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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造成全球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根源，并且在近年来有加重的趋势。在我国范围内，

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呈现增多增强的态势。在全球变暖仍将持续的情景下，随着全球变暖加剧，

北京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增加，这将给城市和居民带来了诸多风险。本文基于全球变暖背景下出

现的极端天气的现状分析，对北京未来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的风险性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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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worldwide, 
and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In recent years, extreme weather and cli-
mate events have also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global warm-
ing,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warming, Beijing may face an increase in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hich will bring many risks to the city and residen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treme weath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to think 
about the potential risks of extreme weather that Beijing may face in the future, and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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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造成全球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根源，并且在近年来有加重的趋势。如 2021 年，

全球各地出现重大天气气候事件，欧亚各地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北美和亚洲等地发生严重干旱，欧洲

和北美等地遭受高温热浪和山火，欧美及亚洲多地遭受寒流和暴风雪侵袭[1]；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大量

研究已证实，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和许多流域降水量可能增加，但同时蒸发量也增加，从而使水循环加

速，气候的变率增加，导致极端强降水和极端干旱发生的可能性增大[2] [3]。在我国范围内，近年来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也呈现增多的趋势。本文基于全球变暖背景下出现的极端天气的现状分析，结合多年来北

京气象服务的经验总结，对北京未来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的风险性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案例 

2021 年 7 月 17~23 日，河南多地发生破历史纪录的极端强降水事件，特别是 7 月 20 日，郑州市 24 h
降水量高达 552.5 mm，超过当地常年全年降水量的 8 成，其中 16~17 时降水量达 201.9 mm，突破中国大

陆气象观测小时降水量历史极值，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

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

大自然灾害[4]；无独有偶，2023 年 7 月 29 日~8 月 1 日，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与副热带高压、台风卡

奴水汽输送以及地形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北京及周边地区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天气，造成了重大损失[5]，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灾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会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努力将各类损失降

到最低。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除了暴雨和洪涝灾害趋于增多外，极端高温作为全球变暖最直接体现，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6]，高温热浪也相应成为趋于增多的自然灾害之一[7]。2022 年夏季，高温热

浪再次席卷我国和北半球许多其他地区，欧洲大部、北非、北美和我国长江流域等地区持续出现 35℃以

上高温天气。热浪导致了欧洲超过两千人死亡并引发德国和西班牙等地山火蔓延，美国超过一亿人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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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带来的健康影响。我国大范围地区也经历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高温热浪事件，比如，我国重

庆地区连续 15 天最高气温 40℃以上[8]。此次事件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先后有 70%的国家级

地面气象观测站气温超过 35℃。高温炙烤导致长江流域“汛期反枯”，造成水资源短缺。世界气象组织

(WMO)发言人纳利斯表示，2022 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次及持续时间前所未有。全球变暖对

人类的影响极为明显。 
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特别敏感[9]，一旦发生极端

性的灾害天气，其产生的影响往往比别的城市扩大多倍，也将面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多带来的更大

的风险和挑战。 

3. 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预测及其对北京的潜在影响 

在全球变暖仍将持续的情景下，更频繁、更强盛的极端天气气候以及水文事件可能会在可见的未来

接踵而至，对后代的生存与福祉造成巨大挑战[7]。2023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

来”，这一主题深刻体现了认识极端天气气候与水文事件未来的变化特征，及时采取气候适应和减缓行

动的重要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10]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全球大部分陆地区域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寒潮发生频率和强度减弱；海洋热浪在 80 年代

以来发生频率几乎翻番；极端强降水在大部分数据完备的陆地区域增强增多；由于气候变暖造成陆地蒸

散增加，一些区域的农业和生态干旱有所增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将成为新常态，需高度重视。综上

所述，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与水文事件趋于增强增多。在这种基础背景下，北京也将面临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所带来的更高的风险性。 
首先，北京的高温热浪以及极端强降水导致的暴雨洪涝事件有增多增强的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次

生灾害也将对北京的各行各业以及公众的健康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11] [12] [13] [14] [15]。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联系日趋多元化，灾害的发生不仅会影响到某单个部门，更会通过部门

间的关联效应进一步将影响延伸到与之关联的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系统。2012 年“7.21 北京特大暴雨”

