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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受厄尔尼诺影响较为显著的
国家，未来厄尔尼诺还将如何演变？这种
演变如何影响我国气候？对我国的污染
潜势是否有影响？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相关专家。

中等强度厄尔尼诺来袭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热带中东太平
洋的大范围海温异常增暖，导致海水水位
上涨，并形成一股向南暖流，使原属冷水
域的太平洋东部水域变成暖水域，结果引
发海啸和暴风骤雨，造成一些地区干旱，
另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的异常气候现
象。它的演变规律，通常是在北半球春季
发展，夏季建立，冬季达到鼎盛期，来年春
季开始减弱。

但是，为什么遥远的热带太平洋海
温增暖会导致东亚气候异常呢？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周天军解释称，
原因在于，有一个连接厄尔尼诺海温异
常和中国气候的重要桥梁——即位于西
北太平洋的高压异常，在海气相互作用
研究领域常称之为“西北太平洋异常反
气旋”或“菲律宾海异常反气旋”。在观
测中，这个异常反气旋一般在厄尔尼诺
发展年的秋末形成，在之后三个季度的
漫长时间里，持续影响东亚和西太平洋
暖池区气候。

周天军说，如果 WMO 的预测结果准
确——即今年 12 月到明年 2 月发生中等
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国华南地
区将经历偏暖、偏湿气候。至于我国华北
和东北地区的冬季气候，将更多受到中高
纬度异常天气过程影响。

“厄尔尼诺事件确实会影响到我国部
分地区，导致气候异常，但它绝不是短期
气候预测中的唯一参考因子。”国家气候
中心气候预测室高级工程师高辉认为，对
于我国气候来说，无论是夏季的旱涝，还
是冬季的冷暖，都会受到高—中—低纬度
大气环流的协同作用。这其中的一些环

流会受到厄尔尼诺影响，一些则受到其他
海区海温或其他外强迫信号（如极冰、积
雪）的影响。

根据日本海洋研究机构发布的预报
结果，今年冬季厄尔尼诺将形成，并在
2019年2月达到顶点。届时，热带中东太
平洋海表面温度将达到 1.7℃左右，形成
一个中等偏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后，厄
尔尼诺逐渐衰减，直至 2019 年初秋。英
国气象局也给出了类似预报结果——即
今年冬季将形成一个海温指数大于1℃的
厄尔尼诺事件。

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大多遵循特定演
变轨迹，但今年的情况非常特殊。截至11
月底，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气候预测中心的分析，观测中尚
不能认定厄尔尼诺已发生。

“如果日本、英国两家机构预报结果
准确，中等强度厄尔尼诺将发生，那么根
据 NOAA 的历史数据，此次厄尔尼诺事
件将是 1950 年以来发生最晚的 Nino3.4
区海温指数大于1℃的厄尔尼诺事件。今
年冬季，我国气候将呈现典型的厄尔尼诺
年冬季特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
究员吴波说。

高影响区呈现地域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影响冬季
气候的外强迫因子和大气环流系统种类
繁多，各因子之间也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
作用。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件是冬季
气候预测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但绝非唯
一因素。

高辉表示，一方面，强度较弱的厄尔
尼诺事件对冬季气候的直接影响有限，会
受到其他海域海温或海冰、积雪等热力异
常因子的调控；另一方面，在厄尔尼诺事
件的不同空间分布和不同发展阶段，其影
响也不尽相同。而且无论冬夏，厄尔尼诺
的高影响区都有很大地域差异，并非全国
气候都会受其影响。

“厄尔尼诺是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重
要因子，但它并不能影响我国所有地
区。对于华北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地
区而言，受厄尔尼诺影响很大；但对于
我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影响则比
较小。”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
林说。

王林举例道，在气候系统中，除了像
厄尔尼诺生命史比较长的热带海气耦合
现象外，中高纬度地区还存在很多生命史
更短、大气内部的变动现象，比如北大西
洋涛动或北极涛动。这些现象对于东北
地区冬季气候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厄尔
尼诺。因此，我国北方地区今年冬季的冷
暖不仅取决于厄尔尼诺，还取决于中高纬
度地区大气环流本身的变化。

