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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如今的国际头

等大事之一，全球变暖带来的各

种变化日渐显著。英国广播公

司（BBC）近日刊文指出，联合国

提出一个地球变暖的上限——

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最多高

1.5℃，但科学家认为，要达到这

个目标，前提是社会生活各个层

面发生迅速的、影响长远的、前

所未见的改变。

全球变暖趋势不断，不干预

将现灾难性后果

气候变化简单说，就是温室

气体效应导致地球气温升高，全

球变暖。这个趋势从19世纪中

叶伴随工业化开始，持续不断。

关键问题是，目前的气温升

高速度在加快，超过了以往任何

时期；而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的

方方面面造成的冲击，日益显著。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

据显示，地球上现在的气温比工

业化开始普及之前，高了将近

1℃。按照这个趋势，到2100年

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3

至5℃。

过去22年里，有20年出现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2015至

2018是气温最高的4年。

听上去微乎其微，但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指出，如果不采取干预措

施，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平面

上升，一些岛屿和沿海低地将被

淹没；海水温度和酸度升高；农牧

业将面临挑战。

人类活动致温室气体大增，

加剧温室效应

气候变暖跟温室效应有关，

太阳光照到地球表面，再反射回

天空，被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吸收，然后向各处释放。

这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中，靠近地

面的大气层和地球表面温度会升

高。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上

会天寒地冻，不适宜生命体生存。

但是，数据显示，人类活动使

得排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气体大

增，加剧了温室效应和地球升温

幅度。所以气候变化又被称为全

球变暖。

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

等都属于温室气体，但在气候变

化中起作用最大的是二氧化碳。

从1959年到2019年，全球碳排

放量逐年增多。

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主

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此外，

开荒伐木也会增加碳排放、加剧

全球变暖。

报道称，如果要把大气层里

的二氧化碳含量降到工业化之前

的水平，大致需要数百年。

极端天气、冰架坍塌……大

自然敲响警钟

几十年来，学术界认为在本

世纪末之前，应该把地球升温幅

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

2℃的程度才算“安全”，才能避

免“最坏情况”发生。

目前，公认的海平面上升的

主要原因是冰川、冰层融化加

速。地球南北两级的冰盖面积在

不断缩小。

卫星图片显示，北极海冰面积

跟1979年相比差距令人震惊，尤

其是格陵兰冰架不堪气温升高而

坍塌，东、西南极冰盖面积在缩小。

英国议会环境事务审计委员

会一份报告说，按照目前的气温

升高速度，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

将再无海冰。

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体现在植

被和陆地动物的变化中，包括开

花、结果时间提前，野生动物的活

动区域改变。

非洲和亚洲95%的城市面

临气候风险，扩张最快的城市风

险最大。这些风险包括气温显著

升高，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增多、

加剧。

与每个人切身相关，如何抗

衡气候变化？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

议题，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环

境组织也在各自的领域努力。

不过，气候变化跟生活在地

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气候变

化影响，同样每个人都可以为减

轻气候变化的冲击做出力所能及

的贡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给出不少有助于

抗衡气候变化的生活方式选择：

少吃肉类、乳制品，多吃本

地水产和蔬果，减少浪费；

多乘火车、巴士，少乘飞机，

能走路、骑自行车抵达就不开汽

车，开电动车；

多开视频会议，减少商务

旅行；

少用烘干机，多用晾衣绳；

提高自家住房的绝缘保护，

减少热量流失；

购物时有意识选择低碳商品；

另外，改变饮食结构也是最

直接的参与方式。

《科学》杂志曾发表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同一种食物对环境的

冲击，因生产过程的不同而有显

著差异。比如牛肉，如果因为建

养牛场而伐林开荒，那么这个养

牛场牛肉的碳排放就是自然牧场

上的牛的12倍。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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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7

月20日在这里表决通过，同意在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之后再加入“更团结”。

在3月线上召开的国际奥委

会第137次全会中，巴赫在成功连

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提议，为了

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建议在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后面，再加入一个词“Together”

（译为“更团结”）。

4个词在一起的呈现形式是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此前，巴赫解释说：“当前，我

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

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

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

解决这些挑战。因此，我发起提

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

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

要更团结。” （新华社）

“更快、更高、更强”之后

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
定了！

日前，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银

河公司创始人布兰森搭乘自家太

空船，实现太空旅游梦想。而布

兰森的竞争对手、亚马逊与蓝色

起源公司创办人贝佐斯和特斯拉

创办人马斯克将紧随其后，让太

空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面临着

有关环境影响的严重质疑。

目前，由于火箭发射频率较

低，尚不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首席

气候顾问施密特表示，现在火箭

发射的碳排量“与其他人类活动，

甚至是商用航空相较，都可以忽

略不计”。

不过，部分科学家担心，随着

这项产业面临大幅增长，可能会

造成长期危害，尤其可能影响高

层大气中的臭氧层。

不论是在美媒，或是社交媒体

上，许多人批评维珍银河公司，为

了把创办人布兰森送上太空短短

数分钟的时间，制造出相当于伦敦

到纽约商务舱机票的碳排量。

维珍银河在一份声明中解

释，他们“已采取多项措施，以抵

消试飞的碳排量，同时也在分析

抵消未来载客飞行碳排量的机

会，并减少供应链碳足迹”。先

前，该公司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

每年进行400趟太空旅行。

根据蓝色起源公司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与维珍

银河公司的太空船2号相比，蓝色

起源的太空船更加环保，因为它

的燃料采用液态氢和液态氧，燃

烧后化为水蒸气。不过，这也不

代表其太空船就是100%环保，因

为生产液态氢和液态氧需耗费许

多电力。

《永续太空旅游》(Sustain-

able Space Tourism)一书的作

者托伊沃宁表示：“我们生活在气

候变迁的时代，这时候展开会增

加碳排的旅游活动，并不是个好

时机。” （新华网）

太空旅游产业兴起引发环保争议
或造成长期危害？

近日，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森肯伯格自然博物馆展示一个印度尼

西亚珊瑚礁的昼夜栖息地，这是新展览“珊瑚礁”的主要展示物。在新

展览中，民众可以体验到生物的多样性、对这种濒危栖息地的威胁以及

生态系统恢复的可能性。在,6米宽、3米长、3米多高的栖息地展示中，

大约有3000个个体展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