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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的雨打春开始，仿佛就预示着
2015 年天气的不平常。整个第一季度，
北方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人们盼
望的“四季如春”被过成了“春如四季”，不
仅闹心的秋裤脱了穿、穿了脱，最近北京
灵山、河北围场、康宝及内蒙古中部等地
竟然还上演了一幕五月飞雪奇观。

南方的小伙伴们也是大开眼界。5 月
5 日华南才进入前汛期，为近 37 年来最
晚。汛期大幕一拉开，暴雨强对流频频来
袭，南方出现 6 次暴雨过程，“华丽丽”的
水龙卷现身海面，人们真真切切地体验
到，天气耍起脾气来，还真是“任性”。今
年的天气为何这般“任性”？接下来天气
还要闹成哪样？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任
性”的天气呢？《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中国
气象局，与气象专家一起聊天气。

厄尔尼诺来“捣乱”

5 月 12 日，澳大利亚气象部门通过监
测海表温度指数，宣布“小男孩”厄尔尼诺
回来了！至此，中国、日本、美国等环太平
洋国家基本上都宣布 2014/2015 年厄尔
尼诺已经形成。

为何各国对厄尔尼诺如此关注？因
为这个“小男孩”一来，往往会让全球气候
状况百出。以我国为例，发端于 1997 年 4
月的 1997/1998 年厄尔尼诺事件，导致长
江 流 域 1998 年 特 大 洪 水 ，酿 成 重 大 损
失。近年来，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极端天
气在我们身边频繁发生，每年数百人在洪
涝灾害中死亡，直接损失上千亿元。2014
年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也已对全球气候
产生影响。

厄尔尼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首席专家周兵解
释，地球表面由 71%的海洋和 29%的陆地
组成，海水表面温度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大
气环流发生很大的变化。赤道中东太平
洋海水表面温度持续偏高或偏低，就可能
招来“小男孩”厄尔尼诺或“小女孩”拉尼
娜捣乱，他们通过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
来影响热带大气和热带外大气的全球气
候。“‘厄尔尼诺’就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
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
象。厄尔尼诺事件是当前科学预测气候
的重要考虑因素，厄尔尼诺现象大约每隔
2至 7年发生一次。”周兵说。

对于厄尔尼诺监测区域的选择，不同
的国家使用的监测指标、分析处理方法和
海温资料有所不同，这也导致了各国宣布
厄尔尼诺形成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要定
义一次厄尔尼诺，美国要看尼诺 3.4 区海
表温度，日本则要看尼诺 3 区的海表温
度；同一个海区，美国要测 3 个月的海表
温度，英国要测 6个月。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在业务上
主要以尼诺 Z 区（亦称“尼诺综合区”）的
海温距平指数作为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
依据。即当该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持续 3
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 0.5℃，称为进
入“厄尔尼诺状态”，若持续 6 个月以上，
则确认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因此，自
去年 10 月底，国家气候中心在历时半年
的跟踪监测后对外宣布，新厄尔尼诺事件
自 2014年 5月起已经形成，厄尔尼诺处在
维持、增强、发展阶段。”周兵说。

近期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
附近太平洋次表层异常暖水加强东传，并
逐渐抬升至表层。监测显示，4 月份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到目前为止，尼诺 Z 指数偏高 1.3℃，
创下去年 5 月厄尔尼诺事件形成以来的
新高。”周兵说。

已经历了近 13 个月的厄尔尼诺，目
前仍丝毫没有消退的意思。据国家气象中
心统计，1951 年以来，有 5 次厄尔尼诺年
超过 12 个月，有的持续时间长达 16 个月。
此次厄尔尼诺发展情况较迅猛，历时也较
长，并呈现明显的中部型特征。“5 月以来，
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温持续增强，特别是
赤道东太平洋南美沿岸暖海温增温显著，
不排除当前中部型厄尔尼诺有向东部型

（典型）厄尔尼诺转变的可能。”周兵说。

极端天气易出现

此前在澳大利亚突破夏季高温历史
极值时，美国中东部正经历一场“极品”冬
季：先后 6 次遭受大范围暴风雪过程袭
击，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5℃，波士顿
累计积雪达 2.6 米，均突破历史纪录，走红
全球网络的喷泉冻结照片酷似电影《后
天》场景。暴雪甚至波及我国东北地区。

