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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夏天，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天
气持续大幅变暖，导致冰层大量融化/CFP

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

于 2019 年已经过去的半年，全球多地气温再创历史

记录，且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不断上升，使得 2015—

2019 年可能会成为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 5 年。无独

有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也在 7 月

18 日发布了《全球气候报告》，报告称 6 月份全球各地

的平均气温达到了过去 140 年来的同期最高，2015—

2019 年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 年之一。无疑，全

球气候变暖趋势在急剧加速，而这会导致更多极端气

候事件的发生，最终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

2019 年全球气温再创记录

7 月 19 日，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证实，全球各地刚

刚度过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 6 月。2019 年 6 月份

的全球平均气温已经超过了 2016 年的 6 月，毫无争议

地成为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高温干旱的天气

使得海冰范围缩小，森林干燥且更易燃。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19 年 6 月是欧洲、南美洲、

非洲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 6 月，其中西欧、中东欧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气温比过去正常水平高出了大

约 10℃。同时，对大西洋、北太平洋的监测结果也显

示，这些海洋表面的气温也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

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认为，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未来欧洲 5—7 月出现高温的频率是 100 年前的 20 倍，

高温对于欧洲地区而言已经不算稀奇。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全球气候报

告》与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结论大致相似，该报告认

为，在 20 世纪的 100 年当中，全球 6 月份平均气温

只有 15.6℃，但 2019 年 6 月份全球平均气温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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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足足高出了 1℃。表面上看，1℃并不是一个

可怕的数字，但要知道，《巴黎协定》中的控温底线才

仅是 1.5℃，况且这个温度指标指的是全球平均气温，

足可见地球上的一些高纬度和寒冷地区的升温远远超

过了 1℃。在过去的 140 年间，6 月份气温最高的 10

个年份中，有 9 个年份是出现在 21 世纪。如法国、德

国和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气温比正常范围高 12℃，法国

最高气温甚至达到 46℃，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全球气候报告》还显示，2019 年 6 月份全

球海洋表面的气温达到了 17℃，比 20 世纪 6 月份平均

气温足足高出了 0.89℃，与 2016 年 6 月份的记录是持

平的。同时，2019 年 6 月份北极海域的温度也创历史

新高，海冰面积在过去 140 年来是倒数第二小；南极

海冰面积为 140 年来最小，这就表明，地球两极海洋

表面的升温幅度超过了其他海洋，这对于人类而言并

不是个好消息。

不仅 2019 年 6 月全球平均气温是历史新高，很多

地方的气温也屡创记录。在一些过去被认为是气候寒

冷或是变暖幅度较小的地区，平均气温同样也在升高，

如西伯利亚地区、格陵兰岛、阿拉斯加和南美部分山区。

而南亚大陆的气温又创造了历史记录，印度部分地区

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惊人的 53℃，在 6 月份，印度和巴

基斯坦最少有 200 人因为热浪而丧生。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斯蒂芬 • 哈里森教授表示，全

球最新的温度记录不仅仅是高温的记录，更是碳浓度

的记录，多地的碳排放正在破坏当地的气候稳定系统，

其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期。“仪器所记录的

全球气候数据如果不断刷新，说明气候系统对大气层

内温室气体的敏感程度高于我们一些早期模型所做的

预示。”在哈里森看来，南北极冰面缩小只是温室气体

加速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例证。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也在 7 月份发布报告称，正

