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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22年年极极端端气气候候频频现现
专专家家说说，，目目前前的的极极寒寒天天气气是是全全球球变变暖暖现现象象造造成成的的，，人人类类活活动动也也引引发发了了气气候候变变化化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多
哈召开之际，11月28日 ,世界气象
组织发布了《世界气候状况年度
临时声明》，认为2012年是极端气
候现象频发的一年。该《声明》说，
今年全球各地频现极端气候事
件，北半球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
热浪、干旱、洪水和低温。

目前，北半球出现了极寒天
气的现象，国际上主流观点认为，
此次极寒天气是全球变暖现象造
成的。因为全球变暖，太平洋的海
水夏季吸收了很多热量，冬季时
很难冻冰，继而影响了北极地区
的气压和环流变化，导致极寒天
气。

极寒：

低温袭击欧洲和东亚

人们常说瑞雪兆丰年，可在
今年年初和年底的欧亚大陆，“瑞
雪”俨然变成寒冷刺骨的“锐雪”，
极寒成了许多国家的噩梦。

持续不断的低温雨雪天气引
发了交通瘫痪、电力供应中断、供
暖供电供气受影响，百年难遇的
极端低温现象袭击了基本上整个
欧洲和亚洲的北部部分地区，来
势凶猛让人措手不及。截至今年3

月份，这股寒流已经造成600余人
死亡。而在今年年底，低温雨雪天
气再次袭来。

成因：始作俑者为西伯利亚
高压气团。

据了解，通常影响欧洲地区
的冷空气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
冷空气来自于格陵兰岛，途经北
大西洋、北海后自西向东影响欧
洲。而另一种冷空气来自于东欧
及西伯利亚地区，自东向西影响
欧洲。而这次百年低温影响范围
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严
重，始作俑则属于后者。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
称，这次席卷欧亚大陆的严寒天
气是西伯利亚高压气团阻碍了暖
空气西进，导致欧洲地区温度骤
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陆龙骅也从技术角度给出了解
释：今年北极“涛动”指数呈现负
值，即北极地区比北极以外地区
的气压高，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因
此扩散到北极以外地区，导致欧
洲和东亚各地出现严寒天气。

热浪：

高温势头缘于人类活动

今年上半年，人们还没有完
全从百年低温中缓过劲儿来，一
波热浪又冲了过来。虽说年初的
拉尼娜现象虽然对全球产生了一
定降温作用，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自4月份拉尼娜现象结束后，全球
陆地和海洋的每月温度均高于平

均值并不断攀升。
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简称NOAA)数据显示，由于今
年6月下半月的极端高温天气，使
得今年头6个月成为美国本土历
年来最热的半年。美国持续一个
多星期的高温天气已造成至少74

人死亡。过去的12个月也成为自
1895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6月份的美国烈日灼身，急剧
飙升的温度让人吃不消。然而当
时序进入 7月，北美更无喘息空
间。热浪在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
伊州造成高速公路路面严重变
形，马里兰州铁路轨道扭曲，飞机
跑道甚至被热到熔化。

成因：极度高温或缘于人类
活动。

热浪来袭，专家众说纷纭。部
分气象专家称拉尼娜现象在内的
几种气候类型的异常交汇是导致
2012年初以来温暖天气的直接原
因。也有不少气象学家将高温天
气归咎于全球气候变暖。

尽管不能将个别事件归因于
全球变暖，但NOAA国家气候数
据中心的气候学家杰克·克劳奇
趣称，就像燃烧煤油等化石燃料、
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
天气一样，这种极端天气只会愈
加频繁。对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杰
克·克劳奇说：“这一长期趋势，是
干旱等局部和地区效应共同导致
的。”

除美国以外，欧洲南部、俄罗
斯以及印度等地今年也遭受了酷
热的考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米歇尔·雅罗同样强调，高温势头
缘于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

