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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降水有多强？
新南威尔士州罗斯班克市日总降雨
量达701.8毫米

2 月下旬到 3 月，当北半球逐渐转

暖，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

正由夏季转到秋季，而北部热带地区为

高温、闷热、潮湿的雨季，多季风降雨。

今年自 2 月下旬开始，超强降雨连

日袭扰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地区。此次强

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新南威

尔士州东北部累计降水量为 100 毫米到

300 毫米，沿海地区超过 400 毫米。通

常 在 2 月 ， 上 述 地 区 月 平 均 降 水 量 在

100 毫米到 180 毫米之间，沿海局地可

能超过 200 毫米。

连 续 多 日 的 降 水 给 当 地 带 来 了 压

力。2 月 28 日，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的

罗 斯 班 克 市 日 总 降 雨 量 达 701.8 毫 米，

这是自 1954 年以来当地有记录的最高降

水量值。

2 月 28 日，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发生

洪灾，昆士兰首府、澳大利亚第三大人

口城市布里斯班不少地区被洪水淹没。

有关部门称，2 月 27 日至 28 日，紧急救

援人员在布里斯班及其周围地区接到

8000 多个求救电话，并开展了上百次快

速水上救援。目前，洪水已造成澳大利

亚东南部上万人严重受灾，且强降水还

在继续，影响范围持续扩大，灾情仍在

进一步发展中。

据媒体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应急部

门向 20 万人发布了撤离令，向 30 万人

发布撤离预警。该州州长多米尼克·佩

罗泰特呼吁民众“严肃对待”应急部门

的撤离令。

降水为何持续多日？
澳大利亚东风槽和东岸低压异常偏
强协同导致

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达一周，

给当地的河流水库及城市带来防洪压

力。而雨水不停，正是在东风槽和东岸

低压均异常偏强的环流背景下发生的。

在南半球的夏季，东风槽是影响澳

大利亚天气气候的主要环流系统之一。

该槽位于澳大利亚大分水岭背风侧，在

热力和地形影响下形成，其面积和强度

的变化对澳大利亚东部降水有重要影

响。伴随东风槽，在澳大利亚东部沿岸

往往有高压脊出现。

东 岸 低 压 则 是 一 个 强 切 断 低 压 系

统，在南半球全年都可存在，持续时间通

常为几天，可带来强降雨、大风天气，致

灾性强，主要影响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

当东岸低压与南部高压脊共同作用形成阻

塞系统时，持续时间甚至可超过一周。

2 月下旬开始，澳大利亚东部东风

槽异常偏强，且不断发展加深，槽前出

现明显的辐合上升运动。伴随东风槽，

在东南沿岸及西南太平洋上空存在异常

偏强的高压脊，使低槽阻滞。

同时，东亚低压也异常偏强，低层

为异常的气旋性环流，在其南侧的偏东

南气流引导下，来自海洋的暖湿水汽大

量输送至昆士兰州东南部和新南威尔士

州东北部，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持续性

强降水事件。

关注“小概率高影响”事件
即使微小的增暖也可能会导致极端
事件增多增强

澳 大 利 亚 气 象 部 门 统 计 数 据 显

示，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澳大利

亚北部雨季 （10 月至次年 4 月） 的降雨

量一直在增加。去年 3 月下旬，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也曾出现持续数日的

暴雨，导致该地区发生 60 年来最严重

的洪水。

纵观全球，2022 开年以来，全球遭

遇了多次极端事件，如美国暴风雪及冬

季 风 暴 、 欧 洲 “ 尤 妮 斯 ” 风 暴 等 。

《2021 年中国气候公报》 也显示，2021

年我国年平均气温为 10.5℃，比常年偏

高 1.0℃，为 1951 年以来最暖年，全年

遭受了 36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

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关注到在气候变

暖的形势下全球极端事件频发的现实。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极端降水在大部分有观测

资料的区域呈增加趋势。2021 年全球平

均 气 温 较 1850—1900 年 高 出 约 1.1℃ ，

成为第 7 个 （2015—2021 年） 全球气温

高于工业化前水平

1℃以上的年份。

根 据 研 究 ， 未

来极端事件的变化

与全球变暖幅度有

关，极端温度、极

端降水、干旱等极

端事件都将呈现非

线性增加趋势，即

使微小的增暖 （如

0.5℃升温） 也可能

会导致极端事件增

多增强。

同 时 ， 随 着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加 剧 ，

“小概率高影响”事

件 将 更 容 易 出 现 ，

并将带来更大的气

候风险和影响，从而大大增加防范极端

气候风险的难度。例如，1850—1900 年

间平均 50 年才发生 1 次的极端高温事

件，在当前气候状态下约每 10 年发生 1

次，在 1.5℃温升时约每 5 年发生 1 次；

而当全球升温至 4℃，则每年都会遭遇

至少 1 次同等严重的高温。

频频出现的极端事件已经在敲响警

钟，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认识和了解极

端气候的变化规律及成因，不断提升监

测预测预警能力。同时，要高度重视并

积极应对极端事件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

影 响 ， 增 强 防 范 和 应 对 灾 害 风 险 的

能力。

目前我国气象部门不断加强对全球

天气气候的研究和预报。据了解，自 2

月 23 日起，中央气象台就对澳大利亚此

次强降水过程开展了滚动预报，明确指

出“未来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

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近年来，全球商业航天发展步入快

车 道 ， 逐 渐 成 为 太 空 经 济 新 的 增 长 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

