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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公报
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
队利用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
远镜观测到一个可以追溯到宇宙
大爆炸后约 4 亿年的黑洞，其质
量高达太阳的几百万倍。这是迄
今发现的最古老黑洞，在宇宙诞
生之初就存在如此巨大质量的黑
洞对现有黑洞理论形成挑战。

公报介绍说，这个黑洞的宿
主星系被称为 GN-z11，它是一
个致密的星系，大小约为银河系
的百分之一。这个古老的黑洞正
在猛烈吞噬其宿主星系。当周围
物质落入黑洞时，其中一部分会
高速向外喷射，这种高速喷流会

清除其周围气体，进而抑制恒星
的形成和宿主星系的发展。黑洞
在吞噬周围气体过程中还会形成
漩涡状吸积盘，天文学家正是通
过黑洞周围的吸积盘发出的强光
来探测黑洞。

根据标准宇宙模型，超大质
量黑洞由死亡恒星的残骸形成，
这些恒星坍塌后可能形成一个质
量约为太阳100倍的黑洞。如果
以模型预期的方式增长，这个新
发现的古老黑洞需要约 10 亿年
才能“长大”到韦布空间望远镜观
测到的规模。然而根据观测，宇
宙诞生后还不到 10 亿年的时候
这个黑洞就已经存在。

公报说，这个新发现的黑洞
的大小表明，它可能以其他方式
形成，这使它“天生就大”，或者它
吞噬物质的速度比此前假设的要
高出数倍。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论文第一作者、剑
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所教授罗
伯托·马约利诺表示，这项发现
得益于韦布空间望远镜灵敏度
的“巨大飞跃”，尤其在红外观测
方面，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观测到
更古老的黑洞。相关研究有助
于深入理解可能形成黑洞的不
同方式。

（据新华社）

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发布
极端天气为何成为新常态？

近年来，“XX 年一遇”的高
温 、暴 雨 、寒 潮 似 乎 频 繁 了 不
少，“极端天气”这个曾经略显
生僻的气象专业名词也逐渐被
公众熟知。国家气候中心 1 月
19 日发布 2023 年国内十大天气
气候事件，台风“杜苏芮”北上
引发京津冀罕见暴雨洪涝、春
季沙尘过程陡增、辽苏皖遭遇
强龙卷等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极
端天气均在列。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历史
重现率低于 10%或打破历史极
值，并造成显著灾害性影响的
天气气候现象统称，主要表现
为发生频率低、事件强度强、社
会 影 响 大 。 尽 管 屡 见 报 端 的

“XX 年一遇”表述缺乏科学性，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的确在
发生变化，呈现频发、广发、强
发和并发趋势。

近年我国极端天气

呈现哪些趋势？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
表示，2023年赤道中东太平洋经
历了“三重”拉尼娜向中等强度厄
尔尼诺的快速转变。我国暖干气
候特征明显，极端天气频发强发，
出现诸多破纪录事件。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新闻
公报，正式确认2023年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年。“对中国和全球
来说，2023年都是有气象记录以
来最暖的年份。气候异常也引发
了全球各地高温热浪、干旱、暴雨
洪涝、台风\飓风和森林野火等诸
多气象灾害。”贾小龙说。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发生
次数多、影响区域广、强度增加，
创历史纪录、无前兆突发性事件
增多。区域性极端强降水、大范
围极端高温热浪、持续性极端骤
旱、高影响极端寒潮等事件发生
频率增加，并在社交媒体引发讨
论，不少公众时常感觉“气候不

正常”。
通常，极端事件给公众留下

的 印 象 更 为 深 刻 。 2023 年 初
夏，华北、黄淮地区连续遭遇 5
轮高温热浪过程，累计有 22 个
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突破历
史极值，北京、天津超 70%以上
面积出现 40℃以上高温。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受“杜苏芮”残
余环流与地形抬升等共同影响，
京津冀地区出现历史罕见极端
暴雨，河北临城县累计雨量最高
达 1003 毫米，相当于当地两年
的降雨量。

