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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时代来临？

夏至这天上午，久违的雨水落在河北中南部的小村
庄。整个 6 月中旬，河北大部地区降水量在 10 毫米以
下，比常年偏高 2℃至 5℃的气温更是加快了土壤水分蒸
发，旱情迅速发展。

对于处在出苗期的玉米，这无疑是当头一棒，一些玉
米苗已经出现卷叶和黄叶。附近仅有的一口 74 米深的
井，承担着 50 亩地的浇灌任务。无奈之下，村民们只好
用抓纸球来决定浇水先后。

69 岁的李丙吉运气不太好，等了两天才浇上水。那
天，他几乎一天一夜没合眼。

久盼的这场雨并没有下很久，高温再次袭来。
无 论 是 6 月 北 方 的 持 续 高 温 ，还 是 长 江 中 下 游 多

日如注的暴雨，抑或华北多发的强对流天气、山东突然
刮起的龙卷风，都不断激起人们的感慨：“天气越来越不
寻常。”

表现剧烈的极端天气增多，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
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的警示：全球变暖
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报
告显示，今年 5 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 月，也是连续第
12个月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刷新同期最高值。

更高的温度纪录，正在不断刷新。
这家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说，全球今年 7 月 21 日的

日平均气温达到 17.09℃，刷新 2023年 7月 6日创下的最
高纪录。

但仅仅过了一天，这个纪录就又被打破了——今年
7月 22日全球日平均气温为 17.15℃，连续打破单日最热
纪录，是地球 1940 年开始记录相关数据以来最热的一
天。7月 23日的气温仍居高位。

气候“沸腾”，对我国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加剧，我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

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
强度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说。

与此同时，伴随气温升高，大气中持水量增加，极端
强降水发生的风险增大成为我们正在并将长期面对的
现实。

当下，暴雨正变得越来越剧烈。今年 6 月导致广东
梅州平远县多人死亡的强降雨，16日 8时至 20 时雨量超
过 300毫米的镇有 4个、超过 200毫米的镇有 8个。

去年夏天，京津冀地区发生历史罕见暴雨天气过
程，局地最大累计降雨量达 1003 毫米，北京市过程雨量
超过华北历史上三次极端暴雨过程。而在 2021 年 7 月
河 南 发 生 特 大 暴 雨 灾 害 期 间 ，郑 州 气 象 观 测 站 则 以
201.9 毫米的小时降雨量突破我国大陆小时气象观测降
雨量极值。

巢清尘说，根据最新的气候模式结果分析，预计到
2050 年我国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呈现发生更频繁、
影响更广泛、极端性更凸显的趋势，极端高温、干旱、强降

雨等事件趋多趋强。

谁是那只“背后的手”？

灾难片《后天》采用剧烈的表现形式——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环流停止导致地球进入新的冰河期，向人们揭
示气候变化的恶果。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推动极
端天气频发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谁？

专家表示，所处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变化、海陆分布、
地形地势等共同作用，造就了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气
候。大气环流是影响天气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变量之一。
笼罩在地球上空的各个高压、低压系统，不断移动、增强
或减弱，带来了不同时间的阴晴雨雪天气。从长时间尺
度看，大气环流在一年四季中呈现一定规律，但若其出现
异常，极端天气很可能就产生了。

“气候变暖会加剧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改变大尺度的
大气环流形势，是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重要背
景。”巢清尘说。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不直接造成极端天气，但它加强
了极端天气的触发条件，正是那只背后“看不见的手”。

诸多数据显示，世界上两大冰盖——南极冰盖和格
陵兰冰盖因气候变化逐渐萎缩。除冰盖外，南北极海冰
也在快速消融，北极海冰覆盖范围在过去 40年里减少了
近 50%，近年来南极海冰范围也开始大幅波动。

冰川作为气候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全球气候起到调
节作用。“但现在仿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全球变暖导
致极端事件增加，高温热浪会随着洋流走向极地，加速冰
川和海冰融化，而极地冰川和海冰的消融又会引起更强
烈的全球变暖。”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
究所研究员张东启说。

几乎在所有气候变化报告中，我们都能看到“冰川加
速消融”的结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事冰川研究
的张东启，有更直观的感受。

“10 多年前我去祁连山的老虎沟 12 号冰川时，见到
一个高 10 米的大冰洞，但第二年再去就垮塌了，大量的
冰川融水甚至冲垮了当地道路。”张东启回忆说，1998 年
第一次去青藏高原参加科考时见到的冰塔林，隔 10 年再
去远没有之前那么高。

