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偏多九成
为 1951 年有完整气象

记录以来最多

8月下旬到9月中旬
先后出现龙卷风、近 10

年罕见强风雹、近 10 年 9 月
份最强暴风雨天气

9月19日至20日
出现近10年9月份最强暴风雨，全省平均降水量和最大降

水量均突破1951年以来9月份历史极值。

10月上旬
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5.5倍

10月2日至4日
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风雹及大暴雨天气
全省平均降水量和最大降水量均突破1951年以来10月历

史极值

2021年

1961年
—

2017年

东北区域年平均
气温上升速率为

0.31℃/10年
高于全国同期平

均气温上升速率和全
球近50年气温上升
速率

辽宁省平均气温
上升速率为

0.27℃/10年

东北区域年降水日数以1.7天/10年的速率减少
降水强度以0.11毫米/天/10年的速率增强
辽宁省年降水日数以2.8天/10年的速率减少
降水强度则以0.17毫米/天/10年的速率增强

近日，东北三省气
象部门第二次东北区
域气候变化评估工作
完成并出版了《东北区
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2020决策者摘要》。

今年以来，我省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频繁发生。6 月，东
北冷涡异常活跃，全
省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 偏 多 九 成 ，为
1951 年有完整气象
记录以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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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2017 年，东北区域年平均气温上
升速率为0.31℃/10年，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气温
上升速率和全球近50年气温上升速率。年降水
日数以 1.7 天/10 年的速率减少，降水强度以
0.11毫米/天/10年的速率增强。

2021 年，东北区域气象中心组织辽宁、吉
林、黑龙江省气象部门完成了第二次东北区域
气候变化评估工作，并出版了《东北区域气候变
化评估报告：2020决策者摘要》。

昨日，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气候变化的观测
情况、影响及未来变化趋势，以及依据未来气候
变化及其对东北区域农业、湿地以及城市采暖
制冷能耗影响的评估结论，并提出可供选择的
适应气候变化对策和措施。

今年我省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辽宁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我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6月，东北冷
涡异常活跃，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九成，
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多。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先后出现龙卷风、近
10年罕见强风雹、近 10年 9月份最强暴风雨天
气，9 月 19 日至 20 日出现近 10 年 9 月份最强暴
风雨，全省平均降水量和最大降水量均突破
1951年以来9月份历史极值。

10月上旬，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5.5
倍，10月2日至4日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风雹
及大暴雨天气，全省平均降水量和最大降水量
均突破1951年以来10月历史极值，并出现历史
罕见最大风力达13级的陆地瞬时大风。省气象
局全力做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报预警服
务工作，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
用，充分发挥气象预警先导作用。研发了具有
自动报警提示功能的预警业务系统，确保预警

信息早、准、广、快发布。

1961年—2017年 气温上升、
降水日数减少、降水强度增加

根据《评估报告》，1961年—2017年，东北区
域年平均气温上升速率为0.31℃/10年，高于全
国同期平均气温上升速率和全球近50年气温上
升速率。同期，辽宁省平均气温上升速率为
0.27℃/10年。东北区域年降水日数以1.7天/10
年的速率减少，降水强度以 0.11 毫米/天/10 年
的速率增强。同期，辽宁省年降水日数以 2.8
天/10 年的速率减少，降水强度则以 0.17 毫米/
天/10年的速率增强。

日照、风速均呈减少趋势，1961 年—2017
年，东北区域年日照时数以35.2小时/10年的速
率明显减少，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数减少速率
为40.0—79.9小时/10年，年平均风速以0.19米/
秒/10年的速率显著下降。同期，辽宁省年日照
时数减少速率为36.6小时/10年，年平均风速下
降速率为0.21米/秒/10年。

积雪期缩短，最大积雪深度增加，最大冻土
深度减小。东北区域积雪初日以1.4天/10年的
速率显著推迟，积雪终日以 2.3 天/10 年的速率
显著提前，积雪期以 3.7 天/10 年的速率显著缩
短，最大积雪深度以0.9厘米/10年的速率增加，
最大冻土深度以5.5厘米/10年的速率减小。同
期，辽宁省积雪初日以0.5天/10年的速率推迟，
积雪终日以 2.5 天/10 年的速率显著提前，积雪
期以 3.0 天/10 年的速率缩短，最大冻土深度以