由于海洋巨大的热容量，厄尔尼诺事
件会对大气环流和全球气候产生巨大影
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彭京备告诉记者，它不仅导致热带地区正
常的对流及降水分布被打乱，还同时影响
中高纬度大气环流，是全球气候年际变化
的最主要外强迫。在厄尔尼诺鼎盛期的
冬季，更多热带表面角动量被运输到热带
以外地区，导致中纬度西风加强，不利于
冷空气活动。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厄尔尼诺鼎盛
期的冬季，天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北大
西洋、印度洋和黑潮区海温都对冬季关键
环流系统有影响。同时，冷空气活动还受
到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影响。因此，我国
冬季仍会出现阶段性冷空气过程。”彭京
备说。

华北地区雾霾发生将增多

一般来说，厄尔尼诺对我国华北地区
冬季的雾霾影响比较大。截至目前，共发
生过 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出现在
1982/1983、1997/1998、2015/2016 年的
冬天。从这 3次的监测看，雾霾主要分布
在华北地区，且比较严重。

国家气候中心相关统计分析显示，在
厄尔尼诺年的冬季，由于大气对热带中东
太平洋暖海温的响应，在西北太平洋地区
容易形成异常反气旋，有利于偏南风水汽
和污染物向华北地区输送。而从目前的
监测情况看，今年 11 月，Nino3.4 区海温
指数是0.99℃，大气和海洋还没有完全耦
合。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正研级高
级工程师柳艳菊预计，未来一个阶段，随
着海温上升，厄尔尼诺强度有所增强，华
北地区的雾霾发生可能会较前一阶段有
所增多。

“污染物的排放不是决定雾霾现象出
现的唯一因素，气象条件的影响不容忽
视。”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研究院副教授
何超认为，鉴于我国南北方气候的巨大差
异，对雾霾变率起关键作用的气象因子在
我国南方和北方并不相同。华北冬季降
水稀少，雾霾的消散主要依靠北风劲吹。
我国东部地区冬季盛行偏北风，也就是东
亚冬季风，不同年份冬季风的强度有明显
不同，在冬季风偏弱年份，北风对华北雾
霾的驱散作用明显减弱，华北雾霾污染偏
重；反之，在冬季风偏强年份，华北雾霾污
染偏轻。

我国南方地区降水较多，降水对雾霾
的冲刷作用是南方地区大气雾霾清除的
重要途径。根据统计分析，在冬季多雨年
份，南方雾霾污染偏轻；在冬季少雨年份，
南方雾霾污染偏重。可以说，冬季降水量
多少直接决定南方地区雾霾污染的严重
程度。

何超说，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冬
季，我国南方地区的抬升运动偏强，降水
偏多，南方地区降水对雾霾的冲刷作用更
强，气象条件有利于南方地区雾霾减少；
同时，厄尔尼诺也使得东亚冬季风在一定
程度上偏弱，北风对华北雾霾的驱散作用
减弱，导致华北雾霾偏多。而在拉尼娜现
象发生时，气象条件有利于冬季南方雾霾
偏多，华北雾霾偏少，这是基于历史资料
的统计规律。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信息——

今冬厄尔尼诺情势如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日 前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发布《全球季节性

气候最新信息》和《厄尔尼诺

最新情况》称，今年 12 月到

明年 2 月，发生厄尔尼诺现

象的可能性为 75%至 80%，

预计不会发生强厄尔尼诺事

件。但即便如此，它仍可显

著影响许多地区的降雨和温

度，对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

源和公共卫生管理产生重要

影响，并促使全球 2019年温

度上升

塑料的发明，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
大便利。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全球塑料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8.5%。到 2016 年，全
球塑料产量达 3.35 亿吨。我国是世界塑
料生产和使用大国，且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十分巨大。

然而，塑料在使用后，一部分由于收
集处理不及时而进入环境，发生破碎、降
解，给地表水、土壤和海洋等带来严重环
境污染。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多次大洋和
极地科考中，均在海洋中检测出微塑料。

海洋微塑料究竟是什么？其危害何
在？该如何防范、治理？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菊
英长期从事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方面研
究。她介绍，学术界和管理者普遍认同，
微塑料是小于 5毫米的塑料颗粒，在各种
海洋介质中均有存在，包括生物体。

据自然资源部报道，我国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去年从大洋深处带回了海洋生
物样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4500米
水深下生活的海洋生物体内，竟检出了
微塑料。今年初，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孙承君等人在南极鲍威尔
海盆开展科学考察。他们通过船载泵取
得 500 升表层海水样本，用显微镜观察
时，也发现有小于0.3毫米的微塑料。这

