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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２３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约１．４５℃（±０．１２℃），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海平面继续上

升，且全球平均海平面达到了有卫星记录（１９９３年至今）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持续的海洋变暖以及冰川和冰盖的融化。北

极海冰面积仍远低于常年值，南极海冰面积创下历史新低。巴基斯坦、中国京津冀地区、意大利、巴西圣保罗州北部沿海地区、

新西兰北岛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非洲西北部、中国云南、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发生严重干旱，南欧、北美、南美、东亚和南亚等

地遭遇创纪录高温热浪，欧洲和北美等地遭遇寒流和暴风雪侵袭，强对流天气频繁袭击世界各处，全球热带气旋活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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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全球平均

温度比工业化前（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高出约１．４５℃

（±０．１２℃），是第六暖年份，同时２０１５—２０２３年是

有记录以来最暖的９年（ＷＭＯ，２０２３）。全球海洋

热容量持续升高，２０２２年海洋热容量是有记录以来

　 中国气象局气象能力提升专项（２２ＮＬＴＳＹ０１６）、中国气象局决策气象服务专项（ＪＣＺＸ２０２３０２６）和中国气象局创新发展专项

（ＣＸＦＺ２０２４Ｊ０３７）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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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过去２０年，海洋变暖率上升幅度特别明显。

全球平均海平面继续上升，近１０年的上升速率超过

了４．７２ｍｍ·ａ－１（ＷＭ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北极

海冰面积在大部分时间都低于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平均

值（Ｃ３Ｓ，２０２３），南极海冰面积创历史纪录，比历史

最低纪录少１００万ｋｍ２（ＷＭＯ，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年全球多地发生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多地

遭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ＷＭＯ，２０２３），北半球多地

遭受高温热浪、干旱和山火（ＵＮ，２０２３；ＮＣＥＩ，

２０２４）。北大西洋、东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气旋活动频

繁，世界各地遭受强对流天气。灾害破坏了健康安

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水安全以及基础设施，造

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据突发事件数据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Ｅｖｅｎ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ＥＭＤＡＴ）（ＥＭＤＡＴ，

２０２３）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Ｍｕｎｉｃｈ，２０２４）公布的

统计数据，２０２３年全球自然灾害共造成约２５００亿

美元的经济损失，与２０２２年及近５年平均经济损失

持平。

　　气候变化导致的天气、气候极端事件的数量在

不断增加，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天气、气候相关灾害造

成的年度经济损失显著增加，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国家，干旱灾害占所有损害和损失的８２％。及时总

结和梳理全球气候特征和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气象灾害风险并加快采取降低风险

的行动，从而支撑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工作更好地开

展（秦大河等，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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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建

青等，２０２１；刘远等，２０２３ａ；２０２３ｂ），并对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影响及风险评估开展了大量总结和复盘（李

莹等，２０２３；梅梅等２０２３；张颖娴等，２０２２；高歌等，

２０２３；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３）。本文侧重对

２０２３年全球主要气候特征及重大天气气候事件进

行综述，所用的资料包括２０２３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ＷＭＯ，２０２３）、ＧＰＣＣ全球降水量观测资料集和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大气再分析数据集等。

１　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概述

１．１　全球多地遭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２０２３年，东亚、北亚部分地区，西印度夏季风

区、海洋大陆部分地区，新西兰北部，澳大利亚北部

内陆，西非、中非和东非部分地区，东南欧和地中海

东部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北美洲西北部、

西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南美洲东

南部，亚马孙盆地，中美洲大部，加拿大南部，地中海

西部地区和欧洲西南部，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部

分地区，中亚，东印度季风地区，东南亚和海洋大陆

部分地区，澳大利亚西南部、东南部和北部沿海以及

诸多太平洋岛屿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３年全球总降水量在历史基准期（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

百分位序列中的位置（ＷＭＯ，２０２３）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２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１－２０２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ＭＯ，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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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地区，６月巴基斯坦遭遇暴雨袭击，造成

至少３０人死亡、２１０人受伤。６月中下旬，印度阿萨

姆邦受持续降雨影响造成超过１３００个村庄被淹，近

５０万人受灾，１．４万ｈｍ２ 农作物被毁，７人死亡。

７月上中旬印度北部多地遭遇持续暴雨，引发洪水、

山体滑坡以及内涝，造成９１人死亡。７月２９日至

８月１日，中国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水过程，

海河流域发生编号洪水，京津冀等地多个蓄滞洪区

启用，局地累计降水量达６５０～１００３ｍｍ；强降水引

发山洪、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受灾严重。

在欧洲地区，５月１８日，极端暴雨席卷意大利

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造成超过３．６万人无家

可归，至少１５人死亡，数十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７月２７日，莫斯科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几小时内降

