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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强降雨
不断。进入夏季，天气仿佛变得更加剧烈。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和降水会不会更加频
繁？气候形势到底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
研究员翟建青介绍，6月9日以来华北东南
部、黄淮等地出现高温天气过程，河北、山
东、天津等地共有42个国家气象站达到极端
高温阈值，86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过
40℃，高温影响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影响
人口约2.9亿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国高

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
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
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心服务室副主任
李修仓说。

数据显示，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次
发生时间以每 10年 2.5 天的速率在提前。
1981年至1990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最
早发生在6月24日，2023年则提前到了5月28
日，比常年偏早16天。同时，全国区域高温过
程累计日数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
加4.8天，高温的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高温越来越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表示，
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度升高，高
温天气也趋于频繁，极端高温事件增多增强

或已成为新常态。此外，自2023年5月开始的
厄尔尼诺事件已趋于结束，但其滞后影响仍将
持续，并且大概率在2024年夏季转变成拉尼娜
事件。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通过海气相互作
用影响全球大气环流，并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
全球各地气候异常。

而阶段性大气环流异常是区域高温天气
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高温主要受到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暖高压共同影
响。在暖高压控制的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
晴朗少云，不易成云致雨，太阳辐射强，近地面
加热强烈，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的
条件下，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今夏我国高温天气是否会更加突出？

“今年夏季高温过程多，持续的高温天气频
繁，预计长江流域的高温强度低于2022年。”郑
志海说，今年高温天气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
征，6月主要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度
强，盛夏（7月至8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

今年4月华南前汛期开启后，发生多次强
降水过程，华南区域4月4日至6月11日累计降
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多。当前，我国已全

面进入汛期，夏季降水是否会持续偏多？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6月至8

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重于旱，东部季
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
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
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

专家表示，今夏气候受到赤道中东太平洋
由厄尔尼诺向拉尼娜转换影响，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强，副高外围水汽输送条件好，东部季
风区降水总体偏多的可能性大。此外，我国气
候异常还会受到其他海区（如印度洋、大西洋
等）海温变化，以及积雪、极冰等其他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在未来夏季的演变及其气候影响仍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频发，翟建青建议相关
部门做好高温中暑防御及卫生防疫工作，尤其
是针对独居老人、长期慢性病患者、降温设施不
足的低收入家庭和户外作业人员。同时加强科
学调度，保障生活生产用电，确保人畜饮用水和
生产用水等。此外，6月13日起南方将出现新
一轮暴雨，降雨区域和前期高度重叠，专家提醒
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刘诗平）
记者 12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6 月 13 日至 15
日，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预计将有一次
强降雨过程。本次强降雨过程预计累计雨量
大，叠加效应明显，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发生的风险高，水利部门正积极做好暴雨洪
水防范应对。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本次强降
雨过程影响，预计湖南湘江，江西赣江、抚河、信
江、饶河，浙江钱塘江、瓯江，福建闽江，广西西江
及支流郁江、柳江、桂江、贺江，广东北江等河流
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广西西江及支流郁

江、桂江，江西信江，福建闽江上游等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
以上洪水。

水利部当天组织防汛会商会议，滚动分
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安排部署
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门防范应对本次
暴雨洪水工作重点包括：强化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拦蓄洪水；
加强山洪灾害监测，切实落实“叫应”机制；加
强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强化水库安全度汛措
施，特别是落实小型水库和病险水库保坝措
施，坚决避免水库垮坝。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水利部发布
旱情通报，水利部12日14时针对河北、山西、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省启动
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5月以来，华北、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
区降水偏少，加之近期高温天气，一些地区
出现待播耕地缺墒和已播作物受旱情况。
水利部预计未来10天该区域仍维持高温少
雨天气，旱情可能持续或进一步发展。

水利部当天发布干旱蓝色预警。
另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周

圆 王聿昊）近期，华北黄淮等地旱情持续发
展。国家防总于6月12日12时针对山东、河
南两省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
工作组分赴两省协助指导抗旱工作。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偏多
——专家详解气候变化下的夏季气候形势

