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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全球变暖引
发长江流域
“旱涝急转”

本月初，长江中

下游部分旱区遭遇

连续暴雨，并引发洪

灾。几天内几个省

从流域性大旱急转

大涝。

湖北省气象局

气象服务中心高级

工程师陈正洪认为，

“旱涝急转”是全球

气候变暖引发的极

端天气现象之一。

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长江科学

院副院长陈进表示，

长 江 流 域 降 水 有

70%都来自海洋，陆

地水循环不到 30%，

其中，水域蒸发再降

水 的 只 占 其 中 的

10%左右，整个长江

水域对流域降水贡

献 率 只 在 1.8% 左

右。旱情是整个全

球水循环的问题所

引发的。

B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强固堤坝、强化海防、确保粮食供应

极端气候
人类准备好了吗
过去12000年中稳定的气候模式或不再

？
近期，我国各地极端天气现象频现。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大旱，紧接着洪灾又接

连在湖南湖北等地肆虐。而从全球范围来看，2010 到 2011 年，极端气候在全球各地“扎堆”出

现。洪水、干旱、龙卷风、暴风雪等异常天气频频发生，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那就

是过去 12000 年中稳定的气候模式可能已不复存在。而对未来的气候模式，我们完全没有概

念。面对排队等着袭击人类的灾难性气候，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美国龙卷风——
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

今年4月，美国遭遇强烈龙卷风。在灾难发生之前，美国密苏

里州的乔普林市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历史性的龙卷风袭来

前24分钟，市内警报大响，提醒所有市民向空旷地带转移，但是

因为暴风雨的声音太大，很多居民又紧闭门窗，没能听到警报。

另外，圣约翰地区医疗中心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动快速。

尽管城市预测到风暴的强度并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应对，但

这次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是比预想中多得多，已经有142人死

亡，其中有4人是死于圣约翰地区医疗中心。随着清理废墟的工

作全面展开，死亡数字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2010~2011
极端气候肆虐全球

从全球来看，2010年到2011年各地的极端气候“扎堆”出现，

好像世界到了《圣经》中预言的末世时代。

俄罗斯：2010年袭击俄罗斯的热浪造成15000人死亡。

澳大利亚：2010年洪水袭击澳大利亚，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

遭百年一遇洪水围困，数以千计的居民紧急疏散，有多达4万间

房屋被水淹没，修复及重建费用估计高达数十亿美元。

巴基斯坦：2010年洪水袭击造成超2000人死亡。

巴西：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世纪洪水又袭击巴西，很多

大城市“巨浪滔天”。

中国：2010年春季发生在西南部省份的极端旱灾使得数百万

农民颗粒无收。

欧洲北美：2010年冬季发生的暴风雪让人们措手不及。

全球：踏着越来越急促的步伐，全球平均气温还在继续升高，

2010年是人类有气温历史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2011年还有多

少杀人热浪等待我们，没有人能预知。

稳定模式已不再存在

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负责人戴维·伊斯特林认为，虽然全

球变暖难以与单个气象事件的成因直接联系起来，但自2000年

以来全球气温逐渐攀升的趋势会提高热浪、干旱以及洪水等极端

天气出现的可能性，却是很多科学家认可的观点。出于严谨，没

有科学家会对目前极端天气频发的具体深层原因妄下定论，因为

气候研究是一门统计科学，只有5到10年内不断重复，才能有定

论。然而，如果分析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发生趋势，不难发现它们

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在这些极端气候接踵而来的背后存在着

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那就是过去12000年中稳定的气候模式很

可能已不再存在，这意味着对于未来的气候模式——或许根本不

存在什么模式——我们已经完全没有概念，那么人类是否已经做

好准备，应对我们未知的气候？

案 例

纵 览

未 来

一个争议：
全球变暖是骗局？

虽然全球暖化的过程已经持续至

少30年，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有科学

家提出严重性和严肃性，但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应对全球变暖”仍然是

科学界的一个“禁忌话题”。很多科学

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担心，如果过分集

中于应对全球变暖，大部分投入到限制

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和资金就会被转

移。更多人则坚决不相信全球暖化的

现实，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骗局”。

几个事实：
1、未来水资源短缺严重

表面上看，似乎海平面上升淹没

岛屿和海边城市是最恐怖、令人惶恐

不安的事情，但实际情况是，干旱的威

胁比洪水大得多。有专家曾说“洪水

淹没了数千人，干旱渴死的却将是数

百万人”。现在全球受水资源短缺折

磨的总人数是8亿，20年之内将会突

破30亿。

2、二氧化碳增多了40%

相对工业革命以前，现在大气中二

氧化碳的分子含量上升了40%，这是一

种能吸收热能的气体。大气中不仅增

加了热量，还增加了水分，使得整体能

量水平不断上升，就是这些不断积聚的

能量诱发了更多的极端天气现象。

3、大气平均气温上升2华氏度

当然，很多科学家并不认为气候

变暖直接产生了更多的龙卷风，但一

致意见是在过去100年中大气平均温

度已升高2华氏度，这是导致海平面上

升的最主要原因。海平面上升和龙卷

风或许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产生了更

多热带飓风、更多热浪、更多干旱和更

多洪水。就算从现在开始，人类不再

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海平面还是会

继续上升，因为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

会继续发挥聚热作用，还将使平均气

温上升5华氏度。

一个猜测：
为了石油和煤炭？

那么美国人迟迟不行动的原因是

什么呢？美国相关人士分析说，首先

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从政府层面

就拒绝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因为民

主党和共和党总在“石油”和“煤炭”中

纠缠，适应全球变暖的行动已经晚了

几十年。现在时间紧迫，如果不主动

采取适当措施，代价将是惊人的，那可

能是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家园。

应 对 A 我们为什么还没行动？

很多人对于适应气候变化还抱着

“天真”心态，有的人认为这就好像搬

家后规划新的花园一样。可是仅凭这

种举措要应对全球变暖还远远不够，

要为以后的高温战做好准备，整个过

程可能耗资惊人，包括强固堤坝、强

化海防、确保水源和粮食供应。

过去10年主要粮产区的旱灾已经

导致世界粮产量下降，粮价上升，今

后，如何维持产量的稳定性才更重要。

在海防和治理河流方面，也要投巨

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的基恩市最近通过议案加宽所有高速

公路两边的涵道，暴发洪水时高速路段

被冲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 10 亿人生活

在低海平面地带和河流三角洲地带，

包括中国的广州、美国的新奥尔良。

最终数千万人可能必须离开原始居住

地，大面积的迁移将再次考验地球的

承受能力。

荷兰在控制海水对陆地的侵占方

面有最多经验。作为一个为期200年

的建设计划，荷兰政府出资15亿欧元

加宽国内遍布所有社区的河道网络，

进一步增强河渠缓冲海水涌进的能

力，国内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海港基

础建设和水坝都已经被升高，同时北

海海堤也升高了。英国对此也很重

视，已计划把泰晤士河上的所有防洪

门提高35厘米，保护伦敦不受洪灾的

威胁。 星报综合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50个州中，只有14个州计划成立专门部门和政府组织

应对未来的危险气候，剩下36个州不仅没有计划，甚至连认识到全球变暖的紧

迫性都没有，更不要说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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