在席卷欧洲、北美的高温和热浪今后可能会成为一种

气温常态。如果人类再不采取措施来减少碳排放，美

国每年体感温度超过 40℃的天数将会比 20 世纪平均增

加 34 天，到 21 世纪末，将会增加 45 天。

即便是在人们认为寒冷的极地，其气温也与其他

地方一样在不断上升。罗斯冰架位于南极洲南部海域，

是全球最大的漂浮冰架之一，面积约 52 万平方千米，

差不多等于一个法国那么大，它与南极洲其他冰川一

起储存着地球上约 70% 的淡水资源。为预测海平面上

升情况，科学家把 34颗敏感地震仪埋在罗斯冰架表层，

以监测冰架变化。近期该研究团队在《地球物理研究

快报》上表示，当表层的冰开始融化时，冰层会发出

奇怪声音，且几乎不断地以不同的频率“嗡嗡鸣叫”。

当温度升至 0℃以后，冰架音调改变并开始逐渐下降。

这种现象预示，一旦发生融化，冰架表层难以恢复到

原始状态，并可能没有预警地突然坍塌。近几年海洋

气温持续升高，如果最终导致像罗斯冰架这样大的冰

架消失，就会导致海平面的急剧上升，其后果不堪 

设想。

全球已进入“新的气候状态”

全球变暖的影响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多了，因为各

份科学报告都向我们指出，地球不仅是在升温，并且

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碳排放浓度也上升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地球的温室效应正越来越强。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 2018 年夏天，热浪袭

击了整个北半球的陆地区域，造成了数百人死亡，数

千人住院，同时加剧了野火的发生。《地球未来》杂志

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有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

这种热浪袭击就不会发生。所以说，是我们人类自己

给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在 2019 年，这种热浪袭

击又回来了。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北半球的几个主要

区域的中心城市出现了异常炎热的情况，例如：印度首

都新德里飙升到了 48℃，部分地区还达到了 50℃左右，

创下 6 月份以来的最高气温；美国的旧金山出现 37.8℃

的高温，是当地 6 月的最高气温；5 月底袭击日本的热

浪创下了数十项记录，其中包括该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气

温 39.5℃。同时，席卷北半球多数地区的异常高温还在

向北蔓延，如芬兰的气候也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该地

区的炎热时期更早地出现了。

根据《地球未来》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称，2018 年

夏天 5 月至 7 月间的异常高温天气，影响了北半球

22% 的人口和农业区域。连续的高温，让美国见证了

其有史以来最热的 5 月，也让许多欧洲城市气温达到

了历史最高温度，而亚洲、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城市也

出现了新的高温记录值。该研究得出的结论称，我们

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其特征是，热浪具有前

所未有的规模和凶猛程度。

2019 年比 2018 年更热，气温每增加 1℃就会增加

16% 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地球自 1880 年以来已经升

温约 1.05℃。《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温度上升幅

度限制在 2℃或更低，然而如今看来，这个目标越来越

难实现，因为化石燃料排放量还在大幅地增加，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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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在增强，而减少碳排放还需要全球所有人来共

同实施才行，气候问题已经面临严峻的局面。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埃琳娜 • 马纳恩科娃说，气

