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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北京迎
来十年来最冷的元宵节，最
高气温从 4℃骤降到-3℃，
大幅度降温使人们感觉明
显。这与欧洲、日本强寒天
气相比，尚属“小巫见大巫”，
两者的降温都与北极气压变
化有关。

北京十年最冷元宵节

龙年首次较强冷空气在
元宵节进入北京。

昨日凌晨 5 时之后，北
京开始刮北风，早上七八点
钟，风力已达到五六级，这样
的 风 力 一 直 持 续 到 今 日
凌晨。

同时伴随着大幅降温，
前天最高气温 4℃，到昨天
降到-2℃到-3℃。降温幅
度达7℃左右。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
主任陈大刚表示，某种程度
上，今年元宵节是十年来最
冷的元宵节。但他解释说，
一方面主要受北方来的较强
冷空气有关，另外，也与每年
元宵节日期不同，今年元宵
节来得较早有关。

强寒流导致北京降温

北京这次大幅度降温也
属于北半球强寒天气。

1 月下旬以来，寒流横
扫欧亚大陆，导致多国交通
瘫痪，学校和政府机构关闭。

截至目前，欧洲地区已
有超过 260 人因严寒天气死
亡。日本今冬大雪迄今已至
少夺去63人生命。

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受到
低温影响，内蒙古、新疆等地
低温突破历史极值。

中国气象中心首席预报

员孙军表示，我国大部分地
区冬天受到的冷空气影响，
都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冷空气越强，影响范围也
越大。

昨日受冷空气影响，西
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华
北、中部和南部等各地都出
现了 6℃至 8℃降温，局部地
区降温幅度甚至达到 10℃
至14℃。

孙军说，北极地区气压
发生变化，使得今年西伯利
亚到东北亚地区的冷空气特
别强，影响最大的是日本韩
国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
雪。同样，受北极地区影响，
欧洲也发生了极寒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高级
工程师王启祎解释，欧洲强
寒潮、日本暴雪和中国低温
都是相同大气环流异常引发
的极端气候链。

全国42地现极端低温

据中国气象局统计，去
年 12 月 1 日到今年 1 月 31
日，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
常年偏低，但平均下来，还是
比去年同期高一点。

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在
1 月下旬出现了最低温。北
京有 6 天日最低气温低于零
下 10℃，其中 1 月 23 日出现
了入冬以来最低气温，零下
13.3℃。

受影响最大的东北和西
北部中，内蒙古部分地区有
5 到 8 天最低气温跌至零下
46.9℃，满洲里 1 月 29 日最
低气温为零下 44.9℃，跌破
历史极值，新疆轮台也突破
历史极值。

入冬以来，全国共有 42
个地方出现极端低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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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强冷空
气分三条路径席
卷北半球

因为海水
升 温 ，北 冰 洋
融 解 更 快 ，往
年北冰洋融解
面积仅30%，今
年 却 达 到 了
40%-60%。

欧亚寒流捎来北京10年最冷元宵节
冷空气影响中国大部地区，局部降温达14℃，与欧亚强寒天气属同一因素导致

多数科学家与官方看
法一致，他们认为今年北半
球的低温，还是与全球变暖
有着联系。

陈 立 奇 解 释 ，从 趋 势
看，受全球变暖影响，海洋
吸收更多的热，有些年份太
平洋吸收的热特别多，比如
去年。

去年夏天，太平洋海水
吸收的热量达到一个历史
高值，这就对今年冬天产生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海
水更热了，北冰洋融解更
快，更不容易结冰，往年北
冰洋融解面积仅 30%，今年
却达到了40%-60%。

也 就 是 说 ，今 年 北 冰
洋更多的是海水，而不是
冰层，海水环流发生变化，
并 会 和 大 气 发 生 海 气 交
换，北冰洋上空的气压相
继变化，形成了高气压，也
就是气象部门说的“北极
涛动”。