美国将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归咎为厄
尔尼诺的影响。

厄尔尼诺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北
美、我国乃至全球的呢？周兵分析道，海
表温度出现异常，中东太平洋是暖的，赤
道印度洋也是暖的，两个暖区出现上升运
动，就像机械运动中的两个齿轮，带动着
热带地区的大气运行，赤道西太平洋的热
带地区形成下沉气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系统在南海等地加强。厄尔尼诺还可
以通过热带大气与中高纬度大气的相互
作用及大气遥相关型，影响到热带外地
区，北美等地也是一个关键性敏感区。

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已导致全球极端
气候事件明显增多，全球气象灾害多发趋
势明显：南美洲多国遭遇洪涝灾害，巴拉
圭、巴西（南部）、阿根廷 3 国 36 万多受灾

人民被迫背井离乡。一直被认为水资源
充沛的巴西发生了 1930 年以来最严重的
旱灾，936个城市水资源告急，巴西农业区
遭受 1965年以来的最大损失。

目前，我国天气气候也呈现出一些特
点。周兵说，总体来讲，全国的气候较为
平稳，但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气象灾害，
比如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的强对流和暴雨
天气，而 4 月上旬，北方轮番遭受了倒春
寒，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在高温以后又转
入了极端的低温。

“华南前汛期传统意义上是在 4 月 6
日左右开汛，预示着降水开始增强，汛期
拉开序幕。而今年到 5 月 5 日才开始。华
南前汛期的推迟确实与厄尔尼诺有关。
由于华南前汛期开汛晚，降水少，出现了
两广地区的气象干旱。此次气象干旱没
有造成严重农业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不
大。华南前汛期开汛以后，广东、广西及
江南等地出现了多次强降水，部分城市出
现了内涝现象。”周兵说。5 月中旬以来，
南方地区正经历强度最大、范围最强的降
雨天气过程，此次强对流天气对很多地方
造成了影响，为了应对强降水天气过程，
中国气象局还曾启动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近日，中央气象台对全国的天气进行
会商，其中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因为厄尔
尼诺的发展，我国今年可能会出现南涝北
旱。南涝一般指长江沿江流域到江南及
华南北部一带出现涝情，北旱主要指淮河
以北的华北等地出现旱情。“4 月以来，长
江中下游到江南大部，降水总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二至五成，随着夏季 6 至 8 月主汛
期的临近，需要特别关注长江中下游有可
能发生洪涝，同时关注我国北方有可能出
现干旱。”周兵说。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季江淮流
域到江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局部
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华北降水较常年偏
少，干旱较重；影响我国的台风个数较常

年偏少，但是平均强度大。
今年会发生类似 1998 年那样的大洪

水吗？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大气、海洋等
多种因素研判，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
半年内，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仍将发展，
但强度不会高于 1997/1998 年。今年发
生类似 1998 年大洪水的可能性小，但不
排除是近年来降水明显偏多年份。

防灾减灾任务重

5 月 13 日至 17 日，我国南方地区出
现强降水天气过程，江淮、江汉、江
南、华南等地出现了暴雨至大暴雨，持
续性降水导致局地汛情发展迅速。据了
解，由于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等 9 省已经造成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国光指
出，今年天气气候形势复杂严峻，厄尔尼
诺事件来势凶猛，不排除出现严峻天气气
候形势的可能。

面对复杂形势，该如何做好防灾减
灾，把损失降到最低？

“着力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预测预报水
平，这是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和
前提。”郑国光说。当前进入汛期气象服
务的关键时期，气象部门加强了灾害性天
气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工作，并充分利用
各级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的
作用和已有的信息发布手段，确保准确及
时地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中国气象局将不断依靠科技进步和
现有的技术手段，创新预报预测业务方
式。例如，内部会商、上下会商要强化，提
高会商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预测预报
的频次也要增加，特别是要增加灾害性天
气的滚动订正预报；此外，还要总结灾害
性天气的预报经验，逐步改变依赖解释数
值预报的倾向，让预报员真正成为天气预
报的主人。”郑国光说。

