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接原因一：

下沉气流

有各种观点表明，导致北半球异常高温的原因
是多样的，不过异常的大气环流必然是重要的因素
之一。

这段时间，北半球出现了罕见的环球暖高压
带。据国家气候中心分析，6月以来，在北半球副热
带地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大西洋高压
带和伊朗高压均阶段性增强，由此形成大范围的环
球暖高压带。暖高压带控制下，下沉气流就变得盛
行起来。

下沉气流的出现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都知
道，随着高度的升高，气温是呈下降趋势的，一般每
升高 100 米，气温下降 0.6℃。因此，当有气团在外
力作用下不断升高时，其温度不断降低，以至其内
部的水汽能凝结成云，产生降雨。同样的道理，当
气团做下沉运动时，其内部的温度会不断升高，同
时也就不易形成云。这些特点有利于地面增温，云
的减少也使得太阳辐射更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
频发且强度较强。

直接原因二：

“热穹顶”现象

很多人都还记得，早在 2021年，北美西部就发
生了一次超级热浪事件。而在最近几天，中科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在团队发表了一篇针对
去年北美西部超级热浪事件的研究分析。这一最
新研究成果从物理机制角度阐明了“热穹顶”与超
级热浪事件的关系。

“热穹顶”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
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
稳定的“Ω ”形，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
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
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
件。“热穹顶”现象图解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这样一个“Ω ”形的罩子是如何形成的？王春
在指出，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

“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上
层的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的循环导致热穹顶里
的温度越来越高。同时，稳定的“Ω ”型大气环流，
使得冷空气无法进入热穹顶，热穹顶内部的气温
无法降低，从而在热穹顶下方引发了持续性的超
级热浪事件。

根本原因：

气候变化

如果说大气环流的异常具有一定偶然性，那么
长期发生的气候变化则是热浪频发的根本原因。

以往的气象数据最能证明气候变化的真实存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第六
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IPCC AR6）指出，相对于

1850-1900 年，2001-2020 年平均全球地表温度升
高了 0.99（0.84-1.10）℃。1850 年至 2020 年气温上
升原因分析（黑线为代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
响下的温度变化曲线，蓝线为自然因素单独影响下
的温度变化曲线）

世界气象组织在本月19日说，类似这次席卷欧
洲的高温天气未来或成欧洲夏季“标配”。世界气
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发布会上说：“未来
几十年，热浪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气候变化引发
的负面趋势将至少持续至2060年，人们在减缓气候
变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会改变这一趋势。”世界气
象组织预计全球冰川消融趋势将持续数百年甚至
更长时间。

科学地讲，能够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大概
可以分为三类：自然内部变率、自然外强迫（例如太
阳、火山）和人为外强迫。从长期来看，温室气体排
放为主的人类活动不仅是逐日气温增高的主要原
因，也会大幅度增加类似热浪事件发生的概率。

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重要的温室气体，
大量的二氧化碳犹如在地球上盖了一层棉被，把照
射到地表的太阳热量更多地锁定在近地面层。面
对日益严重的高温热浪，全人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
施已刻不容缓，其中，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措施就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相比于自然变率影响的随机性，人类活动的影
响是比较确定的。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人
类应该有所作为。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欧洲联盟理事会 26 日
宣布，欧盟各成员国当天达成协议，同意今年 8 月至
明年 3 月“自愿削减”15%天然气用量，以应对能源短
缺问题。

这一决定是在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当天召开会议
后宣布的。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欧盟原本打算要求
成员国接受“强制削减”天然气用量，最新达成的协议
显现各方的“妥协”。

欧盟理事会2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加强欧盟“能
源供应安全”，欧盟成员国达成这份“政治协议”。然
而，协议规定，一旦出现有关能源供应安全的“警报”，
减少天然气用量将成为“强制要求”。

声明说，如果出现天然气严重短缺或天然气需求
异常高等情况，欧盟方面将决定是否发出“警报”。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和石
油供应。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但制裁引
起的反噬令欧盟处境愈发窘迫。为应对天然气短缺，

欧盟一方面计划“省气”，另一方面四处“寻气”，包括决
定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上月中旬以
德国西门子公司未及时交还俄气送修的涡轮机为
由，将经由“北溪-1”管道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
减少至满负荷输送量的 40%左右。西门子公司说，涡
轮机被送到加拿大维修，但受加拿大对俄制裁影响
无法交还。加拿大方面最终同意给予涡轮机制裁豁
免，但俄方尚未收到维修好的涡轮机。“北溪-1”管道
本月 11 日暂停输气，展开例行年度维护，21 日恢复供
气，但供气量维持在满负荷输送量的 40%左右。

俄气 25 日说，由于又一台涡轮机需要维修，自 27
日起，“北溪-1”单日供气量将继续减少，下降至满负
荷输送量的 20%。这一情况再度引发欧洲对俄罗斯彻
底“断供”的担忧。

然而，面对天然气短缺危机，欧盟成员国对减少
天然气用量的提议态度不一。一些成员国并不依赖
俄罗斯天然气，认为减少本国天然气用量无助于解

决另一些成员国天然气短缺问题。一些国家则要求
对本国关键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作出豁免，如钢铁制
造业。

围绕上述顾虑，各方作出“妥协”。依据 26日达成
的协议，没有与其他成员国天然气网络相连接的欧盟
国家将“免于强制削减天然气用量”。同时，各成员国
可以“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削减天然气用量，欧盟理
事会已列出一些可获得豁免的情况。

不过，多家媒体报道，这份协议的实施效果仍待
观察。据路透社 26 日报道，尽管德国等欧洲天然气

“用气大户”已经开始推进节能措施，欧盟国家整体天
然气使用量仅减少了 5%。一些欧洲国家官员认为，减
少 15%的天然气用量恐怕不足以应对天然气短缺。

同时，为缓解能源短缺，德国等欧洲多国近期纷
纷宣布重启已废弃的煤电项目。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这些旨在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正扰乱欧盟新
能源发展计划，阻碍其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而
且在减碳方面有“双标”之嫌。（郑昊宁）

欧盟成员国妥协后
同意“自愿削减”15%天然气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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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异常高温
究竟从何而来？

意大利近期遭遇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遭遇严重干旱。7月
17日，一名男子在意大利罗马的
巴尔卡恰喷泉边接水。新华社
发（阿尔贝托·林格里亚摄）

今年夏天，不仅我国江南华南等地遭遇
长时间高温天气，国际上北半球多地也都遭
到了异常高温天气的袭击。英国、法国和韩
国等发布了高温预警，日本和美国多地高温
破纪录。这种极端天气背后的气象成因是
什么？为何近几年热浪越来越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