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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全球“史上最热6月”
今年排名第二位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声明说，受气
候变化的影响，近期全球极端高温和降水
等事件正在增加，这与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导致的长期趋势总体相符。

气象组织表示，今年夏季前半段，北
半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包括创纪录的高
温和热浪、干旱和灾难性降水等，对人类
健康、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基础设施造成
广泛影响。虽然很难将单一极端天气事
件归因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但此前已
有很多科学研究得出结论：极端天气事件
出现的概率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

世界气象组织声明说，据气象组织统
计，2011年至2016年在《美国气象学会通
报》上发表的131项研究中，有65%的研究
发现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受人类活
动影响显著。比如，人类活动导致某些极
端高温天气出现的概率增加了 10 倍以
上。

此外，近期北半球部分地区天气异常
炎热和干燥，导致从北极到地中海的大面
积区域内野火频发。火势如果进一步蔓
延，将对全球环境、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以
及气候造成深远影响。

声明说，北半球变暖速度快于全球水
平，高温使森林变得更加干燥易燃。近期
一项研究发现，北半球森林正以至少近1
万年来未有的速度起火燃烧。野火又向
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全球变
暖。

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俄罗斯西伯利
亚、瑞典、希腊、美国、加拿大等地今年入
夏以来都因高温及干旱等因素，发生了多
起严重野火，且火灾面积仍呈增长趋势。

到目前为止，气象组织已两次发布关
于欧洲干旱和高温的指导说明；6月底至
7月初，日本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
水和山体滑坡；此外，从全球看，今年6月
在“史上最热6月”排名中居第二位。

一项最新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
馆·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到2080年，
全球某些地区由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最
高将上升2000%。研究人员称，未来的热
浪将更频繁、更强烈、更持久，对赤道附近
国家如哥伦比亚、巴西、菲律宾的“杀伤
力”尤其大。 （综合新华社电）

“地球发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
全球极端高温和降水等事件正在增加，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是“元凶”

近期，全球多地发生极端高温事件。亚洲、欧洲、非洲、北美等全球多地都在经历罕见高温天气。韩国江原道洪川郡8月1日
气温飙升至41.0摄氏度，创下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芬兰7月出现日最高气温连续3周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的罕
见天气。美国加州因高温引发的山火依然肆虐，目前，共有约1.2万名消防员投入各地灭火工作。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声明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近期全球极端高温和降水等事件正在增加，这与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导致
的长期趋势总体相符。此外，近期北半球部分地区天气异常炎热和干燥，导致从北极到地中海的大面积区域内野火频发。火势
如果进一步蔓延，将对全球环境、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以及气候造成深远影响。

美国著名旅游胜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7月31日宣布，由于邻近地区大规模山火持
续，自7月25日起关闭的公园部分主要景区
将继续关闭，时间将至少延长至8月5日。

公园附近名为“弗格森”的山火自7月
13日燃起，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235平方
公里，导致两名消防员遇难、9人受伤。由
于过火区域居民较少，目前只烧毁了一栋

建筑物。当局已出动 3500 多名消防员、
200多台消防车和14架直升机投入灭火行
动，有33%的过火区域得到初步控制。

由于天气持续高温干燥，加州境内有
十几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除“弗格森”
山火外，加州北部沙斯塔县的“卡尔”山火
是目前加州规模最大的山火，过火面积已
达 456平方公里，烧毁了 965所住宅和 16

栋商业建筑，导致6人遇难，被列为加州史
上最具毁灭性山火中的第七位。

目前，加州共有约1.2万名消防员投入
各地灭火工作。加州国民警卫队也部署了
800人协助灭火。美国其他一些州正抽调
人员和设备前往加州支援。美国总统特朗
普7月28日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
政府启动了对加州的紧急援助。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8月 1日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韩国多地当天刷新高温纪
录。由于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5月20日
至7月31日期间，韩国已有29人因患温热
病死亡。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中暑和死亡病例不
断增加。数据显示，今年5月20日到7月
31日，韩国共有2355例温热病病例，远超
去年夏天的1574例。

