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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偏高
#$!G"$#H

!列历史同期第二

高'海平面持续上升!且上升速率更快'

!"!"

年!海洋热容量创历史新高!北极年最小海冰范围为有记录以来第二低!

'

月和

#"

月海冰范围均创历史最低纪录(南极海冰范围接近长期平均水平'超过
F"I

的海洋区域在
!"!"

年经历了至少一次海洋热

浪!海洋发生)强*海洋热浪的地区超过)中等*海洋热浪的地区'年内!非洲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印度次大陆及其邻近地区+

中国+韩国和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南美内陆多地遭受严重干旱!欧洲及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遭强热浪影

响(北美+南美及澳大利亚发生严寒和大雪(北大西洋共生成
J"

个热带气旋!创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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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

年报告$

1D^

!

!"!"

%显

示!

!"!"

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保持上升趋

势!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偏高
#$!G"$#H

!为

历史第二高(全球海洋持续变暖!全球海洋热容量为

有记录以来最高!

"

"

'"" :

海洋热容量略低于

!"#O

年!

"

"

!""":

海洋热容量则略高于
!"#O

年

$

V̂ MMV+;,72+6E<2;<?@=7?R2C,?72:<2;+6T2=7?(

:+;,72

!

!"!#

%(海平面持续上升!且有速率加快的趋

势(全球海洋热浪发生面积略低于
!"#O

年(

'

月和

#"

月北极海冰范围达历史最低!南极海冰范围与常

年持平'

!"!"

年全球多地发生重大天气气候事件!例如

北大西洋异常活跃的风暴!非洲和亚洲多地发生暴

雨洪涝灾害!南美内陆等地出现严重的干旱!西欧及

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发生的高温热浪!美国

西部+澳大利亚等地发生的野火以及全球各地出现

的低温冷害等!给世界多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员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

险将进一步增加$

TKEE

!

!"#&

%'总结和研究全球气

候特征和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特征有利于更好地开展

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工作!从而实现减轻灾害风险$秦

大河等!

!"#N

(尹宜舟等!

!"!"

%'国家气候中心长期

关注中国和全球主要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影

响$孙劭等!

!"#F

(

!"#O

%!并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

响及其定量评估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封国林等!

!"#!

(姜彤等!

!"#F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

!"!"

%!本文侧重对
!"!"

年全球主要气候特征及发

生的重大天气气候事件进行综述'文中所用资料主

要来自
1D^

$

!"!"

%+

4KEE

全球降水量观测资料

集+

T̂QQ/

全球海温资料集+

VERK

,

VEM_

大气再

分析数据集和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气候观测资料

集'

#

"

全球主要气候特征

3$3

"

地表温度位列历史第二高

!"!"

年$

#

-

#"

月%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

$

#FN"

-

#O""

年%基线偏高
#$!G"$#H

!为有记录以

来的
J

个最暖年之一!超过
!"#O

年!列历史同期第

二高$

!"#L

年为第一高%$图
#

%'过去
L

年$

!"#N

-

!"!"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
L

年!

!"#L

-

!"!"

年

和
!"##

-

!"!"

年的平均温度均是有记录以来最高'

在空间上!全球大多数陆地区域的温度高于

#OF#

-

!"#"

年多年平均值!美国西南部局地+南美

洲的北部和西部+中美洲部分地区以及包括中国在

内的欧亚大陆温度均明显偏高!尤其是欧亚大陆北

部部分区域高于常年值
NH

(欧洲则是有记录以来

最温暖的一年'加拿大西部+巴西局地+印度北部和

澳大利亚东南部温度则低于
#OF#

-

!"#"

年多年平

均值$图
!

%'

3$!

"

全球海洋持续变暖"海平面高度与
!"34

年相

当

""

海洋热容量是地球系统热量积累的一种量度!

大约
O"I

的热量储存于海洋'随着温室气体浓度增

加!地球系统积累大量能量!增加的能量使海洋变暖!

随之而来水的热膨胀又导致海平面上升'

!"#O

年全

球海洋
"

"

!""":

深度持续变暖!创历史新高'中

等深度$

'""

"

!""":

%海洋热储量增加的速度与
"

"

J"":

深度热储量增加的速度相当'海洋变暖速

率在过去
!"

年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此外!有明确迹

象表明!在过去
L"

年里!

'"":

以下海洋的热量吸

收与热容量随时间的增加趋势有关'

!"#"

-

!"#O

年!

"

"

!""":

深度的海洋升温速率达到了历史最

高!为
#$!