洪水：

“热岛效应”加大雨量

回望2012年的极端天气，最为
牵动我们的可能非北京“7·21”特
大暴雨莫属。

今年7月21日，北京城遭遇今
年以来最大降雨，总体达到特大
暴雨级别。一天内，北京市气象台
连发五个预警，暴雨级别最高上
升到橙色。截至7月22日2时，北京

市平均降雨量164毫米，为61年以
来最大。其中，最大降雨点房山区
河北镇达到460毫米。暴雨引发房
山地区山洪暴发，拒马河上游洪
峰下泄。7月23日，据初步统计，北
京市经济损失近百亿元，造成77

人遇难。
成因：城市“热岛效应”或是

加大雨量的因素之一。
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为何突

然爆发？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和强
盛的西南暖湿气流在华北一带剧
烈交汇。北京市气象台台长乔林
坦言，冷暖空气交汇使得南方的
水汽源源不断，冷暖交汇点处于
北京上空。并且，持续几天的闷热
给京城积蓄了充沛的水汽，北京
以南的水汽又源源不断地输入，
为降雨营造了良好的水汽条件。

乔林认为，城市化导致的“热
岛效应”，也是加大雨量的因素之
一。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
下垫面，地面热力比原先大。这导
致城区气温难以回落，水汽无法
流失。不过也有气象专家认为，城
市化进程对降水的影响有着非常
复杂的物理机制，因此，尚不能断
言城市化进程是造成降水时空分
布特征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干旱：

大气环流异常等导致

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前发布的
年度报告中称，2012年的旱情主要
集中在美国、俄罗斯、巴西、澳洲
和中国等地。

说起干旱，我们最常联想起
的是三年连旱的云南。从今年开
年至2月5日，云南全省平均累计
降水量仅21毫米，而1月15日以后
出现的累计降水量仅1 . 7毫米，持
续加剧的旱情让人苦不堪言。

截至今年2月15日的气象干旱
监测显示，云南全省共有112气象
监测站点出现干旱，占全省总站
数的90%，重度以上干旱已占到全
省总站数的55%。

与以往不同的是，近3年云南
省由于雨季降水偏少，前期的干
旱难以缓解，库塘蓄水得不到有

效补充，致使干旱不利影响累计
增长。

成因：季节性干旱、大气环流

异常等共同导致。
云南部分地区已经连续3年

发生严重干旱，云南省气象专家
研究认为，季节性干旱、大气环流
异常和近三年降水持续偏少三大
因素共同导致今年的旱情。

据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晏红明介绍，冬春季节是云南的
季节性干旱期。云南具有明显的
季风气候特征，每年冬春季正处
于干季(11月-来年4月)，自然降水
稀少，蒸发量大，极易发生气象干
旱。

其次，大气环流异常。根据气
象资料分析，今年1月中旬后期以
来，尽管影响欧亚中高纬度地区
的冷空气偏强，但由于冷空气位
置比较偏北偏东，东亚中低纬度
地区主要为比较平直的西风气流
控制，加上南支波动处于偏弱状
态，不利于暖湿气流输送，造成云
南处于干暖西风气流的控制之
下，天气持续晴朗少雨，温度偏
高。

此外，近三年降水量持续偏
少。自然降水无法满足生产生活
的需求，导致干旱发展迅速。

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更密切

2012年，极端天气的频频出现
让全球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
极端气候现象不胜枚举。“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极端气候的影响
可以是突然的、急剧的，但极端气
候的演变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
期。导致极端气候产生的原因不
可一概而论，除了全球变暖，一些
持续周期较短的自然存在的气候
现象，如厄尔尼诺、拉尼娜，甚至
季节更替都会对天气产生影响。

美国赖斯大学气候变化专家
罗恩·萨斯说：“未来几年，我们将
看到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如洪
水、干旱、极端天气和极端高温
等，这些灾害与火山爆发、地震等
灾害相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更
为紧密。”

众所周知，自然和人为是影
响气候变化的两大因素，前者我
们不易把握，而后者我们力所能
及却不停发挥着负作用。尽管诸
多科学家及学者一再呼吁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但可惜的是，后知后
觉的人类并没有尽早采取切实有
效的挽救措施。

极端气候只能给我们带来巨
大伤害，减缓这一局面人类能做
什么？答案依旧老生常谈：我们唯
有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排温室
气体，同时保护森林，多管齐下，
相信行动一定会带来改变。