候变暖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都会对人类健康、食品和

淡水的获取、动植物的灭绝、珊瑚礁和海洋生物的生

存产生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意味着破坏性和危险性的

极端天气和现象会越来越多，比如热浪、野火、干旱、

洪水和猛烈的风暴，等等。2018 年，北半球总共出现

了 70 起热带气旋或飓风，而在此之前的平均值为每年

53 起。超大型台风或强大的风暴，给马里亚纳群岛、

菲律宾、越南、韩国、汤加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和大量人员伤亡，破坏性极大。

近期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2018 年

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塑造未来几个世纪各国

的健康》显示，2018 年的热浪导致人们的劳动时间，难

以置信地减少了 1 530 亿个工作小时，这个数字几乎是

2000 年的 3 倍，严重地打击了全球的生产力。

全球变暖加剧厄尔尼诺现象

科学家们警告称，全球变暖加剧了厄尔尼诺现象，

而 2019 年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

厄尔尼诺现象是常规气候模式的一部分，当热带

太平洋的海面温度长时间升至高于正常水平时，就会

出现这种现象。它可以持续 4 ～ 16 个月，并且通常对

全球温度产生明显的变暖效应。这些变暖和变凉的阶

段是太平洋地区发生的反复出现的气候模式的一部分，

被称为厄尔尼诺—南部涛动（ENSO）。它与拉尼娜现象

相反，后者发生在当太平洋中部的海面温度降至低于

正常水平时。

根据“天气预报”（Accu Weather）高级气象学家布

雷特 • 安德森的说法，2015 年年底至 2016 年年初的强

烈厄尔尼诺现象，将全球气温提升至 2016 年最温暖的

记录。“但是，如果在此期间没有厄尔尼诺现象，我仍

然怀疑 2016 年仍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温暖的年

份，因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稳定增加，使得热量更接

近地表。”安德森表示。

然而，自 2018 年 4 月下旬以来，热带太平洋中东

部大部分地区的海面温度在 2017—2018 年拉尼娜现象

后恢复到中性水平，这意味着没有拉尼娜现象或厄尔

尼诺现象。

“回顾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厄尔尼诺的强度与气候

变暖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 2019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强

度能够达到中等并能够持续 9 个月，那么我认为 2019

年将会是继 2018 年之后最暖的一年。”

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温度的影响有时会延迟。因

此，尽管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已经结束，但

2020 年可能会比 2019 年更温暖。2018 年 10 月的全球

海水温度是 10 月份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温度。海洋可

以储存大量的热量，因此到 2019 年世界的海洋可能会

保持接近或创纪录的温暖，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气温

的变暖影响。

“我还没准备好说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纪录。

虽然我相信它至少会排在前三位，无论厄尔尼诺现象

如何，”安德森表示，“现在判断这一年是否会创下纪录

还为时尚早，2020 年 3 月的时候或许就能下个定论。”

根据 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上的一项研究，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

的影响更为严重，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这些影响可

能会更加严重。截至 2019 年 7 月，厄尔尼诺现象还没

有正式开始，关于这波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

响和“寿命”仍然存在疑问。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数据，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均排在全

球包括海洋和陆地相结合的前四个最热的年份，数据

可追溯至 1880 年。

安德森说：“不难看出，从另一个厄尔尼诺现象中

可以看出，2019 年甚至 2020 年的‘变暖’潜力增加，应

该是一个很可能的最热年份。”根据安德森的说法，自

2001 年以来，在 136 年的历史记录中，18 个最热的年

份中有 17 个都发生在 2001 年以后，除了 1998 年是在

2001 年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年。

据彭博社预测，可能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引发洪

水、森林大火、全球饥荒和国际冲突，使难民人数增加。

厄尔尼诺加上不断加剧的全球变暖，将使 2019 年成为

整个气候观测史上最温暖的一年。酷热将摧毁澳大利亚

的谷类作物，巴西农业地区的降雨将被干旱所取代，危

害大部分大豆和玉米的收成。而东亚则相反，会降下暴

雨，毁坏从日本到印度的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稻米种植系

统。到 2020 年秋季，全球粮食库存将大幅减少。国际

小麦价格将飙升至创纪录水平。贫困国家根本无力以新

价格购买粮食，东非和北非将爆发人道主义灾难。

彭博社强调称，与厄尔尼诺相关以及分析人士描

述的所有气候灾害都曾在不同年份发生过。但是，根

据上面的气候预测，受影响的并不覆盖全球每个地区，

因此对各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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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拯救自己？

全球变暖会加剧厄尔尼诺现象，而可能出现的厄

尔尼诺现象会让地球进一步升温，两者之间是一种互

动关系。而面对地球持续升温，人类该如何自救？

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如今全球能源格局还处于深刻的变革环境之中，

开发新能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已经成为人类共识。

在过去的 10 多年内，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对新能源的开

发和使用采取了鼓励政策，部分国家甚至提出了淘汰

化石能源的时间表。比如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这个曾经依靠煤炭资源成功的国家，决定在未来几年