$

"$F

%

G"$!1

.

:

c!

$

1D̂

!

!"!"

%'

!"!"

年全球海洋热容量与
!"#O

年相比基本持平!为有记

录以来最高(

"

"

'"":

深度的海洋热容量略低于

!"#O

年!

"

"

!""":

深度的海洋热容量则略高于

!"#O

年(

L

个最 高 的 热 容 量 都 发 生 在 过 去
L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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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温度距平$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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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平均温度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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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值%

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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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

年%(

!"!"

年!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以

及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局部区域的海洋升温速

率更高$

V̂ MM V+;,72+6E<2;<?@=7?R2C,?72:<2(

;+6T2=7?:+;,72

!

!"!#

%'

!"!"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与
!"#O

年相当'年

末!全球平均海平面有小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降雨

将海水从海洋转移到陆地上!暂时降低了全球平均

海平面'在区域尺度上!海平面继续不均匀上升(

#OOJ

年
#

月至
!"!"

年
#

月!马达加斯加以东印度

洋+新西兰以东太平洋及阿根廷拉普拉塔,南美洲巴

西里约热内卢以东的南大西洋等南半球区域上升趋

势最为强烈'

3$5

"

全球海洋热浪发生面积低于
!"34

年和
!"36

年"北极海冰范围持续偏低

""

!"!"

年!除格陵兰岛南部大西洋和东赤道太平

洋外!

F!I

的海洋经历了至少一次海洋热浪!低于

!"#O

年$

F&I

%和
!"#L

年$

FFI

%的峰值!大部分海

洋至少经历了一次)强*海洋热浪$海洋热浪分为中

等+强+严重和极端四个等级%'年内任意一天!全球

均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海洋发生海洋热浪!这与
!"#O

年相似!但略低于
!"#L

年的峰值$

!JI

%'此外!东

北太平洋半持续性暖区在
!"!"

年再现!该暖区在

!"#J

年左右形成并持续至
!"#L

年$

1D^

!

!"!"

%'

J

月
N

日!北极海冰范围达到全年最大!超过

#N""

万
\:

!

'

O

月
#N

日北极海冰范围为全年最

小!仅为
J'&

万
\:

!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低!也是北

极海冰范围第二次缩小到
&""

万
\:

! 以下$

!"#!

年

最小面积为
JJO

万
\:

!

%(

'

月和
#"

月!北极海冰范

围达历史最低水平'南极海冰仍然接近长期平均水

平(

J

月
!

日!南极观测到最小海冰范围$

!'J

万

\:

!

%!出现时间较常年偏晚(

O

月
!F

日为全年最大

范围!有
#FON

万
\:

!

(

O

月和
#"

月南极平均海冰范

围均高于常年平均水平$

1D^

!

!"!"

%'

!

"

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3

"

暴雨洪涝

!"!"

年!非洲和亚洲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

非洲地区'

J

-

N

月$)长雨季*%!非洲之角大部

分地区降水量远高于平均水平(夏季季风期间!从塞

内加尔到苏丹!萨赫勒地区绝大多数地区的降水量

高于平均水平'上述区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其中

苏丹和肯尼亚受影响最严重!造成肯尼亚
!FN

人死

亡!苏丹
#NN

人死亡!

F"

多万人受影响'此外南苏

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乍得+尼日利亚+尼

日尔+贝宁+多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和布

基纳法索均有人员伤亡或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许

多湖泊和河流达到历史高水位!如
N

月的维多利亚

湖和尼亚美的尼日尔河及
O

月喀土穆的蓝尼罗河'

其他因暴雨洪涝导致生命损失的地区还有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卢旺达$

&

月和
N

月%以及也门$

'

月%'

O

月
N

日!塞内加尔的霍姆博勒日降水量达到
!!N$F::

!为

有记录以来当地降水量最大的一天'

亚洲地区'

#

月!印度尼西亚遭受洪水灾害!雅

加达的哈利姆机场日降水量达
J''::

$

#

月
#

日%!

为
#OOL

年以来最多'印度遭受自
#OO&

年以来最多

雨的两个季风季节之一!

L

-

O

月印度全国平均降水

量较多年平均水平高
OI

'

F

月!巴基斯坦降水量为

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个月!

F

月
!F

日卡拉奇
(

费萨尔

J'&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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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

!"!"

年
#

-

O

月全球总降水量在历史基准期

$

#ON#

-

!"#"

年%百分位序列中的位置

$

1D^

!