水量达４６ｍｍ，超过了１８９４年记录值（４２．５ｍｍ）。

８月上旬风暴汉斯在北欧多国肆虐，瑞典、挪威、丹

麦等国多地发生洪涝灾害。９月，飓风丹尼尔导致

希腊、保加利亚南部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其中，９月

５日，希腊色萨利地区降水量最大为７５９．６ｍｍ；

９月４—５日，保加利亚科斯提１６ｈ降水量达３２９ｍｍ；

希腊和保加利亚共有１９人死亡。

在美洲地区，２月巴西圣保罗州北部沿海地区

多个城市遭受暴雨灾害，造成６５人死亡。４月１２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劳德代尔堡遭遇“千年一

遇”强降雨引发洪水。５月１８日，极端暴雨席卷意

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造成超过３．６万人

无家可归，至少１５人死亡，数十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７月１５日，美国费城北部巴克斯郡遭遇连续山洪和

强降雨，４５分钟时间内降水量达到１７０ｍｍ，造成

５人死亡，２人失踪。

在大洋洲地区，１—２月，新西兰北岛遭受了多

次极端降雨和洪水事件。１月２７—２８日，奥克兰遭

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水，造成４人死亡。２月１３—

１４日，飓风加布里埃尔导致新西兰北岛部分地区日

降水量超５００ｍｍ，奥克兰气压（９７１．５ｈＰａ）达到有

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并造成１１人死亡，两次暴雨灾

害共造成新西兰５３～８６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非洲地区，５月卢旺达西方省和北方省遭受

强降雨和洪水灾害，造成１３０人死亡，５０００多座房

屋倒塌。５月刚果（金）东部南基伍省连降暴雨引发

洪水，造成至少４３８人死亡，超过５５００人失踪。

９月１０—１１日风暴丹尼尔造成利比亚北部２４ｈ降

水量达４１４．１ｍｍ，强降雨导致两座水坝溃坝；造成

利比亚至少４３４５人死亡，８５００人失踪（截至１０月

１１日）。１０月，加纳东部的强降雨给该地区带来严

重洪水，迫使近２．６万人撤离。１０月开始的暴雨还

导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５０多万人流离失

所，并导致至少１３０人死亡。１１月上旬，索马里再

次遭受连续暴雨，共造成９６人死亡，２３０万人受灾。

１．２　全球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干旱和火灾

在亚洲地区，４月中旬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比

哈尔邦等多地遭遇高温热浪袭击，白天最高气温超

过４０℃，孟买有１３人中暑死亡。４月泰国遭遇持续

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超过４０℃，泰国来兴府最

高气温为４５．４℃，刷新该国历史纪录。４月缅甸多

地创下近６０年高温纪录，造成超过１０人中暑死亡。

５月，东南亚地区多国出现创纪录高温天气，泰国北

部地区达到４５℃、老挝琅勃拉邦市４３．５℃、越南北

部地区４４．２℃、新加坡３７℃、印度部分地区４４℃，

极端高温造成基础设施损坏、电力短缺、中暑病例激

增。４月１１日，韩国东北部江原道江陵地区发生山

火，造成１７人死亡，７０多栋民宿和住宅损毁。５月，

中国云南发生严重冬春连旱，影响春播作物生长，造

成发电量下降。６月，中国高温日数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二多；华北黄淮地区出现３次高温过程，

造成多起高温中暑、热射病等病例发生，并给电力部

门造成压力。６月１１日，蒙古国东部多地发生火

灾，过火面积达２０万ｈｍ２，造成１人死亡。

在欧洲地区，７月下旬，高温热浪席卷欧洲东南

部，出现严重且异常持续的高温。７月２４日，意大

利撒丁岛洛特佐拉伊和耶尔祖气温达到４８．２℃，仅

比２０２１年西西里岛欧洲最高记录低０．６℃。７月

２５日，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气温达到４３．０℃，创当地

高温纪录。８月下旬和９月初，希腊东北部发生了

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

在美洲地区，１月阿根廷产生７５个最高和最低

温度记录。１月１４日，乌拉圭佛罗里达省的最高气

温达到４４℃，追平１９４３年１月创下的全国最高气

温纪录。６月中旬至下旬，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出现

异常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４℃以上。４—１０月，加拿大野火烧毁总面积超过

１８５０万ｈｍ２，比近１０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平均值高

出６倍，远高于此前所创纪录，并造成６人死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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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夏威夷野火造成至少１１５人死亡，８５０人失踪，是

