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夏夏北北方方为为何何这这么么热热
全球变暖副热带高压北移，北涝南旱或成趋势

本报济南8月12日讯(记者 王
茂林 实习生 杨瀚森 ) 持续高
温天气里，人们终于盼来了11日夜
间到12日的这场雨。全省大部分地
区都感受到雨的降临，这场雨也把
12日的大监站日最高温拉回33℃-
36℃左右。据省气象台预报，近日鲁
西北、鲁中还有雨，同时省气象台继
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2日雨一停，阳光就开始发力
了。预计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鲁西
北和鲁中西部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并伴有雷电。高温其实并没有
离开，省气象台12日17时继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
鲁南和鲁中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
左右，14日～15日，全省大部地区最
高气温在35℃～37℃。

虽然局部有雨

高温并未离开

8月11日下午，几位外地菜农正
在浙江绍兴市区蔬菜批发市场旁边
自己租种的几亩蔬菜地里辛勤劳
作。受连续40℃高温的影响，许多蔬
菜被烤焦、死亡，或者受到虫害，但
因高温容易蒸发无法施药，使得原
本能够卖到2元左右一斤的蔬菜，因
为有了虫害而只能几毛钱一斤贱
卖，损失惨重。同时，高温还抑制了
蔬菜种子的萌发，让菜农们更是雪
上加霜。

截至11日16时，绍兴市新昌县
以44 . 1℃打破了8月7日宁波奉化创
下的43 . 5℃的纪录，再创该省最高
纪录。上午10时，浙江省也启动了抗
旱级应急响应。

据人民网

绍兴44 . 1℃

地里蔬菜被烤焦

山东连日高温，一
些城市急降暴雨。中央
气象台只有8天没有发
布高温预警，中国气象
局也启动了高温二级
应急响应。今年这种大
范围、长时间的高温天
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
致的？预示着怎样的趋
势？应该如何应对？

未来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否
会越来越热？高温炙烤是否会成
为常态？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
师孙冷说，从监测情况来看，最
近几年极端气候事件确实是频
发，有增加趋势。全球变暖会导
致我国大气环流变化，带来空气
的交换更加频繁和剧烈。也就是
说北方地区的人可能感受到相
当于南方的天气，很难适应。但

是未来的趋势究竟会怎么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李维京说，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可能会形成北涝南旱的趋势。
我国的雨带有非常显著的年代
变化特征。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70年代，主雨带在北方。到了
80年代，主雨带在长江以南地
区。到2000年以后，雨带逐渐向
北移。近几年来，整个降水带向

北移。未来，随着全球变暖的持
续，我国主雨带很可能北移。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
海洋科学系胡永云教授也指出，
从最近几年的气候资料分析看，
副热带高压的位置随着全球变
暖在不断向北发展。当然，它的
移动很缓慢。总的来看，今年南
方干旱、降水偏少而北方降水偏
多，跟这个形势是一致的。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
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陈振
林说，这几年一直在验证这个变
化趋势，去年“7·21”北京暴雨也
是发生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李维京说，全球变暖以后，
显著的影响是使得大气当中的
水分循环加剧，大气不稳定度增
加，使得极端的旱与涝都容易出
现。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000年以来，雨带逐渐向北移
去年“7·21”北京暴雨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实习生 陈伟

炙烤齐鲁 探因

今年热得厉害，在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印象中，范
围这么广、强度这么强、持续这
么长的高温天，似乎没有。1971
年、1989年、2003年是比较热的
年份，但今年刷新了很多纪录。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
军介绍说，造成今年高温范围扩
大强度增强的原因主要是副热
带高压的加强北抬。以前是长江
流域出现高温比较多，现在扩展

到黄河下游以南也出现了大面
积的高温。另外，副热带高压中
心的强度加强了，这也是造成
37℃以上高温区域扩大的原因。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计划
首席科学家李维京解释说，今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盛主要
有四个原因：一是今年的海洋受
东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风量偏
低，整个西太平洋暖风地区海风
偏高，有利于副高的增强偏北。

二是青藏高原热力作用非常显
著。整个冬季到春季，青藏高原
的积雪很少，使得高原接受的太
阳辐射比较多，到夏季的时候就
成为强大的热源，这个热源有利
于副高偏北、偏西，而且有利于
华北降水，不利于长江及江南地
区的降水。三是从去年9月份的
秋季以来，北极海冰相当少，处
于近十多年来的低点。四是全球
变暖使得全球的副热带高压都

有向北移动的趋势。
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孙冷认为，今夏气温高和青藏高
原积雪减少有关，地面反射率减
少，从而影响季风，导致北方降
水偏多。”李维京说，今年不仅我
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日
本、美国等国家，都出现了高温
天气。主要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
下，副高都向北移，原来降水多
的地方就会出现干旱。

别看青藏高原离得远，却送来很多热量
37℃以上高温区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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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主雨带年代际变化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主雨带南落，到90年代落到了华南江南，从2000年以后主雨带北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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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高温导致蔬菜在地里被烤焦。

8月12日，游客在青岛栈桥海水浴场游玩避暑。 新华社发

用冷岛效应处理热岛危机
昨日济南市区郊区温差达6℃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
系教授周复多认为，在某种意义
上，死于热射病的公众实际上是
死于城市的“热岛效应”。根据周
复多的研究，城市规模越大，热
岛的强度越强。研究人员对济南
市1964年-2006年的气温观测资
料分析发现，济南市的城市热岛
效应有逐年增强的趋势。尤其是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增强最
大。济南市气象台的监测数据显

示，12日15时，城里的百花公园
自动站气温34℃，郊外的跑马岭
自动站气温只有28℃。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
学院院长俞孔坚提出，城市高温
跟规划也有很大关系。风道的堵
塞、湿地的消失、绿地的减少、城
市的扩大、玻璃幕墙的大量使
用，对城市的热岛效应起着越来
越负面的作用。还是公共绿地的

“冷岛效应”管用。据卫星遥感资

料显示，上海陆家嘴的中心绿地
建成后，陆家嘴原有的4个热岛
全部消失。研究数据显示，一个
区域绿化覆盖率达到30%时，热
岛强度开始明显减弱，达到50%
时，热岛现象缓解极其明显。

湖南省常德市政府欧盟亚
洲环境支持项目联络办公室中
方协调员刘波指出，一些城市硬
化率达到80%以上，雨水自然渗
透率不足20%。城市失去了河

流，又没有收集雨水，导致内涝
时排涝不畅，高温时无水降温，
整个生态受到大影响。我们应该
建造的是海绵体城市。但目前，
国家在城市生态修复问题上法
律和技术体系准备不足，立法也
需要时间，但城市生态问题愈演
愈烈，今夏的热岛效应已很明
显。希望全社会发挥正能量，催
生体制的创新和生态工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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