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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平均气温创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

气 候 风 险 说 暖 年
本报记者 杜 芳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15 年中国
气候公报》和《2014 年中国温室气体公
报》显示，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创下了全
国乃至全球平均气温有现代气象记录以
来的最高值，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暖，与此
同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还在持续上升。
随着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地干扰着自然系
统，令人忧虑的潜在威胁——气候变暖引
发的安全隐患正在悄然到来。

2015年创下全球最暖年

冰川退缩、冻土减少、喜马拉雅的雪
山“发际线”步步升高，就连穿秋裤的日子
都在逐渐变少。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
越感觉到，气候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变得
越来越暖了。

《2015 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5
年 全 国 平 均 气 温 10.5℃ ，较 常 年 偏 高
0.95℃以上，为历史最高值。全国大部气
温偏高 0.5℃，其中东北北部、西北大部、
黄淮东部及内蒙古等地偏高 1℃至 2℃。
甚至对于全球而言，刚过去的一年也是有
现代气象记录数据 135 年来全球平均气
温最高的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历了这样一
个 2015 年：全年降水总体偏多，但空间分
布不均匀；梅雨季时间总体来说比较长，
降水偏多；华北雨季短，降水量为 13 年来
次少；一些地区遭遇了极端高温情况，出
现了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干旱，但是总体气
象灾害偏轻；台风登陆个数少，但登陆强
度强；中东部地区雾霾天气频繁，全国大
范围、持续性霾过程达 11次。

是什么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国家气
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介绍，气候变化主
要有两大源，一是外部强迫，包括人类
活动排放温室气体、火山爆发等外强迫
因素；二是内部系统的变率，海洋、海
气相互作用，陆气相互作用等也会影响
气候变化。

“因为气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
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所
以气候的变化会对不同行业造成影响。”
巢清尘说，“从我国来看，2015 年总体光
温水匹配比较好，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总
体有利。冬季气温偏高，采暖耗能减少。
气候影响大气环境，京津冀地区总体大气
环境容量较常年偏低 20%以上，为 1961
年以来最低，特别是北京地区 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静稳天气偏多 50%以上，使重
污染频发，对人们身体健康、交通安全等
都产生一定影响”。

“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利弊共存，总
体上弊大于利。”巢清尘说。长期来看，气
候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地主要
河流径流量减少或变化不稳定，水土流
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等生态恶化程度
加深，水温升高加速微生物繁殖和水体富
营养化，使得城市环境更加脆弱，无论是
粮食作物，还是蔬菜、果树等园艺作物，随
着气候变暖，病虫害都呈加重态势。气候
变暖将造成我国粮食自给率 95%的目标
下降 0.4%，加大农业生产成本。

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
形势更加严峻：研究表明，1909年以来我国
的变暖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每百年升温
0.9℃至 1.5℃。1980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
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2.9 毫米/年，高于
全球平均速率。未来，我国区域气温将继续
上升。到本世纪末，可能增温1.3℃至5℃。

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

研究表明，过去上百年的气候系统变
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排放造成。因此，温
室气体排放一直在国际上被密切关注。

中国气象局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
心副主任李杨介绍，温室气体主要包括

《京都议定书》 限排的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氢氟碳化合物、
全氟碳化合物，以及 《蒙特利尔议定
书》 限排的部分卤代温室气体。其中，
卤 代 温 室 气 体 是 分 子 中 含 卤 素 原 子

（氟、氯等） 温室气体的总称，几乎全部
由人类活动产生，用作制冷剂、发泡
剂、喷雾剂、清洗剂、灭火剂等。

《2014 年 中 国 温 室 气 体 公 报》 显
示，2014 年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
大气中的 3 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年平均浓度分别升至
398.7ppm、1893ppb 和 327.9ppb，高于
同期全球平均值，均创下 1990 年建站以
来新高。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北半
球内陆腹部唯一大气本底观测站，其观
测结果可以代表北半球中纬度内陆地区
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及其变化状况。

