北京地区曾记录到
609毫米的强降雨过程；2012年 7月 21日，北京地区记录到的最大
降雨量为541毫米。如今这些纪录已被刷新。7月29日20时至8月
2日 7时，昌平王家园水库以 744.8毫米的降雨量，超越了北京地区
记录到的历史降雨量极值，成为北京地区有仪器测量记录140年以
来，排位第一的降雨量。

据气象部门统计，此次北京有两个气象站累计降雨量超过了
700毫米。这个数值是什么概念？北京的年平均降雨量在600毫米
左右，相当于北京部分地区这三天下的雨比一整年的雨还多。2021
年，北京经历了“超长汛期”，全年降水量为 698.5毫米，较常年偏多
32%，但仍不及此次降雨中北京上述两站的降水量。

京津冀遭遇“列车效应”
京津冀地区的这场极端强降雨，与台风“杜苏芮”“卡努”有关。
7月 28日 9时 55分，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在福建省晋江市

沿海登陆，其残余环流于29日夜间进入河南，继续北上。中央气象
台在当天提醒，这个今年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的影响将深入内陆，
给华北、东北等地带去强降雨。

台风作为庞大的天气系统，其水平尺度约为几百公里至上千公
里，裹挟着大量的热量和水汽，“杜苏芮”的强度一度达到“超强台
风”级别，实力更是不容小觑。据中央气象台分析，“杜苏芮”东侧存
在的副热带高压使二者之间气压梯度变得很强，京津冀地区东风、
东南风显著增强，浩瀚的水汽一路畅通地向北输送。

此外，“杜苏芮”影响期间，位于西太平洋上的台风“卡努”也生
成发展，较强的东南风远距离将“卡努”附近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
到华北平原，共同成为制造强降雨的丰沛“原料”。

而在华北东部的海上，副热带高压盘踞西伸，西部则存在一个
高压脊逐渐东移，7月29日晚，京津冀北侧副高与大陆高压打通，在
华北北部形成了“高压坝”，拦截住“杜苏芮”残余环流北上的脚步，
给暴雨天气系统长时间维持在原地创造了条件。也正是 29日晚，
北京等地的雨水开始降临。

受“列车效应”影响，这场雨的持续时间格外长。中央气象台分
析，京津冀地区这场雨属于长时间被固定天气系统所影响，很多降
雨云团先后经过同一个地方，如人站在一节节经过的列车面前一
般，使得影响效果叠加、灾害效应加剧。

风与山交锋，形成“最大降雨量”
如果说两个台风的水汽、“高压坝”的

形成给这场雨制造了“天时”，那么太行山
和燕山山脉就起到了“地利”的作用。

北上的丰沛水汽，遇到了太行山和
燕山山脉的阻挡。太行山脉海拔为1000
米至 1500米，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
脉和地理分界线，燕山山脉海拔为500米
至 1500 米。与中国西部的高大山脉相
比，这两个山脉或许都不算高，但与广阔
的华北平原相比，高度差并不小。

当携带水汽的东风和东南风被太行
山山脉阻隔，风和山相遇发生了激烈交
锋。据中央气象台介绍，太行山脉与东
风急流正交，水汽受地形阻挡抬升，于是
集中在沿山和山前地区形成极端强降
雨。正因如此，处于沿山地带的河北临
城和北京门头沟、房山等地，才会遭受

“狂暴”降雨。
此次过程区域内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达到了 1003.3 毫

米，相当于用三天时间下完了邢台市大
概两年的雨量；位于北京西南部的门头
沟、房山，降雨量达461.4毫米，远超全市
平均水平，成为北京强降雨集中的区域。

密集的雨水在地面汇聚成汹涌的河
流，长时间的雨水冲刷使山体变得饱和、
软化，山洪等次生灾害接踵而至。北京
门头沟、房山重点受灾地区通讯、道路一
度中断，目前部分地区通讯已恢复，道路
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杜苏芮”影响仍在，“卡努”已来
自8月2日起，北方降雨重心从华北

地区转移至东北地区一带。中央气象台
3日 10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
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 3日至 4日，副热
带高压外围输送的暖湿气流，配合冷空
气影响，北方降雨重心转移至东北地区
一带，且降水持续时间较长。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超介绍，此
次东北地区降水过程具有一定极端性。
东北地区动力抬升条件、水汽条件、能量
条件均较好，加上具有一定的垂直风切
变，整体利于区域性强降水的出现，部分
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同时需关注发生龙卷的可能。

当人们还在感叹“杜苏芮”的影响力
时，今年第 6 号台风“卡努”已经移入东
海。

3 日 10 时，“卡努”中心位于浙江省
玉环市东偏南方大约 370公里的东海海
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5级（50米/

秒）。预计“卡努”将以每小时 5 公里左
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将于 3
日夜间至 4日上午在浙江南部近海海面
回旋少动，之后向东偏北方向移动，趋向
日本以南洋面，强度逐渐减弱。

后期“卡努”是否还会变化、直接登陆
浙闽沿海，目前预报结论显示这种可能性
在减小，不过未来预计“卡努”距离浙闽沿
海最近时约200公里左右，需要密切关注
其近岸时对华东地区的风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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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0年，我国极端强降水量事件增多
7 月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3）》显 示 ，过 去 70 年（1961～2022
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极
端强降水量事件增多。中国极端日降水
量事件频次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年增
多18站日；中国年累计暴雨（日降水量≥
50 毫米）站日数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加4.2%。

科学监测与人们的感受是相同的，
近年来，毛毛雨变少了，暴雨、大暴雨变
多了，雨水以更猛烈的姿态降落地面。

同样在 7 月，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
2023年盛夏（7-8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显
示，今年盛夏，我国气候状况为一般到偏差，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阶段性强降水、暴

雨洪涝、高温热浪等灾害较重。其中，预计
东北、华北、华东等地降水偏多一成以上。

现在我国正处于主汛期，极端强降
水成为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气象灾害。从
近年的气候趋势预测可以看出，“偏差”
是常用的字眼，而这与“气候变暖的大背
景”脱不开关系。气候专家们有个共识：
气候系统变暖趋势仍在持续，中国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

一个多世纪以来，化石燃料燃烧以
及不平等且不可持续的能源和土地使用
方式，导致全球温升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出 1.1℃。这不仅造成了更频繁和更强
烈的极端天气事件，更严重的热浪、更强
烈的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进一步加剧人

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面临的风险。随着全
球变暖，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和水安全
的不利影响将随之加剧。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好气候趋
势预测、防患于未然是重要方式。国家
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曾在采访中表示，
在农业生产、能源调度、物资储备、期货
交易、经济生产等方面，气候趋势预测可
以说是生产要素般的存在。

2021 年 3 月起，气象部门开始面向
公众发布气候预测结果。气象专家表
示，结合这些工作，气象部门会不断提高
预测、预报能力，在气象灾害增加的复杂
背景下更好地服务社会。

（来源：新京报）

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桥附近，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在检
查防汛筒。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为何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