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极海域发现微
塑料。

根据全球科研人员的实地调查发现，
从近海到大洋，从赤道到极地，从海洋表
层到大洋深处，海洋微塑料无处不在。

“不管是水体还是沉积物，从海表到
海底，以及海洋沉积物中，都发现微塑料
的存在。”王菊英表示，2017 年他们实验
室开展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约 76％的
鱼类肠道、消化道都检出有微塑料。

不过王菊英指出，微塑料是一个新型
环境问题，当前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
空间，包括监测方法的标准化。目前，微
塑料分析方法尚不统一，不同研究之间的
可比性并不强。对此，学术界正在努力推
出相应的标准化分析方法。目前，在大部
分微塑料对生物体影响的实验室研究中，
其浓度都高于实际环境浓度。而从非常
高的实验室加标浓度外推实际的生物效
应，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与大型塑料一样，海洋微塑料对地
球生态环境也有负面影响。但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报道，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
明，通过食用海产品可以对人类健康产
生影响。王菊英认为，关于微塑料对生
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
究中，但其潜在影响不容小视。因为小

于 5 毫米的微塑料颗粒，还能继续分解
为更细的颗粒，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需要
格外关注。

“它们本身含有增塑剂，并能从环境
中吸附有毒有害物质。当被海鸟、鱼类、
底栖动物等海洋生物摄食后，会损害海洋
生物的消化道，或刺激其胃肠组织产生饱
胀感而停止进食；其所携带的有毒有害物
质也会对海洋生物产生不利影响。”王菊
英介绍。

微塑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的环境问题。2016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
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问题等同于全
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相关
国家和环境组织还出台了行动措施和
法规。

中国是最早颁布限塑令的国家之一
—— 禁 止 生 产 、销 售 和 使 用 厚 度 小 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袋。此外，国内相关海
洋环保法律法规、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等，也要求加强塑料陆源入海污染防
控，严控塑料垃圾入海。

王菊英表示，国内实施的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方案有效减少了陆源和海源垃圾
输入，固废特别是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也从源头上防止陆源垃圾入海。

就塑料回收利用率排名而言，欧盟

30%，位居第一；中国 25%，位居第二。而
世界平均回收利用率是 9%。“因此，中国
在固废回收利用的相关措施上还是较为
有力的。”王菊英说。

近期实施发布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攻坚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地膜回收要
求，旨在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止陆源塑料垃
圾入海的输入。科技部则启动了重点研
发专项，专门针对海洋微塑料的来源、分
布和防治技术开展研究。相关部门也从
2007 年起实施业务化海洋垃圾监测，并
于 2016 年开始监测海洋微塑料。此外，
我国还积极提升公众意识，转变公众消费
方式，降低一次性消费制品使用率。

王菊英表示，今后将从研究方案、加
强监测、科学评估、社会参与、宣传教育以
及国际合作等 6 方面开展海洋微塑料污
染防治；并应加强海洋垃圾监测，掌握海
洋垃圾和微塑料分布规律，开展相关领域
科学研究，更加科学地评估海洋垃圾的环
境影响，特别是微塑料对海洋生态和人体
健康的影响。“另外，还要加大社会参与垃
圾分类的支持力度，加强塑料垃圾的回收
和资源化利用；推动公众参与，转变消费
方式；参与应对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国
际进程，积极推进全球海洋垃圾治理。”王
菊英说。

