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期，上海市气候中心公布了“!"#$ 年
上海市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榜单，最暖春季、
最多台风登陆等天气事件入榜。
! !月雨雪冰冻!迎来"冷五九#

!"#$年 #月 !%&!$日上海遭遇继 !'"$

年后最大的低温雨雪天气!崇明和青浦积雪深

度达 ()厘米" 恰逢农历#五九$节气!是有气

象记录%(*+(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冷五九$"

! 史上最暖春季!入夏显著偏早

春季%,-.月&全市平均气温 (/0#!!为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 入夏时间为 . 月 #!

日!较常年%+月 %日&偏早 !,天"

! "月首现酷暑日!双创历史之最

.月 #+日青浦(嘉定和松江 ,站均出现

日最高气温",/!的酷暑日!创下上海最早出

现酷暑纪录!也刷新了 .月极端最高气温) #+&

#/日!宝山和崇明也突破了 .月历史极值*

! 致灾台风多!登陆个数历史之最

+个台风相继影响上海地区

成灾! 是本世纪以来致灾台风最

多的一年!其中 ,个登陆上海!分

别为'安比$'云雀$'温比亚$* 上

海成为首个 ,)天内 ,个台风登

陆的城市!登陆个数为 #*%*年以

来之最*

! 梅雨量偏少!汛期总雨量亦少

汛期%+&*月&总降水量仅为

.%,1!毫米!为近 ()年第二少*其

中梅雨量为 (,%1.毫米! 较常年

%!%,1(毫米&偏少 %成以上*

! 高温日数虽偏多!但酷暑日数少

!)($ 年中心城区日最高气

温",.!的高温日数有 ($天!较

常年%(.天&偏多 ,天+日最高气

温",/!的酷暑日数仅有 ( 天!

列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第二少*

! 夏末大暴雨!小时雨强大

*月 (+&(/日! 崇明局部出

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列有气象

记录以来 *月中旬日最大降水量

的历史第三位*

! 秋末大雾围城!持续多日

((月 !/&,)日上海连续 % 日出现大

雾天气! 大部分地区夜间至清晨出现能见

度小于 .))米的大雾! 局部地区有能见度

不足 ())米的浓雾*

! !#月多雨寡照!历史罕见

(!月郊区各站雨量均居历史同期之

最+市区%徐家汇站&雨量列 ($/%年以来同

期雨量历史第三高*持续阴雨导致 (!月全

市平均日照仅 +)小时!为历史同期最少*

! 岁末飘雪!降雪日数多

(! 月降雪日数累计达到了 . 天!为

(*.(年以来 (!月同期历史最多!与 (*+.,

(*++和 (*$.年并列*

! ! ! ! #月 !!日，中国气象局公布的《!%&$ 年
中国气候公报》显示，!%&$年我国气温偏高
%'(!，春夏之暖打破历史纪录。近几年，关于
全球变暖、低碳的种种信息从各种渠道袭来。
“全球变暖”也成了最时髦的一个词。科学家
们不断发出警报，全球在变暖，后果很严重。

上海气候专家坦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大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会越来越多，同时，
上海的冬季在变短也在悄然变暖。不出意外，
今年上海冬季可能又是偏暖。

上海市区和冰点无缘
昨夜今晨，申城雾蒙蒙。今天下午，冷空

气到访，风向转为偏北风，气温也会小幅下
降。在高气压影响下，上海以多云天气为主，
周六气温预计在 !!)(!；周日早晨气温为这
波冷空气影响的最低值，市区接近冰点，郊区
更低一些，白天气温回升至 $!左右。据中央
气象台预报，由于降水稀少，冷空气活动较
弱，未来一周，南北方气温都居高不下，暖胜
往年，不少大城市的最高气温要比常年 &月
下旬同期高很多。上海也不例外，双休日虽然
即将遭遇降温，但未来整体气温仍是较“暖”，
辞旧迎新的狗年岁末中心城区可能与 %!以
下的气温没有缘分。

上海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高级工程师杨雅
薇说：“虽然经历了 !%&$年底到 !%&*年初的
跨年寒潮，早早迎来了初雪，也出现了上海气
象史上罕见的长达 +%多天的连阴雨，但去年
#!月至今较常年偏暖一些，今年冬季以来的
冷空气总体比较弱，这和影响冷空气的东亚
大槽不是很强有一定关系。虽然未来一段时
间，天气形势会稍有调整，但冷空气活跃度和
强度可能仍然不是太强。在这种背景下，今年
冬季被判定为‘偏暖’的概率很大。”

