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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将致安达卢西亚橄榄产量下降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24日

如果说挪威的冰川、澳大利亚的山火或巴

西的洪水反映出的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感觉很

遥远，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切实影响生活的实例

吧。

在西班牙，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倍增加。科尔多瓦大学和

波尔图大学地球空间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

研究，调查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安达卢西亚地

区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橄榄产业。科学家们研

究了安达卢西亚发生的气候变化以及其如何影

响当地种植的主要橄榄品种的分布，并估算了

未来每个省20年、50年和80年的橄榄产量。

研究表明，该地区大多数橄榄品种的可种

植面积都会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降雨减少和土

壤湿度下降所致，这预示着最常见的橄榄品种

的产区将遭受重大损失。研究人员称，从现在开

始，气候变化将成为影响动植物分布非常重要

的因素。许多研究预测，物种将向北部和更高地

区迁移，这项研究表明，橄榄也不例外。“为了

保持相同的生产水平，必须将橄榄种植转移到

更北部的地区或海拔更高的地区。但是这样不

仅会影响其他作物，还会破坏保护区，到那时，

麻烦才会来临。”研究人员警告说。

研究人员指出，当局有必要考虑这些预测

并制订长期计划，以尽可能地防止气候变化影

响当地经济。人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不是遥

远的神话，它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当地的经

济，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它。

拯救地球海洋的计划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24日

由昆士兰大学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

全球至少有26％的海洋亟须保护，以保护地球

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者发出警告，国际社会

需要迅速加大海洋保护力度，以维护世界海洋

的健康。

研究发现，所需保护的海洋总面积从26%

到41%不等，这取决于保护范围内每一物种的

比例。重点保护区域包括中国和日本附近的北

太平洋，以及西非和美洲之间的大西洋。这些发

现表明了在世界范围内加大保护力度的必要

性。

全球保护战略包括迅速采取行动保护濒危

物种和生态系统，并结合可持续管理整个海洋

的方法。我们需要采取广泛的策略，例如禁渔

区、社区海洋保护区和广泛的政策，以终止非法

和不可持续的商业捕鱼活动。研究人员强调，海

洋保护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全球有

数百万人依赖海洋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的食物

和收入来源。一个精心设计的全球保护协议将

有助于在未来保护这些人的生计。

我们必须优先保护生态系统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21日

昆士兰大学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教授詹姆

斯·沃森教授呼吁，我们必须优先保护生态系

统。优先考虑和跟踪湿地、珊瑚礁和森林等国家

生态系统的保护，对于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至关重要。沃森教授说，当前的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没有奏效，新计划必须解决生态系统的

保护问题。自2010年以来，作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一部分，各国已经形成保护物种的政策，

并做出了各种努力来阻止全世界的物种丧失。

来自190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20年2

月24日至29日齐聚罗马，共同讨论制定联合国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参会者也

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建议改革激励

措施，确保到2030年，包括公共和私营经济及

监管激励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正面或中性的

影响。此外，确保在指令中规定对景观进行植被

恢复时，应优先使用本地物种来恢复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

北半球春季返青期提前带来增温效应：
春天更绿，空气更暖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21日

植物提前出叶、发芽或者绽放叶片，是对气

候变化的直接反应。根据近几十年来对40多个

卫星遥感监测研究的综合报告，研究人员发现，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北半球春季返青期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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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提前4-5天。春季返青期处于春夏的转

折期，返青期的提前一方面会增加生长季初期

地表的植被生产力；另一方面，植被的变化与融

雪过程相互作用，调节近地面的水汽含量和能

量收支。然而，大尺度的返青期提前对区域甚至

全球气候的影响尚缺乏科学认识。

一项于2020年2月17日发表在《自然气候

变化》上的研究表明，通过大气-陆面耦合模式

的模拟发现：北半球的温带森林和北方森林春

季返青期的提前对北半球中高纬有明显的增温

效应。这项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以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合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

者认为，有许多关于植被如何受到气候变化影

响的研究。但是，植被变化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

得到重视。

古老的碳库不太可能导致
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21日

土壤中的永久冻土层和海洋深处的甲烷水

合物是古代碳的大型储藏库。随着土壤和海洋

温度升高，这些仓库有可能被破坏，从而释放出

大量的温室气体甲烷。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永久

冻土融化而释放出的温室气体可能无法进入大

气。这项新研究发表在 《科学》 杂志上。

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也是导致全

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在过去100年的时间

里，这种温室气体的吸热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8

倍。而且随着全球变暖，科学家担心大量甲烷将

从北极永久冻土层和深海中释放出来，使地球

进一步变暖。但新研究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远古时代的大量甲烷被快速释放是不太可能

的。此外，人类似乎是现代甲烷排放的更大的来

源，这意味着人们对大气中有多少温室气体有

更大控制权。

为了确定在变暖的条件下，古老碳库中释

放出的甲烷有多少会进入大气，由美国罗切斯

特大学的科研人员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从南

极洲泰勒冰川钻探收集冰芯，使用熔炼炉从冰

芯气泡中提取古老的空气，然后研究其化学

成分。研究重点是测量地球末次冰期（15000-

8000年前）以来的空气成分，这段时期与今天

地球从寒冷状态进入温暖状态的时间段类似。

此外，研究人员还得出结论，由于自然“缓

冲”，释放的甲烷不会大量进入大气。以甲烷水

合物为例，如果被释放到深海中，大部分甲烷在

到达大气之前就被海洋微生物溶解和氧化。如

果多年冻土中的甲烷在土壤中足够深的地方形

成，它可能被以甲烷为食的细菌氧化，而多年冻

土中的碳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甲烷，而是以二氧

化碳的形式释放出来。不过，数据还显示，在末

次冰消期，湿地的甲烷排放随着气候变暖而增

加，而且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湿地的甲烷排

放很可能会继续增加。研究人员指出，我们需要

更加关注人为直接排放。

空气污染中的微小颗粒
可能引发非致命性心脏病
Enn环境新闻精粹 2020年2月18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科学家发现，即使短暂的

几个小时接触到常见空气污染中的超细颗粒物

（UFP），也可能引发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超细

颗粒物（UFP）的大小为100纳米或更小，由于

UFP的体积小，单位质量的表面积大，并且具有

穿透细胞并进入血液系统的能力，因此构成健

康风险。在城市，汽车尾气是UFP的主要来源。

这项发表在 《环境健康视角》杂志上的研

究，被认为是首次利用每小时暴露的颗粒数量、

颗粒长度和比表面积浓度对超细颗粒物接触和

心脏病发作的影响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这项研究调查了2005-2015年超过5898

名非致命性心脏病患者。将个体心脏病发作与

心脏病发作时的空气污染超细颗粒物数据进行

比较，并根据一系列额外因素进行调整，如长期

的时间趋势、社会经济状况等。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最终证实了我们

长期以来的想法，即空气污染中的微小颗粒物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脏病。由于超细颗粒物体

积小，单位质量的比表面积大，能够穿透细胞进

入血液系统，因此构成健康风险，在接触后的最

初几个小时内，情况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