!"!"

%

5,

3

$J

"

K7@,;,727=

3

678+6;7;+6

Z

?<9,

Z

,;+;,72

=?7:%+2>+?

Y

;7Q<

Z

;<:8<?!"!",2;*<

Z

<?9<2;,6<@<

U

><29<7=;*<*,@;7?,9+6

8+@<A

Z

<?,7A

$

#ON#c!"#"

%$

1D^

!

!"!"

%

的降水量为
!J#::

!为卡拉奇地区有记录以来日

降水量最高'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

富汗和缅甸死亡人数超过
!"""

人'中国长江流域

季风季节持续降雨!

L

-

'

月尤其多雨!造成严重洪

涝!影响长江干流及支流!三峡大坝以最大泄洪能力

泄洪!经济损失超过
#N"

亿美元!造成至少
!'O

人死

亡'夏季朝鲜半岛季风季节同样多雨!韩国夏季为

历史第三多雨季'

'

月!日本西部部分地区遭受严

重洪水影响'

#"

月和
##

月!东南亚部分地区遭受

严重暴雨洪涝!越南中部受影响最重!并向西蔓延至

柬埔寨'

!$!

"

高温热浪#干旱和野火

!"!"

年!南美内陆多国遭受干旱+热浪和野火(

北美洲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遭遇高温+干旱和野

火(欧洲多地发生严重干旱和高温事件(亚洲多地遭

遇高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遭受高温干旱和大火'

南美内陆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阿根廷

北部+巴拉圭和巴西西部边境地区'

#

-

F

月!阿根

廷东北部地区发生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强干旱!同期!

巴拉圭的降水量也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据估计!

巴西农业损失接近
J"

亿美元!阿根廷+乌拉圭和巴

拉圭的损失则更大'

#

-

J

月!秘鲁北部也经历了干

旱'随着干旱的持续!强热浪在
O

月底和
#"

月初席

卷上述地区!并向东部和北部延伸!覆盖了巴西大部

分内陆地区'

#"

月
N

日!巴西的库亚巴+库里蒂巴+

贝洛奥里藏特和巴拉圭的亚松森等多地气温达到有

记录以来最高'从年中开始!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

J

个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野火!其中部分最严重的

野火发生在巴西西部的潘塔纳尔湿地'

在北美洲!

&

月!强热浪影响加勒比海地区和墨

西哥(

&

月
#!

日!韦吉塔斯的气温达到
JO$'H

!创古

巴纪录!哈瓦那也达到
JF$NH

的历史最高温度(墨

西哥东部多地气温超过
&NH

(

O

月!多米尼加+格林

纳达和波多黎各的高温天气均创下国家和地区纪

录'

'

月
!N

日!加拿大尤里卡的温度达到了创纪录

的
!#$OH

!斯 瓦尔 巴群岛 机场 的气温达到了

!#$'H

'

'

-

O

月!美国西南部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

热+最干燥的时段'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西部

发生最具破坏性的火灾!超过
FN""

座建筑被毁!

&#

人死亡'

F

月
#L

日!死亡谷气温达到
N&$&H

!这是

过去
F"

年里已知的世界最高气温(

O

月
L

日!伍德

兰山气温达
&O$&H

!是大洛杉矶地区的历史最高气

温'年内!俄罗斯大部地区异常温暖!尤其是西伯利

亚(

#

-

F

月!俄罗斯平均气温比多年平均气温高出

J$'H

!较
!""'

年最高纪录还高
#$NH

(在西伯利亚

北部部分地区!气温较多年平均水平高出
N$"H

或

更多'受高温天气影响!西伯利亚北部许多地区发

生了大规模野火!导致北极夏季与野火相关的碳排

放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而气温升高也导致俄罗斯北

极海岸的海冰消退异常早'

春+夏季!欧洲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干旱'

&

月!罗马尼亚和白俄罗斯发生有记录以来最严重

干旱!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发生历史第二严重干旱(

J

月
#J

日至
&

月
!&

日瑞士日内瓦经历了创纪录的

&JA

干旱(

F

月!西欧发生高温热浪(法国北部发生

仅次于
!"#O

年的高温热浪!荷兰德比尔特连续
FA

温度超过
J"H

'

在亚洲地区!中国台北于
'

月
!&

日创下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天!温度达
JO$'H

(

L

月
#O

日至
'

月

#

日!香港遭受连续
#J

个热夜!日最低气温在
!FH

或以上!其后在
'

月
N

-

#N

日又连续发生
##

个热

夜'

O

月初!地中海东部发生极端高温事件!以色列

耶路撒冷$

&!$'H

%和埃拉特$

&F$OH

%创下历史最高

纪录'

F

月
#'

日!滨松
&#$#H

的气温追平了日本国

家纪录'

在澳大利亚!

