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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监测表
明，今年10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连
续第五个同期最暖月份。2023 年
6月至10月为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同
期最暖。

监测表明，今年10月全球平均温
度较 1991 年～2020 年 （气候基准
期）同期的平均温度偏高0.52℃，较
上一个高温纪录 （2015年 10月） 偏
高 0.1℃。对于中国和亚洲高山区
（25°N～50°N，65°E～105°E），
气温偏高尤为明显，分别较1991年～
2020 年同期平均温度偏高 1.25℃和
1.36℃。

刚刚过去的暖季（2023年6月至
10月）为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同期最
暖，预计2023年极可能成为有记录以

来最热的一年。暖季全球平均温度较
1991年～2020年同期平均温度偏高
0.57℃，其中8月与9月较历史平均温
度分别偏高0.62℃和0.69℃，较2016
年创下的纪录高出 0.22℃和 0.39℃。
与全球类似，中国和亚洲高山区同为
最热暖季，分别较1991年～2020年同
期平均温度偏高0.86℃和0.83℃。亚
洲高山区变暖，对亚洲冰冻圈影响正
在加速。

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发布的
《2022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指出
“气候系统变暖呈加速演进态势”，过
去五个月全球平均温度的连创纪录也
表明气候系统变暖趋势仍在持续，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仍是全球共同面对的
重要挑战。 据《新京报》

连续5个月刷新气温纪录

今年或成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
据英国 《新科学家》 杂志网站

11月20日报道，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17日是有
气候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全球平均地
表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06℃，升温
首次超过2℃。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萨
姆·博格斯在推特上写道，他们估计，
这是全球气温首次比1850年～1900年
（或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这一情
况表明，由于温室气体水平的上升，地
球变暖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已经
突破了升温2℃的限制。

2023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
年，世界各地的许多最高气温纪录都被
打破，更多极端天气出现。2024年可
能会更热，部分原因在于气候已经进入

厄尔尼诺阶段，厄尔尼诺这一天气模式
会导致更多海洋热量转移到大气中。

《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目标是将
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限制在“远低于工
业化前2℃的水平”，并努力将升温限
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不过，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
新报告称，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初，
全球长期平均升温不会超过1.5℃。要
防止升温超过1.5℃这种情况发生，人
们需要将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
2200亿吨以下，鉴于全球年排放量约
为400亿吨，而且仍在上升，这几乎是
不可能实现的目标。IPCC的数据显
示，世界将在本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
升温2℃。

据《科技日报》

11月17日

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热一天

科学家们研究了人在呼吸
和说话时从口中飞出的细小飞
沫粒的移动速度。人体在与新
冠肺炎、流感或其他类似疾病
感染源接触后的5秒内就会出
现感染，导致染病。无论是身
处户外还是室内，只要接触了
感染源，都会在这个时间内感

染，在通风良好的房间里感染
速度更快。

科学家建议在此期间采
取预防措施——屏住呼吸并
远离感染源至少 1 米。这一
预防措施基本可以消除感染
风险。

据《参考消息》

空气飞沫传播病毒5秒即可感染

生活小百科

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可以
在108毫秒内识别出一个物体
是不是食物。

该研究说，在辨认食物
时，受食物距离远近影响，嗅
觉等感官对于人类来说作用有
限。因此，对人类祖先来说，
视觉是远距离觅食的主要感
官。研究人员选择了314张受
试者从未见过的图片，包括天
然食物、加工食物以及不是食
物的物品。结果发现，所有受
试者与特定认知过程相关的脑
电活动特征都出现在看到食物
图片后的 108 毫秒～116 毫秒
之间。

据《中国科学报》

人脑辨认食物只需108毫秒

近日，有网友称自己在演
唱会现场，其手机镜头因被激
光灯照射而受损。那么，激光
灯为什么会对手机镜头造成损
坏？当光照射到图像传感器
上，每个光敏元件会感受到光
的强度，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
号，并经过一系列的信号处
理，将其转化为数字图像。不
过，此时得到的数字图像亮度
低，手机中的图像信号处理器
会对数字图像进行进一步的处
理和优化，包括调整亮度、对
比度、锐化等，最后将处理后
的图像呈现在用户屏幕上。

激光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和
准直性，如果利用透镜将激光
汇聚在一个小点上，该点的能

量密度会非常高。当激光直接
照射在手机镜头上，短时内可
能导致热量汇集，进而使镜头
内的光学元件 （棱镜、透镜
等）膨胀或变形，影响成像质
量，也可能会损坏手机内的图
像传感器。传感器被破坏后，
手机在使用拍摄功能时，显示
屏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坏点或亮
点，也可能会出现一条坏线。
强烈的日光、高功率的聚光灯
也可能会破坏手机镜头。用手
机直接对太阳进行拍摄，尤其
是在高温下，日光中的紫外线
和红外线辐射可能会影响手机
镜头的涂层和光学元件。强烈
的日光还会损坏传感器。