近年冬季变更短更暖
《!%#$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年我

国平均气温为 #%'#!，较往年平均值偏高了
%'(!，!%#$年整体还是偏暖的，尤其是，春夏
两季热得有些不同寻常，!%#$年我国春季和
夏季气温均打破历史新高。不过，秋冬季在去
年的表现倒没有特别反常，这两个季节的气
温都接近常年同期。
《公报》指出，去年夏季的反常，和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有关，当时副热带高
压脊线近乎越过了北纬 +%"，覆盖了蒙古国、
我国东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北海
道，这也导致了这些原本都是热带高压笼罩
不到的地方出现了高温天气，我国东北甚至
出现了酷暑日。“对上海而言，异常偏北的副
高带来的结果是，去年 (月就早早地出现了
酷暑日，夏季更出现了史上罕见的三个台风
先后登陆的情况。”上海气候中心气候监测评
估正研高工贺芳芳说。

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当连续 (天平
均气温稳定低于 #%!时，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就拉开序幕，近 ,$年的数据统计，除华南无冬
区和西藏、贵州、四川极个别地区外，我国超六
成地区冬季“缩水”明显，省会级城市中，天津
变短得最多，平均十年减少 ('(天；昆明次之，
缩短近 (天；上海第三，减少了 +'(天。冬季不
仅变短还在变暖，《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称，
#*%#-!%&.年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上升了
#'!#!，且监测显示近 !%年是 !%世纪以来最
暖的时期，冬季增暖幅度大于其他季节。

极端天气或有增无减
上周，上海市气象局公布了 !%#$年度上

海十大天气事件，其中，最暖春季、最多台风
登陆榜上有名。这样罕见的天气事件，是否能
被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预测？夏季多个台风直

接登陆上海的情况，今年是否会“重演”？气候
专家说：目前来说，跨季节精准预测很难，不
能把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混为一谈。天气是
指某一地区短时气象现象，而气候则指某一地
区长期气象状况。杨雅薇说：“气候预测需综合
多家数值模式，考虑包括大气、海洋、大陆、生
物圈等在内的气候系统内部方面影响，结合
经验来评估。但大气环流不断变化，因此，气
候预测通常只能给出一个趋势的预判。”
“气候变暖并不是好事情，使原来常有的

天气气候规律打破了。”贺芳芳说。/%天内 /

个台风连续直接登陆上海，在她从事气象工
作三十余年里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非常异
常的天气事件，未来是否会变成一种新常态？
目前来说很难预判。但在气候变暖背景条件
下，冷暖空气碰撞的几率变高，更容易激发极
端天气事件。冬季偏暖虽是趋势，但冬季也常

出现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如 !%#,年冬季气温
历史最高，但 #月 !%日#!(日上海地区仍出
现了近年来罕见的低温冰冻，其中 #月 !+日
早晨全市气温普遍降至-,!#-$!，崇明最低
为-$'(!，刷新 #*$.年以来日最低气温纪录，
此低温冰冻天气对上海农业蔬菜、交通以及
人体健康等造成较明显的影响。

应对灾害能力有提升
“气候变化”的议题一直充满争议。但持

续的统计数据和研究均表明，全球变暖是一
个真实的问题，气候变化也已成为一个涉及
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
诸多领域的复杂议题，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
关，甚至会影响到一个普通人的出行和活动。
“新的极端事件越多，对气象工作者来说

挑战越大，需要气象工作者更加努力探索。”

贺芳芳说，“气象部门是个研究性事业单位，
通过业务和科研紧密结合，不断提高预报预
测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这其中，不仅有技术
方法的提高，也有观测手段的提升，包括雷达
的使用、气象卫星的发展、超级计算机的引
入，但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离不开预报员的
经验积累及人才传帮带。所以，我们只有不断
对天气形势进行观测、跟踪，并且对像‘台风
连登’这样的特殊天气事件进行探索和总结，
才能不断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更好地应对和
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害。”

与此同时，上海应对灾害的能力也在逐年
提升。气象灾害往往有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从
原生灾害会产生次生灾害，这就需要综合应
对，多部门联动。贺芳芳说：“去年几个台风连
续登陆，灾害损失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和上海
整个城市近年来防灾能力提升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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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气温偏高 %&'! 春夏之暖打破历史纪录

上海冬季10年间减少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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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申城的“差”天气有点多

大雾锁城
!!!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岁
末
飘
雪

!
!
!

首
席
记
者

刘
歆

摄

阴雨绵绵
!!!

种楠 摄

三战台风
!!!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