共造成 88.1275 亿元的总产出损失，以及 31.3475 亿元的增加值损失；相较于第三产业，加工制造业等高

成本第二产业更易受暴雨灾害产业关联影响。2018 年 7 月 28 日到 8 月 5 日北京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

此期间气温高(最高气温在 33.5℃~37℃)，湿度大(日平均相对湿度均在 68%以上)，闷热持续时间长，给

北京市各行各业以及公众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影响：2018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3 日北京市日最大电力负

荷连续 4 天(2267.5, 2306.4, 2336.7, 2356)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历史最大负荷为 2254 万千瓦，2017 年 7 月

13 日)，国网北京电力于 7 月 31 日 8 时启动了电网大负荷预警 III 级应急响应，开启了所有应急指挥系统，

加强对重载设备的运行监视，提前调整电网运行方式；持续高温天气造成部分小区停电、断电，给市民

生活带来较大影响；热射病、中暑、心脑血管疾病明显增多，并出现热射病死亡病例，今天头条新华网

发表题为“北京现热射病死亡病例——热的伤害值有多大”的报道；央视新闻移动网发表了“桑拿天环

绕京城中暑患者增多”的报道。 
其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多还将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和产量，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构成威

胁。此外，日趋加强的极端高温天气的增多还容易导致地表臭氧含量增加，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4. 对策建议 

从影响角度来看，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特别敏感，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多将会给北京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来面对和适应，防患

于未然。最直接的风险就是极端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等灾害性天气的增多增强。结合气候变化背景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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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相关极端事件的研究、现状以及面临日益严峻的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形势，北京在未来的建设中需要特

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加强气候变化对北京极端天气事件及其风险的影响研究 

加强北京市观测系统建设，提升极端事件形成与影响的监测能力与水平，加强城市化对极端天气事

件的影响机理研究，深入认识特大城市中自然、人类活动以及建筑物的相互作用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综合考虑全球区域以及城市局地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深入气候变暖与城市化效应共同影响下的极端强

降水和极端高温的研究，深化对城市洪涝灾害和高温热浪影响的认识，加强城市气候数值模拟，优化参

数化方案，提升模式分辨率。此外，需要加强极端强降水洪涝与高温热浪预警信号的发布时效。 

4.2. 加强北京应对极端强降水的能力，加大建设韧性海绵城市的力度 

城市水工程调度和海绵城市建设是重要的城市水系管理调控措施。建设有效的防洪排涝设施、优化

水工建筑空间布局、完善城市水系闸泵堰库等的工程建设均能促进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提升。而加快海

绵城市建设也是缓解城市内涝的重要途径[16]。2021 年 4 月，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联合

发布《关于开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将系统化全域推进我国海绵

城市建设。目前，已有不少关于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洪涝减缓效益分析的研究，北京市建设海绵城市的

具体方案也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城市的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如东莞市[17]。 

4.3. 加强北京应对极端高温热浪的能力，加强城市规划和改造的力度 

城市规划对城市温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一些人为对环境施加的影响，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发

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是城市的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说：“城市高温跟规划有很大的关系”。风道的堵塞、湿地的消失、绿地的减少、城

市的扩大、玻璃幕墙的大量使用，都对城市的热岛效应起着催化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建筑设计

到利用自然资源巧妙给城市降温的行动，在城市建设和改建时，认真考虑了如何避免“热岛效应”。通

过规划布局，打通城市风道，引风入城。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形成易于通风、散热的结构，将不仅有利

于城市热灾害的缓解，还有利于城市污染物的扩散。此外，要充分利用江河湖海的风及水体降温增湿特

点，在沿岸留出足够的空间，形成“风道”，让风和水汽通过“空中走廊”进入市区；同时，要特别控

制城市上风向的建筑高度和密度，防止因建筑过高和过密对风形成阻挡导致热量和温室气体的滞留，空

气的剧烈流动能达到和空调相似的制冷效果。避免市区内建筑呈团块状分布，合理安排建筑间距，加快

市区与郊区的空气流通。城市规划对城市温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4. 科学制定北京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相关政策 

城市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加强城市“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行动”对国家实

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大对公众进行“双碳行动”科普宣传的力度，加强公

众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事件的危害性以及科学应对的意识。 
“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创新，

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北京也应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的新能源

(如太阳能、风能)，努力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近百年全球陆地极端气温变化特征研究(项目号：4220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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