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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快速加剧，随之而来
的是高温热浪的持续时间更长，强
度更大，影响面更广，频次更高。当
今，约有5.59亿名儿童暴露于高频
次的高温热浪；除频次外，依据持
续时间、强度和极端高温这三个衡
量指标，大约6.24亿名儿童至少在
其中一个维度遭受了高温热浪的
影响。 

在气候危机中，儿童往往最先
受到冲击，本报告就此提供了更多
证据。 

根据预测，不论在全球到2050年升温1.7℃左右
的“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情景下，还是在升温2.4℃左
右的“极高温室气体排放量”情景下，到2050年，地球
上几乎每一个儿童都会遭受更为频繁的高温热浪，
即20多亿名儿童将受到此影响。上述发现凸显，在全
球变暖不可避免的背景下，急需调整儿童所依赖的
各项服务，并应加大减排幅度，防止高温热浪带来的
最坏影响。根据全球变暖的程度不同，众多儿童将面
临高强度的高温热浪和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北部
地区的儿童将遭受最急剧的热浪强度攀升，到2050
年，非洲和亚洲近一半儿童将持续受到极端高温天
气的侵袭。

高温对儿童健康的伤害格外大，会影响到儿童
的教育和未来的生活。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经受不断
变化的高温热浪影响。儿童青少年对造成气候危机
的责任最小，而各国政府当下采取的行动将关乎他
们的生存。

以下为本报告的主要发现：

极端高温：2020年，约7.4亿儿童（即全球每3个儿
童中就有1人）所在的国家每年有83.54天或以上温
度超过35℃。到2050年，在升温2.4℃的极高排放
情景下，受波及的儿童数量将增加到约8.16亿（ 
即每5个儿童中就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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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热浪发生频次高：到2050年，在低排放和极高排
放的情景下，地球上几乎每个儿童都将遭受高频次
的高温热浪（即所在地区年平均高温热浪次数等于
或高于4.5次），而2020年这一比例只有四分之一。

高温热浪持续时间长：截至2020年，约有四分之一儿
童所在地区的高温热浪平均持续4.7天或更长时间，
但到2050年，在升温1.7℃的低排放情景下，这一比
例将急剧上升到四分之三以上；而在升温2.4℃的情
景下，94%的儿童将受到影响。

高温热浪强度大：在升温1.7℃的低排放情景下，高
温热浪导致所在地区升温超过2℃或以上的儿童人
数将几乎翻两番（从约2800万增加到1亿）；在升温
2.4℃的极高排放情景下，受波及的儿童数量将翻三
番（从约2800万增加到2.12亿）。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做好适应、做好
准备、儿童优先、减少排放

气候危机正在迅速恶化。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变
化才刚刚开始，日后会逐步扩大。高温热浪只是其中
的一种表现形式。

气候灾害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会造成多么致命
的破坏性影响取决于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我
们如何为气候变化做好准备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
响，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以内。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敦促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以便：

通过调整社会服务使其适应气候变化，保护儿
童免受气候恶化的影响。

在面对热浪等气候冲击时，儿童青少年最为脆
弱。

	· 各国必须调整并使关键的社会服务能够适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以保护儿童青少年免受伤
害，比如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医疗健康、
教育、营养、社会保护和儿童保护服务。

	· 必须加强因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和冲突而日
益脆弱的粮食系统和社会保护系统，以抵御灾
害冲击并确保健康饮食持续可及。必须加大投
资，及早预防、发现和治疗儿童、母亲和弱势人
群出现的严重营养不良。

	· 必须确保卫生系统能够抵御气候事件的冲击，
并有能力为受高温热浪和其他气候灾害影响
的儿童、孕产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诊疗。

	· 必须调整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以抵
御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和天气变化，防止饮用水
的污染和供应短缺。必须通过风险评估、预警
系统和创新技术来监测供水及其安全性，防止
出现缺水和水污染事件。

	· 在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
上，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决策必须优先考虑儿
童及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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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让全球升温1.5℃的目标可
及，以预防出现气候灾难。

当前十年的排放量预计将增加14%，这将引发灾难
性的全球变暖。

	· 各国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其国家层面的气候行
动计划和政策，提出更高的目标，加大行动力
度。必须在2030年前至少减少45%的排放，以
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1.5℃。

 · 二十国集团国家排放了全球80%的温室气体，
这些国家必须带头减少排放，与此同时所有国
家都必须采取行动。

	·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敦促，全球必须加快向可
再生能源生产转型，终止所有对化石燃料的补
贴，向化石燃料生产商的暴利征税并应用于弱
势群体。

帮助儿童为今后的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气候议程与儿童青少年的利益息息相关，气候变化
将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权利和未来。

	· 每个国家都必须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气候教育、
防灾减灾教育、绿色技能培训以及有意义地参
与和影响气候政策制定的机会。

 · 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需督促各国
在气候赋权行动计划中加强对儿童气候教育
和赋权的关注，采纳该行动计划，并落实之前
对青年能力建设的承诺。

在气候资金支持和资源方面优先考虑儿童青少年。

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保护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的工作
所急需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 发达国家必须履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6）的协定，在2025年前将气候
适应资金增加一倍，达到至少每年400亿美元，
进而在2030年前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气
候适应资金。

	· 气候适应资金必须占到全部气候资金的一半。

 · 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必须就“损失
和损害”取得进展，在讨论相关行动和支持时
将儿童及其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放在中
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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