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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不仅全国许多地方在“速冻”，北
美、欧洲的局部地区也进入极冷模式。学界
对这种“冷”、“暖”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大量研
究。虽然一些学说抛出地球即将进入“迷你
冰期”等概念，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全球气
候变化与这些年多地出现的极端天气和灾害
天气相关联。寒风、冰雪与星球变热之间有着
某种因果关系。

世界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司长、气
象专家汤绪为您解开地球“忽冷忽热”之谜。

□据新华社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

卫、蒋沈韩杨……”这读来琅琅上

口的《百家姓》读本，是传统的启蒙

读物，也是中华姓氏的经典之作，可

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在《百家

姓》中有这么一个姓氏，他们的家族

遍布全国各个省级地市，并在全国

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独有的组织

——尹氏宗亲会。1月15日~16日

中华尹氏安徽理事会成立大会及

安徽省尹氏宗亲会第一届大会在

合肥隆重召开。

16日，现场来自香港、广东、浙

江、湖南、北京、山东、河北等十多个

尹氏宗亲代表及安徽各地尹氏宗

亲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安徽尹

氏宗亲会的成立，这意味着安徽从

此也有了自己的尹氏大家庭了。

中华尹氏宗亲会理事会秘书长尹

水成在采访中透露，尹姓氏目前遍

布全国各地大约有五百多万人，全

国二十多个省级地市都有各自的

尹氏宗亲会，随着越来越完善的管

理制度以及越来越多的尹氏人参

与进来，尹氏家族将会越来越强大。

据安徽尹氏宗亲会会长尹琪

介绍，安徽尹氏宗亲会的成立，是

一个能推动各地宗亲联谊、理顺各

地的宗亲传承的脉络，逐步完善族

史研究，祭祖、修祠堂等工作的很

好的平台。现场省内外的尹氏宗

亲代表还献出了自己的书画墨宝，

书香墨味环绕着整个会场。

会议最后，尹会长宣布安徽尹

氏宗亲会于2016年元月16日正式

成立。安徽尹氏宗亲会的成立，很

好的凝聚了安徽地区尹氏宗亲的力

量，为促进安徽进一步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同时，也体现出了“天下

尹氏一家亲”的浓浓亲情。 李静

安徽尹氏宗亲会在肥成立
——安徽省尹氏宗亲会第一届大会圆满落幕

厄尔尼诺现象在搅局
不过，在全球变暖的同时，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剧也是近

些年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出现的主要动因之一。
2015 年，地球上发生了历史上非常显著的超强厄尔尼

诺，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厄尔尼诺现象持续
发展。汤绪说，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本轮极端天气频现，特别
是去年底集中出现在北美、南美和英国的暴雨和洪灾。

例如，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东部地区出现异常暖
冬，一些地区的气温竟然高达 20 多度，连樱花也提前开放。
而在美国南部、西南部和中部，暴雨、龙卷风、洪灾接替上
演。加拿大蒙特利尔去年12月25日最高达到16摄氏度，而
三天后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而在去年 12 月的南美洲，
一边是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多地发生特大暴雨和洪
涝，一边是巴西局部地区发生严重干旱。

汤绪说，海洋和大气正在相互作用，超强厄尔尼诺今后
还会增加极端天气的出现。

今年地球可能会更热
经验主义对人的认知往往具有先入为主的效应。举例

来说，在北美洲2013年冬天经历了极端寒冷的气候之后，美
国一项民调显示，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美国民众的比例从
85%下降至73%。切肤之冷的现实体验，甚至让一些政客公
开反对全球变暖观点，美国总统竞选共和党热门人选特朗普
在 2013 年冬天曾公开说：“寒冷的天气正在证明，让全世界
为之破费的全球变暖学说是个大谎言。”

但是，准确地说，过去几年经常出现的速冻模式只属于
气象事件，而全球变暖讨论的是气候问题。气象事件通常具
有局部特征和地域特征，而气候变化关注的是全球范围，是
整体情况。气候是一段时间的气象表现和趋势，用某一个气
象事件来反证气候趋势不合科学。好比是，无法用某一个浪
头的高低来评估潮汐变化一样。当然，气象事件也是研究气
候变化的重要参数。所以，寒潮和全球变暖说之间并不矛
盾，前者不足以推翻后者，后者也无法排除前者的出现。