从近海到大洋、从赤道到极地、从海洋表层到大洋深处——

海 洋 微 塑 料 危 害 不 容 忽 视
本报记者 刘 瑾

受雾霾天气影响，航班延误、备降、停运等问题长
期困扰着北京的空中出行。不过，随着日前国航一架
空客 A330，以及山航一架波音 B737在首都机场平稳
着陆，旅客们心中的“愁云”可以驱散了——通过这次
试飞，验证了使用HUD（平视显示器）在首都机场实施
RVR（跑道视程）90米起飞、标准ⅢA类进近着陆的可
行性，以及相应的低能见度运行程序，可解决首都机场
80%低能见度下的航班离港问题，进一步提高航班正
常性，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什么是HUD？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介绍，作为中国
民航局重点推进的四大航行新技术之一，HUD是一种
机载光学显示系统，可以把飞机飞行等信息投射到飞
行员视野正前方的透视镜上，以显示足够多的信息和
引导。“借助 HUD，驾驶员在不断观察外界的同时，能
更为及时地了解相关飞行参数和状态信息，增强情景
意识；同时，能在全天候运行尤其是低能见度情况下，
减少起飞、进近和着陆期间的飞行技术差错。”李健
说。起飞和着陆是保证飞行安全最重要的两个阶段。
在进近着陆前，飞行员从仪表转换到外界目视，需要2
秒到 3 秒——时间虽短，但对决断飞机着陆与复飞至
关重要。而平视显示器不需要飞行员低头察看，可确
保在看到跑道的同时，也能看到投射在显示屏上的所
有主要仪表数据，大大减轻了飞行员操作的复杂性。

HUD 在飞机起飞着陆的关键阶段具备良好的安
全价值。为进一步提高航班正常性，近年来，民航局积
极推进以HUD为代表的航行新技术。目前，中国民航
具备 HUD 设备的运输飞机已达 1133 架，占机队总数
的三分之一。根据民航局发布的《平视显示器应用发
展路线图》，到 2020年，运输飞机将达到装机量一半。
为配合此次RVR90米验证试飞，首都机场一并完成了
ⅢA类运行验证试飞，这是继上海浦东机场后，全国第
二个具备ⅢA 类标准运行的机场，实现了起飞与落地
相配套，综合提升了首都机场低能见度运行保障能力，
将有效减少雾霾等低能见度天气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什么是ⅢA类，分类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日
报记者从华北空管局获悉，目前所用仪表着陆系统被
分为3类：Ⅰ类系统是被普遍使用的，要求跑道的能见
度在 800 米以上；Ⅱ类系统要求跑道的能见度为 360
米，我国目前的大型机场都使用这类系统，飞机可以在
雨中或薄雾中起降；Ⅲ类系统又被分为 A、B、C3个等
级，ⅢA类允许能见度为 200米，ⅢB为 50米，最高等
级的ⅢC 允许在能见度为 0 米的情况下使用，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盲降”——但这种设备价格非常昂贵，而
且使用情况相当少，因此全球仅有少数机场配备。

HUD技术和使用盲降系统进行ⅢA类运行，为航
班在低能见度条件下运行提供了技术手段。“首都机场
在实现 HUD RVR90 米起飞、ⅢA 类运行后，其低能
见度保障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极大缩小与国外先
进水平的差距，有利于中国民航低能见度运行能力的
整体提升。”李健充满自豪地说。

解决80%低能见度航班离港难题

新科技保障首都机场“好视力”
本报记者 崔国强

华北空管局塔台控制室内的保障飞行现场。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一张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世界最大明信片日前在瑞士少女峰下正式亮相，旨在唤起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潮滩指经常发生潮汐
泛滥的沙滩、岩石或泥滩。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日前在线发表了一份全球潮滩地图，描述了这些海岸
生态系统的变化。研究发现，1984年至2016年期间，
在有充足数据的区域中（占绘制面积的 17.1%），16%
的潮滩已经消失。

潮滩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功能，如防风暴、稳定海岸
线和粮食生产，全球数百万人的生计均有赖于此。然
而，潮滩正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包括沿海开
发、海平面上升和侵蚀。尽管潮滩是分布最广泛的沿
海生态系统之一，但是它们的全球分布和状态仍然未
知，这阻碍了针对它们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人员使用约 70 万张卫
星图像，绘制出了 1984 年至 2016 年潮滩的全球范围
和变化。研究发现，地球上的潮滩生态系统至少有
127921平方公里，类似于全球红树林的覆盖面积。其
中约 50%的潮滩位于 8 个国家，分布在 3 个大洲：亚
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按国家划分，印度尼西亚的潮滩
最多，其次是中国。就研究者已收集到的具有充足卫
星数据的区域而言，其中的潮滩面积在33年间减少了
约16%。这意味着自1984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损失的
潮滩面积可能超过2万平方公里。

1984年至2016年：

16% 的 潮 滩 已 消 失

我国沿海地区每年接受来自黄河、长江、珠海等输

出的大量泥沙，潮滩广为发育。图为福建省宁德市霞

浦县海岸线绵延曲折，滩涂风光旖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