但是北京大学物理学
院教授王绍武认为，极寒、
极冷、台风等气象属于“极
端事件”，与气候变暖是不
同的概念。

“ 气 候 变 暖 是 约
100-150年整个气候变化的
总趋势，不决定于某一年。”
王绍武表示，极寒等极端事

件是因为自然的变化，时间
尺度比较短。

王绍武教授认为，欧洲
各国出现的极寒现象，主要
原因是受大气环流影响，此
外，不排除与太阳活动的减
弱有一定关系。

“ 太 阳 活 动 减 弱 ，导
致宇宙线进入地球增加，
形 成 凝 结 核 ，凝 结 核 多
则形成降水多，热带地区
降水多以后，影响了大气
环流。”他说，还有一种观
点是太阳活动减弱，紫外
线减弱很多，影响平流层
的臭氧层，最终影响大气
环流。

极寒与全球变暖有关焦点2

昨日，中国气象局、北
京气象局等权威专家针对
这次全球性的极寒天气接
受本报采访。他们认为，
这次极寒天气影响中国大
部地区。

新京报：我国今年冬
天是暖冬还是冷冬？

答：入冬以来，全国中
东部地区气温比过去的
30 年偏低，但平均温度比
去年同期高。受大气环
流影响，今年冬天前期冷
空气活动少，仅在西伯利
亚和极地地区活动，到后
期才变得频繁，因此，今
年冬天最冷的时节往后拖
延了。

新京报：为什么今年
元宵节会这么冷？

答：立春前后还是出
现了增温情况，昨天冷空
气降温幅度较大，因此人
们感觉会更冷。

新京报：这次北京受
到欧亚寒流影响，但并不
感觉像英、法、日那么冷？

答：虽然今年 1 月下
旬以来气温偏低，但立春
前后，还是出现了增温情
况。昨天冷空气降温幅度
也变大了。如果前天温度
在 0℃左右，也不会感觉
这么强烈了。

新京报：这次全球极
寒天气对中国的影响有
多大？

答：我国受影响最大
的是东北和西北部，内蒙
古、新疆有些地方突破历
史极值，达到零下四五十
摄氏度。

新京报：北京受此北半
球极寒天气影响有多大？

答：北京和全国范围
内，在 1 月下旬都出现了
最低温。北京1月23日出
现入冬以来最低气温，零
下 13.3℃。北京情况与全
国大部分地方一致，都在
1 月下旬以来受到西伯利
亚来的冷空气的影响。

这股冷空气不仅影响
我国大部低温，也导致了
韩国日本的暴雪和欧洲地
区的极寒天气。昨日的强
冷空气，也是这次极寒天
气的表现。

新京报：这种影响还
会持续多久？

答：预计明天之后冷
空气会退出北京，气温开
始缓慢回升。这股冷空
气预计在 8 日左右结束。
北京气象部门预计到 8 号
以后气温会逐步回升，此
后还没有看到新一股强
冷空气的迹象。

■

对
话
极寒天气影响
中国大部地区

内蒙古新疆等地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冷空气预计8日结束

1月27日 内蒙古图里河，最低气温 -46.9℃
1月29日 内蒙古满洲里，最低气温 -44.9℃（历史极值）
1月30日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最低气温 -45.5℃
1月30日 内蒙古海拉尔，最低气温 -42.9℃

1月30日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 -45.1℃（接近常年最低值）
1月23日 北京，最低气温 -13.3℃（今年入冬来最低气温）
1月25日 广州，最低气温 3.5℃（入冬来最低气温）
2月2日 上海，最高气温 1.9℃（入冬以来最高气温最低值）

对于此次极寒天气，多国的科学家争论不一。有科学家认为这意味着“小冰川”时期到来，还有专
家认为这与太阳活动有关。包括我国气象部门在内的机构和组织普遍认为，这次极寒天气与北极地
区的气压变化有关，这属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是去年夏季太平洋吸热过多，影响今冬北
极圈海冰变化，继而产生强烈寒潮。