除了提高气象预报预警能力，防范气
象灾害造成的次生灾害也非常重要。“我
们现在防御灾害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已
经从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单灾种的防
御转向了现在风险管理的防御。怎样让
这种防御更有效呢？应该构筑一个高效、
科学、现代化、社会化防灾减灾体系。”中
国气象局前预测减灾司司长阮水根说。

这个体系应该怎样建？“必须坚持以
防为主，防、抗、减、救相互结合、联动起
来，才能发挥体系最大效用。”阮水根说。

我 们 国 家 防 灾 减 灾 体 系 在 经 历 了
2003 年非典以后发展迅速，监测的预警
机制、发布机制以及关于一些防御工程的
机制、恢复重建的机制等等都在不断完
善，体制架构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
社区、乡镇都建立了防灾减灾预案。但
是，当前防灾减灾体系还存在薄弱环节。

“主要有两方面不足，首先在体制上
应该逐步扁平化，减少中间层次，提高效
率，使得我们指挥更加前移。其次，由于
灾害本身无国界、疆界，甚至是无界限的，
这就需要各个区域在信息、资源、技术各
个方面都联动起来，特别要关注农村抗灾
的薄弱环节，建立城乡防御机制，实现灾
害面前的联控、联动、联治。”阮水根说。

可喜的是，5 月 18 日，由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主导、中国气象局承办的国家预
警信息发布中心正式启动运行，目前气
象、海洋、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险、重污
染天气等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在系统上的
统一发布，未来将继续推进相关部委预警
信息发布业务接入。该中心已经建立起
国家、省（区）、市、县四级发布体系，涵盖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
等四大类多灾种突发事件，这将有效促进
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今年天气为何如此“任性”
本报记者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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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近日发表一篇论文，报道了世界上
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此前，世界上
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发现于热河生物群的义县
组，距今约 1.25 亿年。而新标本发现于河北丰宁四
岔口盆地的花吉营组，距今约 1.3 亿年，代表了今鸟
型类已知最古老的化石纪录，将今鸟型类的起源时
间向史前推进了至少 500万年。

在距今 2.52 亿年到 6600 万年前的中生代，鸟
类主要包括今鸟型类、反鸟类和一些更基干的鸟
类。但在 6600 万年前白垩纪末期发生的生物大灭
绝中，只有今鸟型类的部分进步类群存活并最终演
化成现生鸟类。

论文中的新标本是收藏于山东天宇自然博物馆
的两件鸟类化石，研究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学
研究，认为新标本为红山鸟类，是早白垩世较为进步
的今鸟型类，生活在滨湖环境。据此，研究者将其命
名为弥曼始今鸟，种名献给古脊椎所张弥曼院士，以
感谢她长期以来对热河生物群研究的支持。

弥曼始今鸟的羽毛保存完整，包括初级和次级
飞羽、扇状尾羽，以及在低速飞行时具有重要控制作
用的小翼羽。研究者对大量中生代鸟类进行了系统
发育的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时代更晚的其他红山
鸟类，弥曼始今鸟在系统树上更为进步。而相对于
时代更晚的义县组和九佛堂组的一些今鸟型类，红
山鸟类这一支系在系统树上处于更为进步的位置。
弥曼始今鸟较进步的系统位置和较早的出现时间，
显示出地层与谱系关系的不一致性，表明今鸟型类
起源的时间较已有的认识更早；同时，也将除始祖鸟
外的其他原始鸟类支系的起源和分异时间向前推进
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该论文由中科院古脊椎所王敏、周忠和、邹晶
梅，与山东临沂大学郑晓廷、王孝理、王岩、张晓梅，
以及麦考瑞大学格雷厄姆·蒂·劳埃德合作完成。

我学者发现最古老今鸟型类化石——

今鸟型类起源有新解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第 73 届国际医疗器械博览
会上，完成并购柯惠医疗之后的全新美敦力公司展
示其最新产品和技术，其中无痛肠检神器——新一
代胶囊内镜 PillCam 格外引人注意。

传统医疗设备可以成功扫描食道、胃和大肠等
部位，但由于小肠的特殊位置和结构，使用常规检测
手段诊断难度较大，且检查过程极为痛苦，因此小肠
疾病的诊断被认为是消化道最后的“盲区”。传统的
肠镜检查需要将一根长约 140cm 带有摄像头的纤
维软管，由肛门慢慢进入大肠，以进行检查。对于很
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而且在接受检
查前需要禁食 3天，并服用洗肠液，令人望而生畏。