“回顾历年发布的国内十大
天气气候事件，暴雨洪涝事件入
选50余次，干旱、台风、高温、低温
雨雪冰冻事件等累计入选均在20
次以上，这些特点基本可以反映
出我国极端天气的变化趋势。”国
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副主任李
修仓说。

为什么极端天气

不再罕见？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日益
成为新常态。究其原因，主要还
是全球气候变暖。

研究表明，人类活动造成大
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20世纪
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
因，并导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的频率、强度、空间范围及持续
时间发生改变。

“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对极
端温度变化和高温热浪事件的
影响信度最高，其次是极端干
旱和强降水。”李修仓说，全球
每升温 0.5℃，将造成极端热事
件（包括热浪）频次和强度明显
增加。

去年12月，我国出现有记录
以来同期最强的寒潮天气，多地
低温和积雪创下新纪录，公众感
到被“速冻”。为什么气候变暖
下，寒潮还这么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

席专家周兵表示，由于北极海
冰快速融化，冬季北极地区上
空大气吸收热量，北极对全球
增暖的放大效应凸显，大气不
稳定性加剧。大气呈现南北向
环流特征，冷气团偏离极区位
置，使得高纬度强冷空气容易
向南侵袭，出现所谓“暖北极、
冷欧亚”现象。

事实上，全球变暖会影响大
尺度大气环流形势，通过海-陆-
气等相互作用，影响不同区域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规律。从
趋势上看极端暖事件的确在增
加、极端冷事件在减少，但极端冷
事件的强度并未减弱。

气候风险加剧

我们应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共同面
临的严峻挑战。《2024年全球风险
报告》指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
期，极端天气都是全球面临的最
大风险之一。

我国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复
杂多样，气候持续变暖将加剧我
国区域性气候风险。贾小龙表
示，未来我国平均气温将继续上
升，总体看增幅从东南向西北逐
渐变大；极端强降水和重大干旱
事件仍呈增加态势。

我们每个人既是温室气体
排放的贡献者，也是气候变化下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的
受害者。

专家表示，为更好应对和
防范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
统筹协调机制和分级负责的保
障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公众
也要提高自身对防灾减灾和气
候变化的认知，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了解政府
发 布 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息 的 含
义，包括需要采取何种应对措
施以及附近的避灾场所分布信
息等。”贾小龙说。

（据新华社）

韦布望远镜观测到迄今最古老黑洞
其质量高达太阳的几百万倍

1月20日，演员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办的第46
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表演。

第46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19日在摩纳哥蒙
特卡洛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马来西亚、乌兹
别克斯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高手同台竞
技，角逐马戏节最高奖项“金小丑”奖。据了解，本
届马戏节参演节目共28个，涵盖高空类、平衡类、滑
稽类、驯兽以及马术等，将于23日举行颁奖典礼，马
戏节表演将持续至28日。

新华社记者 高 静 摄

1月21日，大熊猫“喜乐”在吃竹笋。
近日，天津市动物园熊猫馆经过3个月的提升

改造后重新亮相，两只雌性大熊猫“格格”和“喜乐”
也结束了闭馆假期，在新年里搬进了新居跟游客见
面，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

据了解，天津市动物园熊猫馆始建于1975年，
使用年限较长。本次熊猫馆提升改造包含馆舍改
扩建和功能提升两部分，特别是针对大熊猫喜欢攀
爬的习性，增加了爬架、原木等设施。

新华社记者 李 然 摄

1月21日，顾客在天津老字号集合店内观看演出。
当日，位于天津市河西区的天津首家老字号集

合店开业。该集合店联合天津地区老字号并引进
了特色非遗产品及全国优质产品，汇集了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狗不理、耳朵眼、果仁张、鸵鸟墨水等多
家天津地方老字号品牌及上海大白兔、北京全聚德
等外地老字号品牌，涵盖500余种特色产品，为消费
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角逐角逐““金小丑金小丑””

熊猫搬新居熊猫搬新居

老字号引客老字号引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