从全球来看，2015 年 11 月 9 日，世
界气象组织发布 《2014 年 WMO 温室气
体公报 （总第 11 期）》 显示，2014 年全
球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再次突破
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点，二氧化碳
平 均 浓 度 为 397.7ppm， 甲 烷 为
1833ppb，氧化亚氮为 327.1ppb，分别
比 1750 年 工 业 化 革 命 前 增 加 了 43% 、
154%和 21%。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副研究员

方双喜表示，随着人为活动排放的增
加，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会不断升
高，将成为一个常态。

温室气体排放将造成地球进一步增
暖，并导致气候系统组成部分发生变
化。气候专家表示，相对于 1850 年至
1900 年，21 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变化
可能超过 1.5℃，甚至有可能超过 2℃。

“科学家们提出了 2℃临界值（与工业
化前水平相比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
维持在 2℃以下），一旦温度增长的幅度超
过了 2℃，负面影响会明显增加，人类会面
临更大风险。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采取
措施，不能逾越 2℃的气候界限。”中国工
程院院士丁一汇说，若气温升幅达到或超
过 4℃，不仅会导致大量濒危物种灭绝，发
生影响大、范围广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
性也会大大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温室气体排放还将产生多少个最暖
年？一切都取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决心和减排实际行动的力度。

“未来数十年内，大幅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可以降低 21 世纪及以后的气候风
险。如果到 21 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
制在 2℃以内，到 2050 年全球人为温室气
体排放量要在 2010 年基础上减少 40%至
70%，到 2100 年实现近零排放。这既是
全球科学界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广
泛共识，也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唯一正确道路。”国家
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说。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行动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技
术进步对我国节能减碳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能源密集
型产品的单产能耗显著下降，技术节能效
果明显，火电煤耗、水泥和钢铁能耗下降
了 30%至 50%。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利用
世界领先。我国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行政
可实施性强，得到了较高的执行。未来，还
需要提高政策目标与资源匹配的一致性，
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基础。

“保障气候安全不能仅靠政策，还要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节能减排，例如
推行阶梯电价，以便有效遏制浪费。另
外，现在全国推行的碳排放交易，也是以
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减排”。

实际上，气候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可以
被利用的清洁能源。我国陆地表面每年
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相当于 1.8 万亿吨标
准煤。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
高级工程师申彦波说，在我国陆地 60%的
区域内，光伏发电的效益很好，即便在太
阳能资源最差的四川盆地，其太阳能利用
条件亦好过北欧的一些国家——而北欧
诸国利用太阳能的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
列。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清洁能源代替化
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
担。“构建公平合理、务实有效和合作共赢
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要各方携手共
进。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希
望各缔约方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公平以及各自能力等公约原则，以各自提
出的自主贡献为基础，聚同化异，相向而
行，推动巴黎气候协议成功达成。中国将
继续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为
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降低气候风
险、保护全球气候作出贡献。”郑国光说。

寒潮南下的最近一周，气温骤降、凛

冽刺骨。

这样的天气让举国上下“铆了劲”地

寻求温暖：小区的锅炉炉火旺盛；人们出

行首选开车或打的；家居用电也多了起

来，电热水器、制暖空调纷纷出动⋯⋯

一股说来就来的寒潮，可能让许多人

低碳消费的理念说走就走。

于是，一个个“冷”天正在加快“暖”年

的生成。因为，在私家车的油表上每看到

耗油一升，就相当于向大气中排放了 2.7

千克二氧化碳；家居用电每多耗一千瓦时

电，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 0.785 千克；

更不用说燃煤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

“贡献者”。

而当终于有一天，冷天过去，气候变

暖引发高温热浪极端天气、冰川消融、某

些地区降雨频繁、传染疾病传播加剧，人

们又会问：为什么？怎么了？

不要等到“暖”的问题重回视野，才后

悔当初的点点滴滴。在每次面临选择时，

都请勿忘低碳消费理念，既攫取我们需要

的温暖，也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寒潮天里谈最暖年，看看眼前，也想想未来。

寒 潮 里 谈 最 暖 年
杜 芳

“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人类
主要的情绪活动都由这 5 种基本情绪混合
而成。就像画家用红、黄、蓝 3 种原色，调
配出画布上丰富的色彩一样，情绪背后的
脑神经奥秘一直是个未解的谜。”浙江大学
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胡海岚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她的团队正将这个谜题的神秘面纱
不断揭开。“我们利用一项名为 TAI-FISH
的新技术解释了各脑区对于喜好或厌恶情
绪的反应编码模式。能够找到大脑中与每
种基本情绪相关的神经环路，也就破解了
情绪的密码，握住一些心理疾病的‘命门’，
比如抑郁症。”