据《北京日报》

激光为何会损坏手机镜头

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块热
乎乎的烤红薯，暖身暖心又营
养。网友直呼“烤红薯简直是
冬天的标配”，“烤红薯为什么
比蒸红薯更好吃”的微博话题
也频频登上热搜。烤红薯比蒸
红薯更香甜的奥秘在哪里？

中国营养学会体重管理教
练、注册营养师王艳丽说，红
薯的甜度与可溶性糖含量直接
相关。研究表明，烘烤红薯使
可溶性糖含量从9.12%提高到
36.65%。其中，麦芽糖就增加
了200倍，这可能是烤红薯更
甜的原因。

相比于蒸煮红薯，红薯烤
着吃更香，是因为烤制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呋喃和萜类化合
物。要产生呋喃，则离不开美
拉德反应。烤肉、烘焙的面包
和糕点等美食之所以好吃，也
跟美拉德反应有关。

烤红薯好吃的原因还离不
开焦糖化反应。王艳丽解释
说，焦糖化是一种热引发的化
学反应，主要涉及糖类物质在

加热时的分解和重组。这一过
程 通 常 在 相 对 高 的 温 度
（160℃～210℃） 下进行，最
终生成各种各样的化合物，使
烤红薯流出深红色糖汁，也更
美味。生活中，焦糖糖果、烘
焙食品、烧烤和煎炸食品等也
都有焦糖化反应。

至于哪种吃法更健康？王
艳丽称，烤红薯和蒸红薯都有
各自的优点。从营养学的角度
看，有研究证明，蒸红薯在保
留类胡萝卜素方面具有优势。
从升糖指数 （GI） 角度来看，
蒸红薯具有较低的升糖指数
（GI为44），而烤红薯的升糖指
数较高（GI为94），意味着它
们能快速分解为糖分，可能会
导致血糖水平的短时上升。

而在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方
面，两者差异并不显著。

因此，如果你关心的是营
养成分，两种烹饪方式都是可
接受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和需求选择具体吃法。

据《科普时报》

为啥红薯烤着吃更香甜为啥红薯烤着吃更香甜

科普课堂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一次
中等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将
持续到明年春季。受其影响，并叠加全
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2023年全球平
均气温或将打破2016年最暖年纪录。

预计今冬到明春我国大部地区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判断冷暖冬有严格标准

资料显示，冷冬和暖冬均属气候名
词，是指整个冬季（12月至次年2月）
的气温与历年平均水平的对比情况。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冷冬等
级》国家标准和《暖冬等级》国家标
准，判定冷暖冬的基本要素为冬季3个
月的平均气温，在空间上分为气象观测
单站、区域、全国三个范围等级。由此
可见，要想判断这个冬季是冷冬还是暖
冬，需等冬季结束后才行。

“目前，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
达到中等强度。”北京市科协防灾减灾
智库专家、北京市气候中心主任王冀表
示，目前受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
高偏强、脊线偏北，有利于暖湿空气长
时间聚集在我国南方地区，并不断向北

输送，因此南方始终在暖湿空气控制
中，气温较常年明显偏高。

“我国北方地区在频繁冷空气和北
上暖湿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明显
的降雪天气，雪后气温明显下降。不
过，南下的冷空气势力不强且移动速度
较快，因此南方受到的影响较小。”王
冀说。

今年秋季以来，我国北方气温异常
偏高，虽然东北大部、华北西北部、西
北大部等地已经入冬，但上述大部地区
入冬时间较常年偏晚。“这是因为欧亚
中高纬度地区以纬向型环流为主，我国
受高度场正异常控制，西伯利亚高压强
度总体偏弱，导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持
续偏高。”王翼表示。

整体偏暖但有阶段性变化

王冀表示，目前的厄尔尼诺事件预
计将至少持续到2024年4月，会间接
推动我国冬季气温偏暖态势的形成。此
外，从总体上看，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
力偏弱，今冬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
接近往年平均值或偏高。

“尽管今冬全国气温整体可能偏

高，但仍会出现阶段性的气温变化。”
王冀指出，今年前冬的冷空气强度较
弱，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而后冬
冷空气活动频繁，东北北部、内蒙古东
部、华北、新疆北部、青海南部等地阶
段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都会很明显。

“即便后冬冷空气活动频繁，但它不会
影响今年冬季我国整体气温偏高的趋
势。”王冀说。

统计数据显示，在厄尔尼诺事件的

影响下，冬季气温起伏通常较大，影响
我国的冷空气出现次数往往偏多。相关
专家提醒，公众应注意天气变化，及时
添加或减少衣物。此外，北方地区在面
对强降雪时，要注意警惕路段积雪和结
冰可能导致的交通拥堵或事故，强降雪
地区设施农业区和牧区要提前做好温棚
和牲畜圈舍的防风加固和防寒保温工
作，及时清除棚顶积雪。

据光明网

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

今冬会是暖冬吗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寒潮，是指大规模强冷空气的南下
活动过程。根据我国冷空气等级标准规
定，某地冷空气过境后，气温在24小
时内下降 8℃或 48小时内下降 10℃，
并且日最低气温在4℃以下，才可称为
一次寒潮过程。为什么会有寒潮？