中国气象中心首席预
报员孙军表示，我国大部分
地区冬天受到的影响，都来
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
纳利斯4日在日内瓦向媒体
表示，当前席卷欧洲的严寒
天气是西伯利亚高压气团
造成的。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

构日前公布成果说，气候变
暖使北极圈内巴伦支海的
海冰减少，造成低气压北
移，西伯利亚高压范围扩
大，形成强冷空气袭击日
本，使日本进入严冬。

对于这次北半球寒流，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高级工
程师王启祎解释，这是相同
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极端

气候链。
国家海洋局海洋-大气

化学与全球变化重点实验
室主任陈立奇解释，北极地
区的气压产生的冷空气会
从三条路线南下，北美、欧
洲和东北亚，也就是这三个
区域往年冬天常见的寒潮，
而今年，两股路线，欧洲和
东北亚的寒潮则特别强烈。

在科学界，就此次北半
球的极端低温事件与全球变
暖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不同
的说法。

一些国外科学家指出，
北半球的寒冬只是全球天气
变冷的开端，这样的冷天还
会持续20到30年。

也有科学家提出，根据
对太平洋和大西洋海水温度
的自然周期分析，与全球变
暖趋势相反，今年的寒冬意

味着“小冰川期”到来。
对此，陈立奇表示，“这

种说法站不住脚，只有在全
球平均气温多年普遍下降才
能对其进行判断，而今年，虽
然欧洲大陆、东北亚地区较
冷，但全球很多地方如北美
气温依然偏高。”

其表示，过去 100 年来，
全球平均气温从 0.74℃上升
到了 0.76℃，全球气温升高
的趋势是公认的。

■ 成因分析

焦点1 北半球寒流分兵三路

在过去的几年中，科学
界对北极圈受到全球变暖影
响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普
遍认为，北极是地球上气候
最敏感的地方。

“北极会早于其他地方
提前对全球变暖发生反应，
因此是指示器、预警器。这
个地方小气候的小变化，会
对全球大气候产生影响，因
此也是放大器。”陈立奇说。

根据最新的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
全球变暖可以解释越来越多
的极端天气。

陈立奇表示，因为我国
冬季受到北极来的西伯利亚
冷空气影响，因此北极的变
化对我国尤为重要。而在赤
道和南半球，当厄尔尼诺、拉
尼娜现象更为频繁时，则会
多发生干旱和洪灾。

其表示，同样的情况曾
经发生过，2007 年夏季，太
平洋吸热达到历史高值，
2008 年 ，北 半 球 多 出 现 低
温，中国南方出现低温雨雪
天气，而去年夏季太平洋吸
热增加时，就有科学家预测，
今年会出现极寒冬天。

专家曾预测极寒焦点4

小冰川期到来？焦点3

“全球变暖说”的极寒天气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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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海

冰 区 域 缩 减 ，
造成低气压区
域 北 移 ，西 伯
利亚高压范围
逐 渐 扩 大 ，持
续偏强。

由于气候变暖，海水吸
收的热量更多，海冰大面积
消退，冬季不易结冰，海陆
热力差异扩大。

1

北冰洋海水和大气发生
海气交换，上空的气压相继
变化，形成了高气压，也就是
气象部门说的“北极涛动”。

3

去年夏天，太平洋
海水吸收的热量达到一
个历史高值

太阳活动说
太阳活动减弱了，导致宇宙

线进入地球增加，形成凝结核，
凝结核多则形成降水多，热带地
区降水多以后，影响了大气环流

太阳活动减弱

A04-A05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仲玉维 冯中豪

昨日18时，日本山形县银山温泉街，被大雪覆盖的住宅。 本报记者 陈杰 摄

昨日，北京大风中行人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高气压与低气压严重
失衡，北极涛动明显，强冷
空气席卷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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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以来我国典型低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