(据《科技日报》)

全球人均寿命延长

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网
络版12月13日发表的《2010全球
疾病负担研究》报告称，与1970

年相比，2010年男性预期寿命
延长了11 . 1年，女性延长了12 . 1

年。
《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报告由7篇论文组成。50个国家
和地区的480名研究人员为这项
研究收集截至2010年的多项调
查、人口普查和过往研究结果。

该报告称，2010年，日本人
预期寿命与1990年一样名列世
界第一，男性79岁，女性86岁。
美国男性预期寿命76岁，女性
81岁。

推广接种疫苗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 9 9 0年的每年
1000万名儿童死亡减少到大约
700万名。

营养不良曾是儿童的头号
健康敌人，如今除非洲外，其他
地方儿童营养过剩的情况远多
于饿肚子。

一些疾病困扰时间延长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普遍延
长，遭受“耳聋眼花”或者抑郁
症等精神疾病困扰的年头随之
变长。研究人员呼吁卫生政策
重点从简单的“让人们活着”变
为“让人们健康地活着”。

“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人
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5年，但是
(其中)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仅约
4年。”研究参与者、美国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乔希·萨
洛蒙告诉法新社记者，这相当
于延长了4年健康生活和一年
不健康的生活。

另外两名研究参与者、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口健康学
院的艾伦·洛佩斯和西奥·沃斯
说：“健康不只是避免死亡。”

全球范围内，高血压成为
最大健康风险，其次是吸烟和
酗酒。

近日，美联社援引主持这
项研究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
统计评估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
弗·默里的话报道：“全球健康
负担最大的贡献者不是夭折，
而是慢性病、伤痛、精神健康问
题和所有骨头及关节疾病。”在
发达国家，这些问题占健康困
扰的一半以上。

心脏病和中风是头号杀手

世界各地的死亡主要原因
不同。谋杀致死在拉丁美洲男
性死亡原因中列第3位，在全球
范围列第20位，在美国列第21

位，在西欧列第57位。
15岁至49岁人群中，非洲

每10万人中有8 . 8人死于糖尿
病，远多于西欧每10万人中1人
的比例。

从全球范围看，心脏病和
中风是头号杀手；随着老龄化
加剧，肺癌成为列第5位的死
因；肝癌、胃癌、结肠癌在前20

位死因之列。1990年，艾滋病是
列第35位的死亡原因，2010年
上升到第6位。

（据《东方早报》）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称

寿命变长

患病时间也延长

在在联联合合国国气气候候变变化化大大会会在在多多哈哈召召开开之之际际，，1111月月2288日日,,世世界界气气象象组组织织发发布布了了《《世世界界气气候候状状况况

年年度度临临时时声声明明》》，，认认为为22001122年年是是极极端端气气候候现现象象频频发发的的一一年年。。该该《《声声明明》》说说，，今今年年全全球球各各地地频频现现极极

端端气气候候事事件件，，北北半半球球尤尤为为明明显显，，主主要要表表现现为为热热浪浪、、干干旱旱、、洪洪水水和和低低温温。。而而在在媒媒体体上上，，““百百年年最最低低

温温度度””、、““有有气气象象记记录录以以来来降降雨雨量量最最多多””等等也也经经常常出出现现。。

目目前前，，北北半半球球出出现现了了极极寒寒天天气气的的现现象象，，国国际际上上主主流流观观点点认认为为，，此此次次极极寒寒天天气气是是全全球球变变暖暖

现现象象造造成成的的。。因因为为全全球球变变暖暖，，太太平平洋洋的的海海水水夏夏季季吸吸收收了了很很多多热热量量，，冬冬季季时时很很难难冻冻冰冰，，继继而而影影响响

了了北北极极地地区区的的气气压压和和环环流流变变化化，，导导致致极极寒寒天天气气。。有有专专家家说说，，这这种种极极端端天天气气只只会会愈愈加加频频繁繁。。
一项由全球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人员参与的健康调查

显示，1970年以来，人

类整体预期寿命延长

了1 0年多，但是遭受

伤痛和疾病折磨的时

间随之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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