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贯穿古今。
从 1974 年开始专事历史气候研究的气候专家张德

二，利用各种历史典籍包括地方志等多种史料，复原了我
国历史上多起干旱、暴雨、寒冬、炎夏等极端事件的实况，
写成《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一书。

从古代到现今类似或完全不同的极端天气，我们可
以看到气候一直在变化，且会一直变化下去。

“一些现代未曾出现，而历史上却发生过的且更为严
重的事件，倘若将来再发生，后果又将如何？”张德二提出
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面对的。无论如何，对人类来
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新的挑战有哪些？

“虽然火灾数量在减少，但大火数量仍未走低。”国家
消防救援局森林草原灭火和航空救援司负责人马玉春说。

他解释，气温升高导致地表干旱，很多林区干到树叶
一抓就碎，加之大风天气多，火势蔓延很快，容易小火变大火。

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上的研究显
示，全球极端野火的频率和强度在过去 20年增加了约一倍。

极端强降雨对水网、电网等城市基础设施也提出更
高要求。

城市不仅集聚了大量人口，也集中了重要的基础设
施，叠加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显著，其面临的气候风险
更为严峻。如何让城市更加安全，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龚道孝表示，
随着极端降水增加，原来十年一遇的降雨在未来可能会
变为五年一遇，这使得原本就存在设计建设标准略低的
排水管网的应对能力进一步下降。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匹
配不足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而应该系统全
面地看待与解决。

他认为，应对极端事件带来的新挑战，并非只有提高
规划设计标准一条路，也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应急保障措
施。简单大幅地提高标准，不但会造成巨大浪费和设施

闲置，在巨灾面前也是杯水车薪。
龚道孝举了个例子，去年夏天京津冀特大暴雨事件

中有一个水厂基本未受影响。“现场调研才发现，这个厂
在大门外用防汛板成功阻挡了洪水进入，方法简便易行
但效果非常好。在 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时，也有部分小
区采取类似措施把洪水挡在了门外。”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极端天气的冲击也已经开始影
响日常生活。

7 月，随着高温在江南等地蔓延，各地医院热射病患
者数量开始增多。随着近年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热射病
这个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逐渐被公众熟知。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底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与
高温相关的死亡率可能比目前记录的高出 30 倍。而许
多 受 影 响 的 国 家 并 没 有 提 供 有 效 的 高 温 预 警 服 务 。
2000 年至 2019 年间，估计全球每年因高温死亡的人数
约为 48.9 万人，其中亚洲约占 45%，欧洲约占 36%。据
估计，2022 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 35 个欧洲国家
的约 6万人“超额死亡”。

极端高温频发带来健康威胁的同时，相应的保护和
应对措施仍待完善。以劳动保护为例，虽然为户外劳动
者“送清凉”、调整优化工作环境和作业时间等逐渐被多
地列为高温劳动保护的重点，但还有不少建筑工人、在田
间地头劳作的农民，游离在高温劳动保护之外。

未来我们能够做什么？

回想起 6 月 16 日的转移，平远县差干镇差干村许多
村民仍心有余悸。当天上午 11 点，村里开始上水，最高
已经淹了差不多一层楼，村道被水浸泡。

村民的手机陆续收到需要转移的短信。村民小组组
长骑着摩托车，去隔壁小组拉来两条船用于救援。村民
自发划着船，先转移了 30 多人。水位迅速上涨，到下午
五六点钟村里断水断电，村民小组组长和熟悉附近情况
的村民，赶紧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大家转移。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年均因灾
死亡、失踪人数，和前五年均值相比下降 54.3%。一方
面，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等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灾
害预警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叫应”在内的应急机
制不断完善，也有效减少了伤亡。

2022 年，生态环境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提出，到 2035 年，全社会适应气
候变化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防灾减灾方面，水利等基础设施将面临更大考验，需
要进一步更新。

去年，我国增发 1 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
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相关资金已于今年 2 月前
全部下达，各地抓紧推动增发国债项目开工建设。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
任刘传正认为，在应对灾害风险方面，关键要推进大应急
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希望每个社会
成员都要养成防灾减灾的习惯，将之作为平常生产、生活
考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遭遇突发情况时从容应对。