简单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气状况能够单一性反
映全球气候的整体状况。拿美国来说，美国 2013 年冬季发
生的大规模寒潮波及48个州，但阿拉斯加州却迎来了暖冬，
加州则遭遇了干旱。退一步说，即便全美都遭遇极端天气，
那也只代表了地球2%表面的情况，无法证明地球正在降温。

所以，局部、阶段性的极冷，不能推翻对全球变暖的认
知。而且，可预见的是，2016年，地球有可能还会更热，有可
能再次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纪录。

英国气象部门最近发布报告称，以1960年至1990年全球
平均气温为基准，2014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57摄氏度，
2015年上升0.75摄氏度，而2016年预计将上升0.84摄氏度。

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和积聚，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
势无法改变。因此，今后可能每年都会刷新最热年纪录。人
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恐怕只能是
减缓升温的速度。

世气组织专家
解开地球“忽冷忽热”之谜

“变暖”易有“极冷”
汤绪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全球变暖

趋势和局部极冷现象进行解释。
从原理上说，在气象学中有一个正态分

布理论，简单地说，具有稳定状态的物质应
当是呈正态分布的，发生小概率事件的频率
低。但是，当人类活动影响地球气候之后，
正态分布发生变化。无论是整体位相平移
的变化，还是振幅的变化，都会使小概率事
件发生的频率增高。全球变暖使地球原有
的气候分布、形态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小概
率事件或者说极端事件趋于频繁。

如果从大气物理的角度来解释，需要
提到两个概念：极地漩涡和高空急流。

极地漩涡是一种持续并大规模存在的
寒冷气旋，介于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中部。
地球南北两极的地磁将来自宇宙的冷气阻挡
在地球之外，但也同时使南北两个地极上空
形成极地漩涡。汤绪说，原先始终存在于两
极的极地漩涡相对稳定，呈大块出现，但全球
变暖之后，由原有的稳定转趋活跃，有可能出
现小涡旋，北极极地漩涡产生的小涡旋往南
偏移，就会造成某一个区域被“速冻”。

高空急流是东西走向围绕地球的强而
窄的高速气流带，存在于对流层顶和平流
层。高空急流受北极和中纬度地区之间的
温差推动，由西向东环流，温差越大速度越
快，气流路径会越趋于直线，相反温差越小
气流速度会越慢，路线则会呈现波浪形。北
极一旦升温，会使北极和中纬度地区的温差
减小，高空急流的波浪就会变大，振幅两端
波及的区域就容易出现极端天气。

汤绪说，极地漩涡和高空急流的变化都
表明了大气更不稳定了，原来存在于某一个
地区、相对稳定、保持规律的状态被打破，从
而使原本有规律的季节性天气出现异常。

静稳天气会导致雾霾
这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促使科学界更加

关注极地漩涡和高空急流这两个因素。深入的研究
发现，2013年冬季至2014年春季北半球多地出现的
极端天气就与全球变暖给极地漩涡和高空急流带来
的变化有关。当北极气温上升，减慢环绕全球的高空
急流，气流波浪变大，导致出现当时俄罗斯暖冬、英国
暴雨成灾、美国“雪旱两重天”等极端天气。

与 2014 年春季在北美出现的极寒天气相似，
今年初东亚出现的大幅度降温可能也是拜极地漩
涡偏移所赐。

不仅如此，汤绪指出，全球变暖所致极地漩涡
和高空急流的变化，还导致了其他很多气象状况的
出现，例如雾霾。“中国北方出现的雾霾天气，与极
地漩涡和高空急流也有关系。极地漩涡是冷空气
南下的重要来源，而急流决定着将这些南下冷空气
引导到哪里去，”汤绪说，“但如果极地漩涡的状态
被改变，使某一个区域长期没有冷空气南下，就会
导致这个区域在某一个时期出现静稳天气。无风
的静稳天气使污染物无法扩散，就会形成雾霾。”

极地漩涡的稳定被打破，可能造成更多极端天气出现。

与2013年11月监测到的北极极地漩涡（左图）
相比，2014年1月5日的北极极地漩涡（右图）发生
了明显的偏移和变形。

高空急流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