之内关闭境内所有的燃煤电厂，而煤炭的产量也在不

断减少。而冰岛、挪威等国家更是决定在未来几年内

将使用新能源发电的比例达到 100%，全面废止火力发

电。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初级能源，而电力则是

终极能源，供暖、交通运输等行业中电力有着广泛的

应用，如果不改变发电的方式，那么供暖、交通运输

等行业的减排速度就会减慢。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等

多家机构的报告，当前世界能源转型速度与气候变化

的速度相比较为缓慢，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基于当前气候变化的巨大压力，2018 年 10 月

8 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韩国仁川

发布了《IPCC 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下称《报告》）

对全球能源转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认为能源

转型直接关系着 0.5℃的控制过程。在气温升高 1.5℃

的情况下，到 2050 年全球的煤炭在电力原料供应中的

比例要达到 0，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电量的比

例至少要超过 80% ；相较于 2℃而言，实现 1.5℃所需

的能源比例改变的要求更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

度也更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在 1.5℃的范围内，到

2050 年全球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现在下降

70% ～ 90%。

当然，除了能源转型之外，《报告》更是花了大量

的篇幅对气候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

《巴黎协定》中确定的 2℃控温目标的测算指标如今已经

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如果地球平均气温升高了 2℃，其

对人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巴黎协定》中的预测还要

严重，这就意味着 2℃的控温目标并不能避免气候变化

给人类带来致命影响。将地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范

围内，不仅能够避免北极冰面减少、珊瑚礁退化，还能

够避免地球上至少 250 万平方千米的冻土层融化。尽管

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多种，其中利用太阳辐

射管理技术是应对的一种方式，但该技术的研发能力严

重不足且有其他风险，比如不能缓解海洋酸化等问题，

因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还存在一定问题。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球气温上升并不是全球气温

的平均上升，不同区域、纬度之间有较大的差异。通

常而言，陆地与海洋的热容量不同，陆地升温幅度要

高于海洋，而陆地上的中高纬度地区比低纬度地区升

温幅度要大。科学家测试表明，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

高 1.5℃，那么高纬度地区就需要平均升温 4.5℃。而

中低纬度地区的人对于高纬度地区的升温幅度难以察

觉，还以为与中低纬度地区平均升温幅度相同。高纬

度地区平均升温高于其他地区，也就意味着高纬度地

区的极端气候变化频率在增加。事实上，全球气温上

升带来的温室效应已然是十分明显了，未来会有更多

的人因为温室效应而陷入生存困境。对于很多人而言，

也许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经历电影《后天》《2012》中的

灾难场景。一旦如此，将是人类无可挽回的灾难。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快速发展时代，人们发现通过燃烧一次性能源能够获得

更多的社会生产力。一次性能源的使用，是导致全球气

候变暖的罪魁。科学统计表明，2017 年全球温室气体

的平均浓度比工业革命（1750 年）前增加了大约 36.8%，

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之前至少增加了 1℃。随着碳

排放的不断增加，引起了物种灭绝、粮食减产、洪涝灾

害等严重后果。因此，《巴黎协定》才会将全球平均气温

增加的红线设定为相较于工业革命之前只能增加 2℃，

这也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底线，一旦超过了这个

平均温度，其引发的后果是人类无法承担的。

要实现《巴黎协定》温度控制的目标，当下最紧要

的任务就是要将 2030 年碳排放的水平降低到 2010 年

排放水平的 45% 以下，其次就是要在 2050 年实现零排

放。就目前局势看，因为美国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

要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各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

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对《巴黎协定》承诺的履行能力

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缺少美国的参与，很多国家面临

着资金短缺和技术升级的难题。按照现在的履行进度，

2030 年的碳排放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形势对于人类而

言是十分紧迫的，各国政府必须要全面修正自身的气

候政策，加大对新技术、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包

括土壤固碳、生物能捕获和封存去碳、直接空气捕获

去碳等，尤其是天然固碳方式必须要得到重视，不断

提升农业、森林、湿地的固碳能力。无论是哪种技术

或手段，人类行动的步伐一致最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