#

月
&

日!悉尼西部的彭里斯气温

达到
&F$OH

!是澳大利亚都市区观测到的最高气

温!堪培拉在同一天达到
&&$"H

的历史新高'澳大

利亚东部的大火从
!"#O

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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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
!

月初的大雨后终于得到控制'

!"#O

年
#!

月底至
!"!"

年
!

月底!新西兰发生有记录以来最长

时间的干旱事件'

!$5

"

严寒和大雪

!"!"

年!北美+南美及澳大利亚等多地遭受低

温寒潮'

#

月
#'

-

#F

日!北美纽芬兰发生冬季最严重的

暴风雪!圣约翰降雪量为
'N9:

!破单日降雪量历史

纪录'

O

月第二周!科罗拉多州低地出现大范围降

雪'

#"

月!落基山脉和中部各州的广大地区爆发异

常低温和冬季降水(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破坏性冰暴!

导致大半个城市电力中断!持续数天(

#"

月
!N

日!

蒙大拿州的波托马克市温度达
cJJ$OH

!为美国气

温降至
cJ"H

的最早秋日$不含阿拉斯加%'

L

月底和
'

月初!南美洲火地岛经历
#OON

年以

来最严重的寒潮'

'

月
#

日!巴西里奥格兰德记录

到最高气温为
cF$FH

!最低气温为
c#L$NH

'

F

月!巴拉圭部分地区出现创纪录最低气温'巴塔哥

尼亚积雪覆盖范围为
!"""

年以来第二大!沿火地岛

海岸部分地区形成海冰'

F

月!秘鲁北部亚马孙地

区的寒潮使卡巴拉科查气温达
#!$FH

!为
#O'N

年

以来该地区最低气温'

F

月初!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出现异常的低

海拔降雪(

&

日朗塞斯顿出现自
#O!#

年以来该市最

显著的降雪(

'

日塔斯马尼亚州中部高地的利亚文

温度达到
c#&$!H

!创历史最低纪录'

!$7

"

热带风暴和北大西洋飓风

!"!"

年!全球热带气旋数量多于历史平均水

平'截至
##

月
#'

日!北大西洋共有
J"

个热带气旋

生成!是多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并打破了
!""N

年

创下的纪录(其他地区的气旋数量接近或略低于常

年平均水平'

除北大西洋和北印度洋外!气旋强度和寿命的

累积能量指数均远低于长期平均水平!西北太平洋

较长期平均水平低
N"I

左右'虽然北大西洋的累

积能量季节值高于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季节纪录'

北大西洋有大量热带气旋登陆'

#!

个气旋登

陆美国!打破历史纪录(其中
N

个在路易斯安那州登

陆'

F

月
!'

日!飓风劳拉$

0+>?+

%在路易斯安那州

西部的查尔斯湖附近登陆!强度达到
&

级!对该季度

美国影响最重!还造成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规

模的洪水破坏(共造成
J

个国家
''

人死亡!经济损

失达
#&"

亿美元'

##

月
J

日!

&

级飓风埃塔$

R;+

%在

尼加拉瓜东海岸登陆!并缓慢穿过尼加拉瓜+洪都拉

斯和危地马拉!造成上述地区严重洪涝()埃塔*于

##

月
L

日移至近海后再次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再次

在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群岛登陆'

&

月
L

日!西南太平洋
N

级气旋哈罗德$

S+?(

76A

%在瓦努阿图共和国北部岛屿登陆!

#'"""

多所

房屋受损或被毁!瓦努阿图大约
LNI

的人口受到影

响!

J"

人死亡!卢甘维尔市是受灾最重的城市之一'

斐济共和国哈罗德到南维提岛主岛!以及汤加和所

罗门群岛也遭受重大损失'

N

月
!"

日!热带气旋安攀$

M:

Z

*+2

%在孟加拉

湾东部的印度-孟加拉国边界附近登陆!为北印度

洋有记录以来损失最大的热带气旋!给印度造成大

约
#&"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有

#!O

人丧生'在孟加拉湾!)安攀*达到
N

级强度!虽

然在登陆前减弱为
!

级风暴!但仍对加尔各答市及

其周边地区造成广泛破坏'

O

月初!