韩国气象厅7月31日说，首尔当天下

午3时 19分气温达38.3摄氏度，创下最近
20多年来的新高。

韩国政府1907年开始记录气温以来，
首尔最高气温出现在1994年7月24日，为
38.4摄氏度。7月31日的气温是有记录以
来的第二高温。

韩国气象厅说，首尔最近100多年来气
温超过38摄氏度的情况不多。除上述两
天外，仅有1994年7月23日、1943年8月24
日和1939年8月10日气温高于38摄氏度。

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未来几天气温可能
进一步升高，多地或刷新纪录。首尔气温可
能达39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江原道洪川郡8月1日气温飙升至41.0
摄氏度，创下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
最高值。韩国气温上一次突破40摄氏度
是在1942年8月1日的大邱。

除首尔外，几大主要城市气温当天均
在31至 37摄氏度之间。大田气温37.2摄
氏度，光州37摄氏度，仁川35.2摄氏度。

热浪7月31日同样席卷日本。日本总
务省消防厅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三
个月因中暑入院治疗的人数超过5.7万人，
逼近2013年的最高纪录。

消防厅说，今年4月30日至7月29日，
日本共有5.75万人因中暑入院治疗，其中
125人死亡。日本西部地区本月早些时候
遭遇暴雨袭击，而后又迎热浪，近期入院人

数激增。
日本今年中暑入院人数已超过去年

的 5.3 万 人 ，逼 近 2013 年 的 最 高 纪 录
5.87 万人。消防厅说，预计今年入院总
人数可能大幅高于这一数据，创下新
高。

从地区来看，今年中暑入院者中，来自
东京地区的人最多，为4648人。排在其后

的分别是大阪的4345人和爱知县的4254
人。

从症状轻重来看，需要住院三周以上
的重症患者为1449人，需要短期住院的中
等症状患者为1.87万人。

从年龄来看，老年人占所有入院者的
48.7%。7月 23日至29日一周内，超过 1.3
万人入院就医。

日本 近6万人中暑入院

由于天气炎热干燥，水力发电量不足，
今年夏季北欧地区电价飙升。北欧电力交
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北欧地区电力
供应价格达到每兆瓦时53.88欧元，而今年
5月的均价仅为33欧元。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水资源丰富，水力
发电比例大。在芬兰，水电占当地电力生
产的比例为 23%，在挪威，这一比例高达
90%。不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今年夏天
降雨量普遍偏低，导致水电供应短缺。

据悉，自迎来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5
月后，芬兰7月又出现日最高气温连续3周
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的罕见情形。炎热
天气导致大量冬季降雪直接蒸发，水电系
统水流量减少。另外，由于今年夏天风力
不够强，风电无法弥补水电不足。

芬兰能源业协会总裁尤卡·莱斯凯莱7
月31日对当地媒体说，为弥补水电不足，北
欧已从欧洲大陆进口更昂贵的电力。他预
计，北欧地区高电价将持续到今年年末，到

明年春天才有可能开始下降，而芬兰则要
等到2020年才能恢复较低电价。

此外，英国也面临着高温炙烤。英国部
分地区今夏以来持续高温干旱，创半个世纪
以来最干旱夏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数据显
示，英国有七成概率经历7月份创纪录高温。

路透社报道，英格兰肯特郡法弗沙姆
附近2003年8月创英国有记录以来最高气
温，达38.5摄氏度；伦敦希思罗机场2015年
创7月高温纪录，为36.7摄氏度。

北欧 高温干燥致电价飙升

美国 高温致加州山火持续肆虐

7月31日，韩国首尔，当天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知名景点景福宫正门光化门前游客寥寥
无几。图/视觉中国

加拿大连日来遭高温侵袭。在蒙特利尔，两个孩子在戏水。

韩国 温热病病例远超去年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