一切的根源都得从太阳辐射讲起。
由于地球是个球体，不同纬度接收到的
太阳辐射能量是不同的：赤道多、两极
少，所以赤道温度高，而地处高纬的北
极地区温度低。特别是冬季，太阳直射
点位于南半球，北极地区出现极夜现
象，气温一般低于-20℃，所以在北极
地区的上空聚集了大量的冷空气。

北极的冷空气能否南下入侵中低纬
度地区，则与中纬度地区上空的西风带
有关。西风带的形成可以简单叙述为：
赤道地区暖空气上升，在高空向两极运
动，由于受到地球自西向东自转运动的

影响，暖空气在向北运动的过程中同时
向东偏转，最终在中纬度地区的高空转
向形成自西向东传播的西风带。

强大的西风带中自西向东的纬向气
流，就像一根紧绷的“皮筋儿”，圈住
了北极地区的冷空气，不让它们轻易离
开极区。但如果西风带强度减弱，原本
拉紧的“皮筋儿”变得松弛，就容易产
生波动，形成南北移动的经向气流，此
时冷空气就可以顺势向南入侵。

北极地区主要是被欧亚大陆和北美
大陆围绕着的北冰洋。由于陆地降温比
水体更快，冬季时欧亚大陆的气温更是
急剧下降。来自北冰洋洋面上的冷空气
在南下过程中，常常会经过我国北部
的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并在那里聚集
加强——这个地区被称为“寒潮关键
区 ”（70° E~90° E， 43° N~65°
N）。当冷空气“酝酿”至一定强度

后，在有利的大气形势下，便一举南
下，大肆入侵我国。

每一次冷空气过后，寒潮关键区的
冷空气库存就减少一部分，从而开始酝
酿新的冷空气，等待下一次爆发时刻的
到来。

寒潮又是如何南下的？从上面的叙
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寒潮来不来，一
看冷空气，二看西风带。那西风带上都
要看些什么呢？有经验的预报员告诉
你：“看槽脊波动。”

西风带原本是条近乎平直的稳定东
行的纬向气流，当气流发生波动时，我
们把向南凹的部分称为“槽”，向北凸
的部分称作“脊”。西风带上“槽”的
形成与冷空气的向南移动有关，而

“脊”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中纬度地区有
暖空气向北发展。当“脊”不断向北发
展，其南部与南方暖空气的联系被中高

纬度冷空气截断后，将会形成一个闭合
的暖中心，称为“阻塞高压”。

这种阻塞高压稳定少动，持续时间
长，它破坏了西风带环流，有利于波动
的形成和发展，即南北向气流的发展，
从而给冷空气的南下打开了“通道”。
在亚洲地区，阻塞高压常常出现在亚洲
以东的鄂霍次克海以及亚洲西北部的乌
拉尔山地区。

乌拉尔阻塞高压正好位于寒潮关键
区的西侧。当乌拉尔阻塞高压不断向北
发展，使得西风气流在欧亚地区呈现

“Ω”形态，暖脊带领的暖空气能把北
极地区的冷空气挤走，从而使得冷空气
像“坐滑滑梯”一般，顺势就溜到了西
伯利亚中部的寒潮关键区。可以说，乌
拉尔阻塞高压是联系北极冷空气与我国
大陆的重要桥梁。

据《光明日报》

关于寒潮的那些事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我们经常提到影响气候的“厄尔尼诺”，什么是厄尔尼诺？新
闻中为什么在“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事件”两个字呢？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
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

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会持续9～12个月。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

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且持续至少5个
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
高1℃，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
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0.22℃。

自20世纪以来的120多年间，一共出现了29次厄尔尼诺事件和29
次拉尼娜事件。厄尔尼诺的出现，必然会造成区域或全球的气候异
常。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异常的天气气候事件强度加强、持续时

间更长、影响更为明显。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发生在2014年秋
季到2016年春季，其间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创造

了全球1850年以来的历史最暖纪录。
据《北京日报》

四季是指一年中交替出现的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在天文学上，
季节的划分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轨
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的，而在气象学
上，四季有严格的气温标准。

中国气象行业标准《气候季节划
分》中规定：

春季 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
滑动平均气温（即日平均气温）构成
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当滑动平均气温
序列连续5天大于或等于10℃，则以
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
于或等于10℃的日期作为春季起始日。

夏季 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
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
列，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大
于或等于22℃，则以其所对应的当年
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的

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
秋季 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

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
列，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小
于22℃，则以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
列中第一个小于22℃的日期作为秋季
起始日。

冬季 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
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
列，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小
于10℃，则以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
列中第一个小于10℃的日期作为冬季
起始日。

另外，对于判断四季伊始的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如果初次判断的起始
日期比常年偏早30天以上，需进行起
始日的二次判断。

据《北京日报》

气象学如何划分四季 厄尔尼诺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