２０２３年最致命的一场野火，也是美国野火史上死亡

人数最多的一次。南美洲亚热带地区是今年干旱最

为严重的区域之一，造成阿根廷小麦产量较近５年

平均水平减产３０％以上。８月，阿根廷北部和中部

大部分地区８月的气温比常年值低２０％～５０％，各

地区降水量连续第四年显著低于常年值。

在非洲地区，阿尔及尔（７月２３日，４９．２℃）、突

尼斯（７月２４日，４９．０℃）和摩洛哥阿加迪尔（８月

１１日，５０．４℃）等多地经历创纪录高温。非洲西北

部长期持续干旱，造成该地区２７０万人流离失所，农

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影响。

１．３　印度洋和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频繁

２０２３年，全球共生成４５个热带气旋，数量低于

历史水平，强度高于常年值。北大西洋的气旋活动

接近正常，东太平洋、北印度洋、南印度洋高于正常

水平，其他地区的气旋活动都低于正常水平，其中西

太平洋连续４年低于正常水平。

在印度洋，２月６日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外生成

的热带气旋弗雷迪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热带气

旋之一，该热带气旋于３月１１日在莫桑比克最后登

陆，然后作为残余低气压向内陆移动。受“弗雷迪”

影响，莫桑比克和马拉维出现特大降雨（莫桑比克降

水量高达６７２ｍｍ），马拉维、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

加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导致马拉维

至少６７９人死亡，６５万余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莫桑

比克１６５人死亡，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也有伤亡

报告；“弗雷迪”横穿南印度洋并造成南印度洋主要

航线一度中断，影响了东亚—南美、东亚—南非的贸

易运输。５月，热带气旋穆查是孟加拉湾观测到的

最强气旋之一，其１０分钟持续风速最高达５５ｍ·

ｓ－１；从斯里兰卡到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国共造成

１７０万人流离失所，并造成缅甸２１人死亡。

在北太平洋，５月台风玛娃掠过美国关岛北部，

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引发大范围停电，给日本带来

强降水、洪水、山体滑坡灾害，造成３人死亡，近千座

房屋被淹，多地停电断水。７月下旬，台风杜苏芮登

陆菲律宾北部卡加延省，造成２５人死亡，５２人受

伤，２３９人受灾。８月中下旬台风卡努造成俄罗斯、

韩国多地受灾，上万人疏散避险。８月，台风苏拉导

致菲律宾４１．８万人受灾，２人死亡，１人受伤，１人

失踪，２．５万人被转移至临时避难场所。

１．４　欧洲和北美等地遭受低温寒流和暴风雪侵袭

１月中旬，俄罗斯部分地区持续遭遇极寒天气，

西伯利亚最冷地区气温达到－７３℃，打破北半球历

史最低气温纪录。１月，阿富汗经历近１５年来最寒

冷的冬天，严寒天气等灾害造成阿富汗１５８人死亡。

２月，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多地，从西南部

的加州一直延伸至东北部的缅因州，一些地区遭遇

强风、结冰、极端寒冷、暴雪、雨夹雪、强降雨及洪水

等恶劣天气，造成部分地区学校停课、航班延误、电

力中断以及道路封闭等，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２月７日，新罕布什尔州芒特华盛顿天文台记录下

的夜间风寒温度为－７８℃，创美国有相关记录以来

最低纪录。１１月底，乌克兰遭遇冬季风暴，造成５人

死亡，１人失踪。

１．５　强对流天气频繁袭击世界各地

３月２４—３１日，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

马州等地区遭遇龙卷风灾害，致５８人死亡。４月

７日，加拿大东部遭遇冰雹袭击，冻雨和强风导致树

木倒下、电线被压断，造成３人死亡，数十万用户断

电。４月美国中部及密苏里州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

至少７人死亡，数万家庭处于断电状态。５月１１日，

孟加拉国马古拉县和拉杰巴里县发生雷击事故，造

成５人死亡，１人受伤。６月１７日，巴西南部南里奥

格兰德州因风暴过境引发的强降雨导致１５人死亡，

２０人失踪，受灾城市多达４１个。６月中国辽宁、江

苏等多地遭遇龙卷风；美国多地遭遇龙卷风等恶劣

天气袭击，造成至少９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数十座

房屋受损。２０２３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如图２

所示。

２　典型重大气候事件成因分析

２．１　２０２３年６月北美南部异常高温成因分析

６月中旬至下旬，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出现异常

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４℃以上（图３）。美国得克萨斯州大部、新墨西哥州

南部、亚利桑那州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等地气温超过

３７～４０℃，其中，墨西哥的索诺拉州、塔毛利帕斯州、

新莱昂州、科阿韦拉州以及美国的得克萨斯州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达４４～４６℃，局部４７℃，得克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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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２３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２３

图３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１—３０日北美最高气温

距平（相对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平均值）

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１１－３０Ｊｕｎｅ２０２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