扩大到经济社会系统来看，有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雨水、温度等气候资源发生变化，粮食生产应如何随

之调整产业布局、种植结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提升应对天气灾害的韧性

和灵活性？
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健康风险增加，人们应如何加

强对气候敏感疾病的监测预警及防控？
相关部门、机构等正在逐步作答。
除了适应，我们能做的还有主动减缓气候变化。
2020 年我国向世界宣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推动既有建

筑绿色低碳改造，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
过 65%；森林覆盖率达 24.02%，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最快的国家……“双碳”不仅成为近年来社会讨论的
热词，也正在深刻融入现实的生产生活中。

不断刷新的高温纪录、逐渐消融的冰川、更加极端的
暴雨，正在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次极端天
气，都在以最直接、最强烈的方式警示我们：敬畏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
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5%，涨幅处于近年
同期较高水平，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
李承健分析认为，7 月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增速回升，
食品价格上涨贡献较大，同时旅游、教育、娱乐等价格涨幅
相对稳定，反映出部分商品领域供需关系正在改善，部分
服务消费活跃度较高。

从环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6%转为上涨 1.2%，
影响 CPI环比上涨约 0.21个百分点；受部分地区高温降雨天
气影响，鲜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9.3%和 4.4%，占 CPI总涨
幅的四成。从同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1%转为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猪产能去化效应逐步显现，7 月
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20.4%，涨幅比上月扩大 2.3个百分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分
析，4 月份以来，生猪价格反弹后稳步上涨，带动猪肉价格
4、5月份环比小幅上涨，6月份开始涨幅加大，8月第 1周生
猪和猪肉价格已经涨至 2023年 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

7 月 份 ，非 食 品 价 格 环 比 由 上 月 下 降 0.2%转 为 上 涨
0.4%，影响CPI环比上涨约 0.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0.7%，涨幅
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 0.5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介绍，当前暑期
出游需求较旺，7 月份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环
比上涨 22.1%、9.4%和 5.8%，涨幅均高于近十年同期平均
水平，合计影响 CPI环比上涨约 0.24个百分点，占 CPI总涨
幅近五成。

7 月份，受市场需求不足及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行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
下降 0.2%，同比下降 0.8%，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主要行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价格分别同比
下降 5.6%、3.7%、2.8%、2.7%、2.6%、2.1%。“上述 6 个行业
是影响 PPI 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合计下拉 PPI 约 1.25 个
百分点。”董莉娟分析指出。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
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
生、促消费。

《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务
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释放以服
务消费为抓手、为扩大内需添动力的明确信号……近段时
间，一系列促消费、扩内需政策陆续出台。

“随着下半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收入、就业、消费意
愿等指标有望延续改善趋势，助力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温
和回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刘方说。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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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端 天 气 警 示 录
7 月，汹涌的洪水一度冲开位于湖南华容县

团 洲 垸 的 洞 庭 湖 一 线 堤 防 ，导 致 农 田 、村 庄 被

淹，数千人被迫搬离。经过全国多方支援，齐心

抢险，溃口被封堵。

而前两年夏天，洞庭湖还因严重旱情备受

瞩目，并在去年 8 月创下 1989 年以来同期水体

面积最小值。

洞庭湖所经历的洪涝与干旱两极境遇，是极

端天气频发的典型缩影。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广 发 、强 发 、并 发 的

趋势。

除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灾害天气的能力，

面对严峻的自然大变局，我们还需要以更长远

的时间维度和更广阔的空间尺度，理解一系列

变 化 的 缘 起 ，洞 察 其 深 层 成 因 ，展 望 其 未 来 趋

势。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加切实、有效的理念和

办法，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CPI 同 比 涨 幅 扩 大 消 费 需 求 持 续 恢 复
——透视 7 月份物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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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中国奥运健儿闪耀赛场；国内，冠军
同款商品火了！相关运动燃了！

“郑钦文同款网球裙”“全红婵同款拖鞋”
“黄雨婷同款发卡”……一些“冠军同款”商品，
价格亲民，一时间登上多个电商平台热搜榜
单。奥运带动的运动快时尚、体育健身热等成
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一个缩影。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新的体育消费
场景、增加体育消费场所、推出特色鲜明的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等。

本届奥运会，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感染着
观众，投注在他们身上的目光，让体育“注意力
经济”的倍增效应凸显。