3.7厘米/10年的速率显著减小。

到21世纪远期
东北气温将上升5.3—6.2℃

东北区域气温持续上升。到 21 世纪远期
（2081—2100年），在低排放情景下，东北区域平
均气温可能上升1.2℃—2.0℃；在中等排放情景
下，气温可能上升3.3—3.9℃；在高排放情景下，
气温可能上升5.3—6.2℃。

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总体增强在中等排放
情景下，21 世纪近期（2020 年—2035 年）和中
期（2046 年—2065 年），东北区域暴雨洪涝灾
害风险区由辽宁中南部向北延伸，面积有所
扩大。

高温灾害风险总体增强。在中等排放情景
下，21世纪近期（2020年—2035年）和中期（2046
年—2065年），东北区域中等级别以上高温风险
区域由辽宁西部向北和省会城市扩展。

干旱风险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在中
等排放情景下，21世纪近期（2020年—2035年）
和中期（2046年—2065年），辽宁中西部地区干
旱风险较高，干旱面积向西略有延伸；21 世纪
远期（2081年—2100年），该地区干旱风险较中
期降低。

低温冷害风险下降。在中等排放情景下，
21世纪近期（2020年—2035年）和中期（2046年
—2065年），低温冷害高风险区主要位于黑龙江
北部，远期（2081 年—2100 年）低温冷害对东北
区域的影响将减小。

极端气候增加
会造成农业生产不稳定性

谈到气候变暖的影响，沈阳区域气候中心
主任赵春雨介绍，气候变暖对农业、自然生态系
统、能源等敏感领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影响有
利有弊，总体表现仍为“弊大于利”。气候变化
背景下，热量资源的改善有助于延长农作物生
育期，但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会
造成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气候变化不仅可通
过影响农业和自然资源而间接地对第二、第三
产业产生影响，而且气候变化减缓措施也将对
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依据未来气候变化及其对东北区域农业、
湿地以及城市采暖制冷能耗的评估结论，《评估
报告》也提出可供选择的适应气候变化对策和
措施。

在农业方面，调整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好热
量资源。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减轻旱涝灾害影
响。遏制黑土地退化，强化黑土地保护。

在湿地方面，维持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证湿地生态需水。建立长效的补水机制，修
复和保护退化湿地，减少气象灾害对湿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

城市采暖制冷能耗方面，开展光热气候资
源评估区划，推进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优化能源结
构。完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推进建筑节能。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6月份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多九成
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多《东北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出版

在暖空气和西南风的合力下，10月25日我
省又迎来了一波升温小高潮，午后最高气温基
本 都 超 过 了 18℃ ，朝 阳 的 羊 山 地 区 达 到 了
21.7℃，温暖再次回归。

26 日早晨 6 时实况气温全部都在零上，辽
河流域地区超过了 10℃，寒冷已经荡然无存。
不过秋冬过渡季节辽宁最常见的天气现象“雾”
又登场了。

25 日夜间锦州、阜新地区及庄河、岫岩局
部出现了大雾或浓雾，水平能见度不足 500
米。26 日早晨到夜间锦州、阜新地区及庄河、
岫岩还会有大雾或浓雾出现。

另外，26 日我省上空有弱冷空气滑过，东
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降水飘落，不过雨量不大，为
小雨级别，其他地区云量有所增加。由于冷空

气强度有限，且停留时间不长，对气温影响不
大。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 15℃
到19℃之间，体感比较舒适。

今日全省天气全面转晴，早晨辐射降温明
显，最低气温抚顺、铁岭、朝阳地区零下 2℃到
0℃，有霜或霜冻，大连、鞍山、锦州、营口地区
5℃到 8℃，其他地区 1℃到 4℃，有霜或轻霜。
寒冷的早晨又回来了，外出多穿点。白天的最
高气温除了东部山区以外，基本都在 15℃以
上，体感舒适度提高。

28日全省依然保持晴朗的天气模式，早晨
最低气温都在 0℃以上，白天最高气温还会超
过15℃。预计，这种温暖的格局会持续到30日
前后。由此看来，供暖前的天气要比想象的温
暖许多。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温暖持续至30日前后
全省大部最高15℃以上

此轮温暖将持续至30日前后，我省大部最高气温达15℃以上。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