ｔｈｅ１９９１－２０２０ａｖｅｒａｇｅ）

和墨西哥多地最高气温突破６月同期历史极值。

　　从环流形势来看，６月中旬至下旬，墨西哥和美

国南部上空是显著的正高度异常区，尤其墨西哥北

部位于高值中心，这种环流表现为北美副热带高压

异常强盛（图４ａ），副热带高压控制区以下沉气流为

主（图４ｂ），下沉气流因绝热压缩作用使空气变暖，

气温偏高；同时副热带高压阻挡冷空气南下和暖湿

气流北上，低层风场异常导致降水偏少（图４ｃ），加

剧了高温影响。

注：图ａ中黑色、红色等值线分别为实况和

气候态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线。

图４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１—３０日西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位势

高度距平，（ｂ）垂直速度距平场和（ｃ）７００ｈＰａ矢量风距

平场（相对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平均值）

Ｆｉｇ．４　５００ｈＰａ（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ｃ）７００ｈＰａ

ｖｅｃｔｏｒ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

１１－３０Ｊｕｎｅ２０２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１９９１－２０２０ａｖｅ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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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美国夏威夷山火成因分析

２０２３年８月，受环境干旱、强风等多因素综合

影响，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等地爆发大规模山火灾害，

毛伊岛大部分地区被火灾与浓烟隔绝。此次野火是

夏威夷自１９５９年建州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

害，也是美国近年来死伤最严重的野火灾害。

２０２３年７月以来，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大气可

降水量持续偏低（图５），显示大气非常干燥，实际降

水量不足５ｍｍ（常年同期气候值为３０ｍｍ），几乎

无有效降水，同时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高（图６），

达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

　　前期温高雨少是由大气环流异常导致的。从环

流形势来看（图７），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整体偏强，夏威夷州及周边海域位于其异

常中心，下沉气流强盛，造成当地持续晴热少雨天

气；此外，飓风多拉于８月上旬经过夏威夷州附近

（图８），给毛伊岛带来大风，有助于火势快速蔓延。

图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

夏威夷毛伊岛大气可降水量距平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ＭａｕｉＩｓｌａｎｄ，Ｈａｗａｉｉ，

ｆｒｏｍ１Ｊｕｌｙｔｏ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３

图６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

夏威夷毛伊岛气温距平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ＭａｕｉＩｓｌａｎｄ，

Ｈａｗａｉｉ，ｆｒｏｍ１Ｊｕｌｙｔｏ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３

注：黑色、红色等值线分别为实况和

气候态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线。

图７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相对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平均值）

Ｆｉｇ．７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１Ｊｕｌｙｔｏ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１９９１－２０２０ａｖｅｒａｇｅ）

图８　２０２３年飓风多拉轨迹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ｏｆ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Ｄｏｒａｉｎ２０２３

３　结　论

２０２３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约

１．４５℃（±０．１２℃），是１７４年来最暖年份，同时

２０１５—２０２３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９年（ＷＭＯ，

２０２３）。全球海洋热容量持续升高，２０２２年海洋热

容量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过去２０年海洋变暖率上

升幅度特别明显。全球平均海平面继续上升，近１０

年的上升速率超过了４．７２ｍｍ·ａ－１。２０２３年北极

海冰面积在大部分时间都低于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平均

值，南极海冰面积创历史最低纪录。厄尔尼诺现象

加剧了暴雨洪涝、高温热浪和干旱等灾害发生。巴

基斯坦、中国京津冀地区、意大利、巴西圣保罗州北

部沿海地区、新西兰北岛等地出现了极端降水，引发

洪水，造成多人死亡。新西兰北岛遭受了多次极端

降雨和洪水事件。高温热浪席卷了欧洲东南部，出

现了严重且异常持续的高温。希腊、加拿大、美国等

地野火非常活跃，其中美国夏威夷野火造成至少

１１５人死亡，是今年最致命的一场，也是美国野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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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洲西北部长期持续干

旱，已造成该地区２７０万人流离失所，农作物产量受

到严重影响。南美洲亚热带地区是今年干旱最为严

重的区域之一，阿根廷、乌拉圭等地受灾严重。

进一步分析表明，６月中旬至下旬，墨西哥和美

国南部上空是显著的正高度异常区，尤其墨西哥北

部位于高值中心，这种环流表现为北美副热带高压

异常强盛，副热带高压控制区以下沉气流为主，下沉

气流因绝热压缩作用使空气变暖、气温偏高；同时副

热带高压阻挡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北上，低层风

场异常导致降水偏少，加剧了高温影响。美国夏威

夷火灾主要是由于７—８月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整体

偏强，夏威夷州及周边海域位于其异常中心，下沉气

流强盛，造成当地持续晴热少雨天气；此外，飓风多

拉于８月上旬经过夏威夷州附近，给毛伊岛带来大

风，有助于火势快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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