如今，抑郁症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健
康的第二大疾病，全球至少有 10%的人口
受到过其不同程度的困扰。为何抑郁的人
越来越多？长久以来，对于抑郁症发病成
因，始终没有明确的定论。

为探寻抑郁症的深层发病机制，胡海
岚团队从分子与神经环路机制出发，通过
多种科学手段，首次证实了抑郁症的发生

和大脑内的“βCaMKII”的蛋白激酶分子
密切相关。胡海岚介绍说：“‘βCaMKII’
是调节神经活动的重要蛋白，当它出现在
大脑中负责传递奖赏信息的核心区域且表
达水平过高时，就会抑制快乐因子多巴胺
的分泌，并会充当‘失望使者’将负面情绪
传递给大脑，导致快感缺失与行为绝望，这
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哪些人群易患抑郁症？对抑郁症人群
有何建议？胡海岚表示，“长期的慢性压力
和情绪积累是抑郁症的易感因素”。如果
长期劳累，持续处在应急状态中没有得到
有效调节，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容
易患病。还有一些所谓的 CEO 性状，这些
社会精英因需承担更多的责任，长期承担
压力，也会导致抑郁易感。

情绪本身是比较短暂的过程。如果在
碰到挫折和困难时，能及时有意识地调节
心情、转换思路，就会很快消除不良情绪，
降低人体伤害。她强调说：“如果发展到比
较严重的程度，不能自行缓解负面情绪，就

要及时寻求医生给予专业的指导和治疗意
见，而不仅仅把它当成心理问题去进行疏
导。如果不良症状持续困扰你超过 2 至 3
周，无法自行调节，一旦产生轻生念头，就
应立刻就医。抑郁症有轻重的分别，有自
杀念头出现便属于重度。”

在胡海岚看来，幸福和忧郁的情绪是
相对的，关系很微妙。一味追求幸福易导
致失望，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幸福的阈值也
会不断升高。而悲伤的情绪也不全都有
害，像电影《头脑特工队》中展示的，它能引
导我们趋利避害，做出最有利的行动。但
如果长期沉浸于负面情绪中得不到调节，

就很有可能导致脑功能持久性的变化，引
发抑郁症。她强调说：“我们在一些猴群的
研究中发现，猴王的压力应激激素比排在
第二、第三位的猴子要高，这和人类社会中
的‘CEO综合征’相似。”

胡海岚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
读神经生物学博士时，便立志揭开情绪的
奥秘，掌控大脑神经环路的“编程”。神经
生物学是研究脑的科学，这个领域有太多
的挑战和未知。日前，胡海岚获得第十二
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委会给出的评
语是：破解情绪的奥秘，发现情绪疾病的脑
机制，抵御抑郁症对人类的威胁。

用 情 绪 密 码 破 解 抑 郁 症
本报记者 陈 颐

人类社会工业化之后，因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全球气
温升高 0.6℃，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达到
55%，成为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

近些年，全世界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总量已近300亿吨，其中约20亿吨被海洋所吸收，陆
地生态系统吸收约7亿吨，人工利用量不足10亿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远远超出大自然的平衡极
限。降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减少排放量，已
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亡羊补牢，为时不
晚。人类已经开始采取减排措施，对二氧化碳进行
捕集、利用或封存。

碳捕集就是捕获和收集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根据捕集二氧化碳的工序不同，可分为燃
烧前捕集、燃烧后捕集和氧化燃烧三类。