任、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

统副总师、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工程地面

系统副总指挥张兴赢认为，利用商业化

提升国家航天能力、推动航天产业发展

已成为共识，需推动我国商业航天有序

快速发展。

商业航天具有多重战略和商业价值

商 业 航 天 ， 按 市 场 规 则 配 置 技 术、

资 金 、 人 才 等 资 源 要 素 ， 以 盈 利 为 目

的，是独立的非政府航天活动，涉及卫

星 制 造 、 发 射 服 务 、 卫 星 运 营 及 应 用、

地面设备制造与服务、太空旅游、太空

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张兴赢认为，该

领域具有巨大的战略和商业价值，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卫星遥感技术与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等前沿技术的结合，为商业遥感卫星的

发展带来大量需求。

随着太空军事化进程不断加快，世

界各军事强国将航天力量视为重要战略

手段，各国军方和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

商业行为“购买服务”。同时，商业航天

更是抢占稀缺太空资源的重要手段，通

信频率和运行轨道是卫星运行必不可少

且极其稀缺的资源。卫星频轨资源对于

国家天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推动商业航天快速发展，无疑是抢

占这一重要战略资源的有效手段。

2015 年我国出台的 《国家民用空间

基 础 设 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15—2025

年）》 已提出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国 家 民 用 空 间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应 用 开

发。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支持下，民营

航天创业企业大量涌现，商业航天发展

雏形初步呈现。

张 兴 赢 表 示 ， 在 蓬 勃 发 展 的 背 后，

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正

视。“ 当 前 ， 我 国 商 业 航 天 尚 未 开 展 系

统、整体、长远的战略性梳理和分析。”

张兴赢说。

有序推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时不我待

商业航天的发展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航天的全球竞争力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与一些发达国家相

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张兴赢认为，改变这一形势、探索解决之策

非常重要。他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商业航天发展指导意见，完善

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加强商业航天发展涉及的主管部门间的协

调和重要产业领域的协同，加强政策支撑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

和针对性，推动相关部门和利益主体在商业航天发展中的整合统

一；做好顶层设计，发挥商业航天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中的重

要作用；明确国有航天企业和民营航天企业的分工，鼓励国有航

天企业与民营航天企业差异化发展，形成商业航天与新兴战略性

产业互相渗透、融合发展的局面，以灵活的商业模式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形成优势互补。

张兴赢还建议，建立商业航天战略研究和战略咨询长效机

制，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商业航天战略咨询委员会等高等级、

权威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机构，提供决策参考、战略咨询等指引。

在扩大政府采购商业航天产品和服务范围方面，他呼吁，支

持商业航天企业参与航天重大工程项目研制，建立航天活动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商业航天企业有序进入退出、公平参与

竞争。

廊坊联合多部门专家监测墒情助春播
本报讯 通讯员马启河报道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气象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成立了“春耕春播服务保障”专家

联盟，联合做好春耕春播服务保障工作。

专家联盟通过覆盖该市全境的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站、人工土

壤墒情监测点以及卫星遥感技术等途径，加强对全市天气形势发

展演变和土壤墒情动态变化的监测，及时为农户提供可靠的气象

参考数据，做好阶段性气象干旱、大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

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工作；联合制作发布春耕春播生产活动服务信

息，引导农户充分抓住有利天气时机抢农时。

安康建自动气象站精细服务优质水稻
本报讯 通讯员赵艳妮报道 日前，陕西省安康市气象局在汉滨

区中原镇北山粮仓万亩优质米基地建成新一代智能区域自动气象

站，为精细服务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该站可对水稻田间温湿度、雨量、风向风速、气压等气象要

素进行实时监测。气象部门可根据监测数据，结合天气预报及时

发布精细化农业气象服务产品，指导水稻农事生产、病虫害防

治、农作物灌溉、追肥等工作，充分发挥气象对现代化农业生产

的科技支撑作用，减轻农业气象灾害，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专家顾问：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孙颖，气候变化监测预估室研究员闫宇平、高级工程师胡婷，
气候预测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刘芸芸、助理工程师吕卓卓；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牛若芸

热点聚焦2月下旬以来，澳大利亚东海岸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昆士兰州多地2
月降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部分地区单日降雨量超过整月平均降水量。

暴雨导致多地出现洪灾。截至3月3日，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及周边
地区大量人员收到撤离指令或准备撤离的预警。

3 月 3 日，悉尼西部一些居民的房屋被洪水淹没，州应

急部门的志愿者在营救居民。 图片来源：法新社

“小概率高影响”事件再敲警钟
本报记者 赵晓妮 崔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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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持续暴雨创纪录