8省干旱防御应急响应启动
国家防总向山东、河南派出工作组

南方强降雨来袭 做好暴雨洪水防范应对

（上接第1版）天津、重庆、北京、河北、广东等省
市都将设立展区，特别是此次博览会是天津与
重庆首次联手，两地将以博览会为纽带，强化
联动、深化合作、锻长补短，为津渝携手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

创新性上，一批来自全球各地最前沿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体验将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智
能发展新趋势。“人工智能大模型展团”凸显
“新”看点，百度文心一言、阿里云通义、科大讯
飞星火等40余个知名大模型将集体亮相，全面
展示图文生成、多模态处理、参数规模扩展以
及赋能千行百业的成效。“智能机器人展团”带
来“新”体验，优必选人形机器人、中国移动仿
生机器人、宇树科技四足机器人、傅利叶智能
机器人等产品将进行现场互动，为观众展现科
技魅力。“低空经济展团”展现“新”动能，小鹏
飞行汽车、亿航智能、云圣智能、一飞智控、云
遥宇航等多家无人机、飞行汽车、航天技术企
业将集体展示先进技术产品。

参与性上，此次博览会聚焦3项重磅赛事
活动，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代表
亚太地区机器人学科竞赛最高水平，将有来自
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参赛队伍，预计
800余人同堂竞技。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是
世界级智能汽车品牌赛事，将设立智能网联实
车赛、开迈斯杯量产应用挑战赛、天融信杯信

息安全挑战赛以及智能座舱AI大模型赛4个
赛项，推动更多创新理论和前沿应用落地生
根，助力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国际智能体
育大会作为体现人工智能与体育深度融合的
智能体育品牌赛事，将进一步升级规模和品
质，聚焦智能自行车赛、无人机竞速、电子竞技
等热点，广泛邀请国内知名高校、重点企业、明
星选手参赛。
国际性上，努力构建全球智能“引力场”，共吸

引49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通用电气、丰田汽车
等知名外资企业积极参展，带来科技、商贸、文化
领域的全新合作；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德国弗劳
恩霍夫协会电子纳米系统研究所、日本国自治体
国际化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韩贸易投资振
兴公社、英中贸易协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
商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将参与大会，共同探讨智能
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寻求发展的新机会。

开放性上，将坚持“办展就是办事”，以会
兴业形成产业合作“新成果”。此次博览会参
展企业和机构超过550家，组委会以举办博览
会为契机，持续推进项目对接，目前已征集拟
签约项目129个、总投资超900亿元，涉及高端
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将为天津加快构
建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蓄力
赋能。博览会期间，将持续开展招商推介、产
业对接等活动，拟组织300场以上双边会谈。

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6月20日至23日在津首办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从昨天举办的
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此次博览会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携长安汽车、广
域铭岛等一批代表性企业组团亮相大会，集中
展示重庆制造业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

据出席发布会的重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亮相此次博览会的重庆主题展区将重点聚焦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业、先进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
动计划、科技创新等领域展示制造重镇近年来
的发展成果，同时，宗申集团、忽米网、赛力斯
等重庆知名企业还将独立搭建展区参展。

近年来，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的重庆
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市战略和推动数字重庆
建设，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持续壮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奋力开启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新篇章。2023年，重庆
规上工业总产值达2.6万亿元。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正加快
成长为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汽车产量超230万
辆，跃居全国第二，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50万辆；连续10年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笔记本电
脑生产基地，全球每生产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
一台是“重庆造”；智能手机出货量全国第四，功
率半导体年产量全国前三。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满天星”行动计划走深走实，全市累计拥有规
模以上软件企业610余家，软件从业人员超36
万人。打造“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生态，全
市智能化改造企业工业增加值贡献率超过
70%，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5.3%，两化融合发展指数居西部第一。在重
庆，每333个人，就拥有一座5G基站，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稳定运行，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高效畅通，“智慧之花”开遍巴渝大地。

首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我市举办后，
重庆将于2025年举办第二届世界智能产业博
览会。

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携代表性企业组团亮相

集中展示重庆制造业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