而新一代胶囊内镜 PillCam 则解决了患者痛苦
这一难题。在无痛苦的情况下，PillCam 可以获得
整个小肠的影像资料。与插入式的消化道内镜相
比，胶囊内镜优势为无痛、无创、安全和便捷，尤其是
对小肠的检查大幅提高了诊断率,消除了长期以来
小肠隐性出血等疾病检查的“盲区”，为临床不明原
因消化道出血病人的定位诊断和小肠疾病的诊治等
开辟了新的领域。

进行胶囊内镜检查时，只需在患者腹部皮肤贴
上接收电极，并将电极与一个小巧玲珑可随身携带
的记录仪相连，然后患者空腹吞下一颗形似胶囊的
内镜，“胶囊”则随着消化道的蠕动而移动，直至患者
自然排出体外。此时，图像记录仪就会通过电极接
收存储于胶囊内镜的信号，记录下消化道内的完整
情况，最后由工作站专用处理软件对这些信号进行
数据处理，得到一套完整的图像及相关数据。专家
认为，胶囊式内镜的诞生是消化学科发展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适用于消化道疾病的检查和为确认疾病
的筛查，与其他内镜检查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新一代胶囊内镜 PillCam 引关注——

科技让医学检测更亲民
本报记者 陈 颐

弥曼始今鸟复原图。 张宗达绘

图为胶囊内镜 PillCam。本报记者 陈 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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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61 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实用机器人在美国问世，到如今，机器
人已经从科幻式的角色，真正走入了人类
生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奔跑
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发利用”这条竞赛
路上，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已经发展成了机
器人强国。对后起之秀中国而言，机器人
应用还更多地停留在工业加工领域，距离
百姓生活尚远，不像日本的机器人已经进
入普通家庭。

现在这个短板正在被补齐。我国最大
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沈阳新松机器人公
司目前全面进入服务机器人领域。新开发
的民用机器人集机器人控制技术、自主导
航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图像识别技术于
一体，具有自主行走、避让、信息发布、
才艺表演、讲解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触

摸屏、语音、遥控器等多种方式与机器人
交流，智能展示机器人可以广泛应用于政
府办事大厅、展馆、餐厅酒店等公共场所
——中国自主生产的服务机器人已走进我
们的生活。

中国机器人企业纷纷根据市场需求在
智能餐厅、公共场所服务等领域开发出了
更多新型机器人产品。其中，引领讲解机
器人、餐桌清理机器人等产品将成为机器
人主题餐厅的新亮点；物品搬运机器人、助

理机器人等产品也逐渐走入百姓生活。
机器人应用多了会不会“出事”？因为

多个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工作时，可能发
生冲突、拥堵等现象；机器人走进家庭，若
被恶意干扰，反而会打乱百姓的正常生活
⋯⋯这些都是机器人研发所必须重视的难
题。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等信息技术
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融入到
机器人产品中，为更好地完善智能服务机
器人功能，基于多信息技术平台打造的多
机器人调度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也将于今
年问世。多机器人调度系统意在解决对区
域内机器人进行统一协调、调度，打造完全
自主的机器人餐厅。机器人远程监控系统
则是实现高度模块化监控的系统产品，能
够针对机器人的状态进行监控，采集报警
信息，统计机器人运行数据，进行大数据分
析等。在此数据基础上，能够得到机器人
运行数据模型，从而实现对故障进行预判，
降低机器人维护成本。

全球制造业升级，让更多智能产品走
进了我们的生活。现如今，智能数码产
品、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等产品不断提
升我们生活的品质，这些当初在科幻片里
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俨然成了我们生
活的必需品。

我国服务机器人应用短板正在补齐
多“人”调度、远程控制系统今年将问世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日前，一款由新

松公司自主研发的智

能送餐机器人在沈阳

亮相。这个会用表情

与顾客互动的机器人

叫“亮亮”。它具有智

能送餐、路径规划、智

能语音等实用功能，

能够部分代替餐厅服

务员的送餐工作。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