奥运带热了“小装备”。
当黄雨婷在射击赛场摘得中国首金的那

一刻，她头上的白色发卡成为万千网友的“心
头好”。电商平台上，同款商品有 300多件，热
度上升 120%，有店铺显示“全网热销 3 万多
件”。郑钦文夺冠之后，同款网球裙一周内搜
索热度提升 240%。

一家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7 月，羽毛
球等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三位数，增速迅猛；
排球消费同比增速超六成，篮球、网球等球类
器材和装备也有一定程度增长。

奥运带火了运动场馆。
在 上 海 、北 京 等 城 市 ，网 球 场“ 一 场 难

求”。羽毛球、乒乓球等传统热门项目，大众参
与热度进一步提升，冲浪、攀岩等小众运动，参
与度也被激活。

一家在线平台 数 据 显 示 ，7 月 26 日 至 8

月 1 日 ，平 台 内 健 身 房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达
127%，网 球 馆 、羽 毛 球 馆 、游 泳 馆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76% 、68% 和 66%，攀 岩 馆 同 比 增
幅达 72%。

时 下 ，运 动 健 身 正 成 为 时 尚 生 活 方 式 ，
相 关 产 品 和 服 务 应 运 而 生 。 2023 年 底 ，我
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9 平方米，超额
完成了《“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
工 程 实 施 方 案》提 出 的 人 均 2.6 平 方 米 的
目 标 。

奥运加速释放消费新需求。
8 月 8 日，我国第 16 个“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与奥运

同行”主题活动启动。全国预计举办 2 万余场赛事活动，直
接参与群众超 1000 万人次，将进一步带动体育经济全链条
发展。

根据《“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到 2025 年，体育产业
总 规 模 达 到 5 万 亿 元 ，增 加 值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达 到
2%，居 民 体 育 消 费 总 规 模 超 过 2.8 万 亿 元 ，从 业 人 员 超 过
800 万人。

全民健身动起来！更多体育经济的新样态不断涌现，政
府、企业、社会正在共同发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

多元化的体育经济，向着更大规模更高水平迈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武汉 8月 9日电）

8 月 8 日 ，水 上 运 动 爱 好 者 在 山 东 烟 台 四 十 里 湾 海 域 驾
驶帆船和帆板（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唐 克 摄）

新华社天津 8 月 9 日电（记者 周润健） 今年 8 月 10 日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日子，天
宇将发生月球遮掩室女座最亮恒星——角宿一的奇趣天象。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本次天象，我国仅有东南部沿海地
区的公众能够在夕阳余晖中看到掩终过程，其他地区则可在
天黑后欣赏月球与角宿一近距离相伴的景象。

月掩星（行星或恒星）是天文爱好者比较喜欢的一种天
象。月掩角宿一是指月球运行至地球与角宿一之间，三者排
成一条直线，届时月球将会在角宿一前面“路过”。由于月球
的视直径远大于角宿一的视直径，因此在“路过”的时候会把
角宿一完全挡住。角宿一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完全“消
失”，过一阵子又会出现。

“由于月球自西向东运行，因此被掩星总是在月球的东
边缘消失，然后在月球的西边缘重现。”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说。

月球在天上运行一圈会经过一些明亮的行星或恒星，通
常比较受关注的月掩亮星有：月掩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角
宿一、心宿二、毕宿五、轩辕十四等。最近一次月掩亮星发生
在上个月的 25日，是一次月掩土星。

室女座是黄道星座之一，角宿一是室女座最亮恒星，也
是全天第十六亮星。

本次月掩角宿一发生在 10 日 19时左右。“虽然掩带覆盖
我国大部地区，但由于掩星发生时天还没有黑，仅有东南部
沿海地区的公众能够在夕阳余晖中看到掩终过程，借助望远
镜观测效果会更好。即使只能见证掩终的震撼瞬间，也是很
值得期待的。”杨婧说。

我国其他地区的公众只能在天黑后看到月伴角宿一的
景象。此时月相接近上弦月，亮度还不是很高，和角宿一比
较匹配，这幕“星月对话”也很值得欣赏。

七夕，相传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感兴趣的公众
在欣赏这幕“星月对话”的同时，也可以顺便找一找银河两岸
的牛郎星和织女星。“最好是在光污染小且视野开阔的地方
观测，视觉效果更佳。”杨婧提醒说。

今 日 月 掩 角 宿 一

可赏“掩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