其中，燃烧后捕集技术相对成熟，但存在成本
高、能耗高、占地大等缺点。燃烧后捕集主要用于燃
烧锅炉和汽轮机发电等场合，将二氧化碳从燃料在
空气中燃烧后产生的烟道气中分离出来。目前的分
离方法有多种，包括溶剂吸收法、固体吸附法、低温
蒸馏法、膜分离法等。比较成熟的化学吸收法早已
在天然气处理、氢气和氨气生产等工业领域广泛使
用。传统的膜分离法则利用某些聚合材料，如醋酸
纤维、聚砜等制成的薄膜，通过气体间渗透率的不同
来分离气体。膜分离法关键是要研发对二氧化碳渗
透性和选择性高的膜材料。根据实际情况，也可将
上述两种或多种分离方法结合起来，发挥各种分离
方法的技术优势，发展出新一代的集成分离技术，提
高分离效率和效益。

燃烧前捕集，就是让氧气或空气在一定条件下
气化或重组燃料，让氧气与碳元素结合生成二氧化
碳，让生成的氢气作为供能物质，适合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较低的场合，能耗和技术要求不高。

氧化燃烧法是指，为燃烧过程提供充足的氧气，
让碳与氧充分反应生成二氧化碳，但其能耗和成本
高，有待改进。

以上方法分离出的二氧化碳会经过吸收和压
缩，便于储存或利用。碳储存主要有2个途径：地下
储存和深海储存。由于目前还有很高的成本和环境
风险，碳储存技术在应用中受限不少。

二氧化碳给人留下的印象多是“废气”“温室气
体”等反面角色。其实，二氧化碳在冶金、石油、化
工 、电 子 等 领 域 都 有 着 极 其 广 泛 的 用 途 。
其中，二氧化碳的化学利用是将其转化为大宗基础
化学品，如有机燃料、高分子材料等。目前，已经实
现工业化的二氧化碳化学利用项目，包括合成尿素、
水杨酸、无机碳酸盐等。利用二氧化碳作为碳源，通
过加氢还原合成甲烷、甲醇、甲酸和低碳烷烃等气体
或者液体燃料，实现碳利用的良性循环，可以减少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有助于自然界的碳平衡，具有十分
重要的经济价值。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碳酸酯，
可广泛用于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还可用作汽油或
柴油添加剂等。

目前，二氧化碳合成全降解塑料是全球关注的
热门技术。作为高科技环保产品，这种完全生物降
解塑料可在自然界完全降解，并在很多领域替代传
统塑料，如用于一次性包装、一次性医用材料、餐具
等方面。相比传统塑料制品大多以石油为原料，且
用后不易降解，运用该技术可部分代替石油，直接生
产全降解塑料制品，既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节约石
油资源，又能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所造成的“白色污
染”危害，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典型循环经济模式。

碳捕获、封存或利用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
键技术之一，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把生产中排放的
二氧化碳进行提纯，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将二氧
化碳资源化，产生经济效益，循环再利用，是今后技
术创新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总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及其资源化
利用已成为国际能源技术领域研发的热点。借助化
工技术对二氧化碳进行资源化利用，不仅能削减它
对环境的危害，还能制备出化工材料和产品，产生经
济和生态效益，这是二氧化碳“轮回”的再生之路。

（作者单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借助科学技术进行二氧
化碳的资源化利用——

看二氧化碳的再生路
陈庆修

胡海岚在实验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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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际，丹麦艺术家运来 12 块大冰块，在先贤祠广场

围成钟表状摆放。“冰钟”不停融化，寓意与气候变暖的斗争应争分夺秒。（新华社发）

良 耳作

河北唐山建华实业集团经过科研攻关，攻克了

高品质石墨烯量产化的生产技术，设计出拥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百吨级石墨烯生产线自 2014 年 12 月投

产，使石墨烯这一新材料的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

投产一年来，唐山石墨烯生产线带动、孵化下游产业

链的效果显著，含石墨烯的空气净化喷剂、润滑油、

防腐涂料等产品研发和制造开始集群化发展。

图为在百吨级石墨烯全自动生产线前，技术人

员在查看生产情况。 （新华社发）

我国石墨烯生产线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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