!

个热带气旋在几天内袭击了朝鲜半

岛'

J

日!台风美莎克$

D+

Y

@+\

%在韩国釜山附近登

陆!随后)海神*$

S+,@*<2

%于
'

日登陆'

!A

内!)美

莎克*给韩国济州岛带来了
OLJ$N::

的降雨!岛上

阵风高达
#''\:

.

*

c#

'

!

个热带气旋导致朝鲜半

岛和日本西部发生严重洪涝!造成日本西部一艘船

沉没!

&#

人死亡'

#"

月和
##

月不到
N

周的时间里!

F

个热带气旋

和低气压在越南登陆!导致该地区发生大洪水'

##

月
#

日!本季最强热带气旋天鹅$

472,

%穿过

菲律宾北部!首次登陆时的
#":,2

平均风速为
!!"

\:

.

*

c#

$或更高%!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登陆气旋

之一!造成至少
!N

人死亡'一周内!台风环高

$

b+:97

%给马尼拉和其他地区造成严重洪水!

L'

人

死亡'

!$8

"

温带气旋及风暴

!"!"

年造成损失最大的极端事件之一是
F

月

#"

日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次强对流事件!从南达

科他州至俄亥俄州均受到此次事件影响'爱荷华州

受灾最重!农业损失严重!

!""

万
*:

! 的玉米和大豆

N'&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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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被夷为平地(锡达拉皮兹市超过
O"I

的建筑遭

到破坏'此次强对流事件造成的损失总额估计达

'N

亿美元'

#

月!严重雷暴影响澳大利亚东部'

!"

日!堪培

拉发生冰雹灾害!最大冰雹直径为
N9:

!导致该市大

量汽车和建筑受损(墨尔本东郊发生严重冰雹灾害(

共造成
##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月
J#

日!昆士兰州

发生冰雹灾害!布里斯班郊区最大冰雹直径达
#&9:

'

其他严重风暴还包括巴西南部的飑线$

L

月
J"

日%!

该过程中龙卷风+冰雹和风速超过
#""\:

.

*

c#

!造

成
#!

人死亡'

!

月!温带气旋影响北欧+中欧和西欧!部分地

区发生洪涝'

#"

-

##

日!风暴西娅拉$

E,+?+

%到达欧

洲西北部(严重风灾从爱尔兰蔓延到瑞典+波兰和意

大利'

#"

月初!风暴亚历克斯$

M6<]

%为法国西部带来

极端大风!阵风风速高达
#FL\:

.

*

c#

!同时暴雨覆

盖大片区域'

J

日!英国全国平均日降水量为

J#$'::

!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同时在法国和意大

利边界两侧的地中海海岸附近出现极端降水!意大

利
!&*

总降水量超过
L""::

!法国超过
N""::

'

瑞士南部地区也出现了极端降水!

!&*

降水量达到

&!#::

'意大利+法国和瑞士
J

个国家均暴发严重

山洪'

!"!"

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如图
&

所示'

J

"

结
"

论

!"!"

年!

Ê

!

+

ES

&

和
V

!

^

等全球主要温室气

体浓度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

前$

#FN"

-

#O""

年%基线偏高
#$!G"$#H

!列历史同

期第二高'海平面持续上升!且近期海平面上升速

度更快!部分原因是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融化加

剧(全球超过
F"I

的海洋区域在
!"!"

年经历了至

少一次海洋热浪!海洋发生)强*$

&JI

%海洋热浪的

地区超过)中等*$

!FI

%海洋热浪的地区'

!"!"

年!

海洋热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过去
#"

年海洋变暖速

度高于长期平均水平'年内!北极最小海冰范围为

有记录以来第二低!

'

月和
#"

月海冰范围均创历史

最低纪录(南极海冰范围接近长期平均水平(格陵兰

冰盖质量继续下降!冰损失为有卫星记录
&"

年来的

最高水平'

图
&

"

!"!"

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5,

3

$&

"

.,+

3

?+:7=

3

678+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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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发生暴雨和洪

涝'非洲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印度次大陆和邻近

地区+中国+韩国和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均遭

受暴雨洪涝'截至
##

月
#'

日!北大西洋飓风季节

共有
J"

个命名的风暴!创历史纪录(同期在美国登

陆的风暴数量也创历史纪录'

!"!"

年!南美内陆的

许多地区遭受严重干旱!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阿

根廷北部+巴拉圭和巴西西部边境地区(欧洲中部发

生严重干旱'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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