汤加火山爆发至少打破两项纪录
探测技术进步为火山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许小峰

3 月 2 日，印度尼西亚塞梅鲁火山喷发，时间大约持续了 1 个小时，致

使火山口顶部向东南移动了4.5公里。火山喷发还造成当地出现火山灰雨。

据了解，近日塞梅鲁火山频繁喷发，3 月 1 日监测到 40 次喷发，3 月 2

日 32 次，3 月 3 日 27 次。 （来源：《卫报》 编译：吴鹏）

2022 年 1 月 15 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

首都努库阿洛法以北约 65 公里处的一座名

为洪阿哈阿帕伊的火山爆发了，其巨大的

火山灰喷发场景震撼了世界，由不同卫星

拍下的清晰图像在各类媒体上快速传播，

引起广泛关注。这座火山坐落在汤加-克

马 德 克 火 山 弧 （Tonga-Kermadec volcanic

arc） 内，是一条大部分位于海水下的火山

线，火山从海底升起 2000 多米高。

这次火山喷发过程至少打破了两项纪

录 。 根 据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

的报告，火山喷出的羽流所达到的高度超

过了以往卫星所捕获到的最高纪录，达 58

公里，大量的气体和灰烬冲过对流层、平

流层，到达中间层内。在此之前，观测到

的最高火山羽流发生在 1991 年菲律宾皮纳

图博山 （Mount Pinatubo） 爆发时，高达

35 公里。这次，来自 NASA 兰利研究中心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的 科 研 人 员 分

析了位于西经 137.2°的 GOES-17 和位于

东经 140.7°的 Himawari-8 两颗静止气象

卫星的资料，每 10 分钟可获得一次对云体

的红外测温信息。一般情况下，可将这些

温度信息与数值模式计算的温度和高度进

行比较来确定云的高度，但在云体发展到

对流层以上后会产生不确定的误差。这次

由于有了从两个不同角度获取的资料，可

以 通 过 几 何 方 法 来 计 算 云 系 各 部 分 的 位

置，重构数字化的三维云体图像。根据这

些观测信息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最初的

喷发大约在 30 分钟内从海面迅速冲到 58 公

里，随后，又发生了一个次级脉冲，达到

50 公里。

另一项纪录是喷发过程中产生了巨量

的闪电，三天内达 59 万次，其中约 40 万

次发生在爆发后的六小时内，如此高频次

的集中闪击是非同寻常的。上一次监测到

的最大火山闪电事件发生在 2018 年，印

度 尼 西 亚 拉 卡 塔 岛 的 喀 拉 喀 托 （Anak

Krakatau） 火山爆发，在一周内产生了约

34 万次闪击。这些结果源于芬兰维萨拉

（Vaisala） 公 司 的 研 究 团 队 ， 数 据 由 维 萨

拉建设的 GLD360 全球闪电网——一个可

以 实 时 捕 捉 全 球 闪 电 发 生 的 监 测 网 络

测得。

洪阿哈阿帕伊火山是一座主体部分在

水下绵延 20 多公里的海底火山。一般情况

下深海火山爆发很少穿过海洋表面形成剧

烈喷发，水的压力会抑制爆发力的增长。

但 这 次 喷 发 的 火 山 口 最 深 处 距 海 面 只 有

250 米，相对浅的水层难以产生足够的抑

制力。相反，当爆发发生后，这些水反而

构成了助力的能量。据 《自然》 杂志引述

地球科学专家的解释，“一些强大的喷发

都与水的助力有关”。水与喷发物相遇后

快速加热形成蒸汽，体积迅速膨胀，有效

地将岩浆中的热能转化为喷发动能。

这次汤加火山爆发构成了一次典型的

地球系统突发变化过程，岩石圈、水圈、

大气圈、生物圈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相

互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需要从更多

的视角分析。从这次事件后获取的各类资

料看，探测技术的进步确实发挥了重要作

用，提供了大量清晰、生动的实况信息，

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公众，都可以在各自

认知程度的基础上了解火山爆发的真实场

景，这显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自然灾害

防御能力的提升和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

（上接第一版）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

世纪疫情的巨大冲击，我国经济发展和

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本身就是中国

经济强大韧性和活力的最直接体现。”正

威 国 际 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王 文 银 委 员 说，

这也是我们未来面对压力和挑战，实现

“稳”和“进”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 有 长 期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 人 民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 、 安 全 感 显 著 增 强”。 习

近平总书记的话让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

展智库 （高级研究院） 副院长宋青委员

感 触 很 深，“ 社 区 的 服 务 和 管 理 能 力 不

断增强，基层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透

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真

切感受到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安定

有序。”

为了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作家张威

委 员 走 访 过 很 多 的 乡 村 和 城 市 进 行 调

研，深切感受到各地老百姓展现出的精

神风貌，“总书记提到的‘自信自强的精

神力量’，正是中国人民奋斗不竭的动力

源 泉 ， 不 断 激 发 人 们 的 积 极 性 、 主 动

性、创造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

加伟大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