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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援引欧
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局的报告说，全球刚刚经历了有
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全球单月平均
气温已连续 11 个月刷新同期最高
值。报告指出，在厄尔尼诺现象以及
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全球变
暖的推动作用下，创纪录的气温持
续时间延长。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
服务局数据，今年 4 月，全球平均地
表气温达 15.03℃，刷新 2016 年 4 月
创 下 的 14.89℃ 纪 录 ，比 工 业 化 前
（1850年至1900年）同期平均气温高
1.58℃。

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温控目
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
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之
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以内而
努力。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单个月气
温升幅突破1.5℃并不意味着未能实
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理想控温目
标，该目标指的是对几十年范围的
长期升温控制。

截至目前，虽然厄尔尼诺现象
在赤道东太平洋海域继续减弱，但
全球海洋表面气温总体上仍异常偏
高。数据显示，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已
连续13个月打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
高值。今年4月，北纬60度至南纬60
度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 21.04℃，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美国航天
局 10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今
年 4 月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4
月。该月全球平均气温较美航天局
1951 年至 1980 年基准期平均 4 月气
温上升了 1.32℃。美国航天局表示，
人类活动正在驱动全球变暖趋势，
厄尔尼诺现象是本年度气候变化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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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前所未有，从事科普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科普教育，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科学知识，还能够培养公众的科学素
养。

为此，我们开设“超级科学课”栏目，邀请各个领域专家、老师和科普达人，在基于科学教材的基础上，对教育内容进行合理补充。在日新月异
的当下，让同学们对这个世界更多一些了解，保持与世界的连接。愿孩子们都能在心中种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立志科学的种子。

6 月 5 日 是 世 界

环境日。自然环境的

变化与人类生活息息

相关。小学科学五年

级（下册）第三单元的

主题就是“环境与我

们 ”。本 期 超 级 科 学

课，我们邀请了宁波

市气象服务中心的专

家进行科普，一起来

认识下“全球变暖与

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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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最
近它更是经常上热搜。年初的时候世界气
象组织确认，去年2023年是有气象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年，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
猛烈的高温干旱和暴雨洪水，刚刚过去的
4月又打破了最热4月的纪录。正如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的，“全球沸腾的
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忽
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了。

我们所说的全球变暖，主要是指人
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
体的含量增加，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
平均气温升高的现象。温室效应是什么
呢？我们知道，地球的热量主要来自太

阳，太阳主要是通过短波辐射（紫外线就
是其中一种）来加热地面的，而升温的地
面反过来也会以长波辐射（如红外线）的
形式向外散热，温室气体的特性就是能
有效吸收长波辐射，使地面不会太快散
热，同时又不阻碍大部分的短波辐射加
热地面，这样就像一个“温室”，将热量保
留下来。其实，地球本身就有基础的温室
效应，大气层不仅含有二氧化碳，更有一
种重要的温室气体——水蒸气，正是因
为有了大气层产生温室效应，地球才能
维持15℃左右的平均温度，成为宜居的
星球。据估计，如果没有大气层，地球温
度将会是零下18℃，那就太冷了。

但是，温室效应太强也不是好事。工
业革命以来，燃烧化石燃料等人类活动
向大气中排放了过量的温室气体，加剧
了温室效应，使全球气温超出了可接受
的水平。

据估计，自工业化以来，仅是二氧化
碳，人类活动就已经累积排放了超过2万
亿吨。除此之外，还有常常被忽视的甲
烷，农牧业、垃圾填埋等活动大量排放了
这种气体，从单位质量上讲，它的温室效
应甚至超过了二氧化碳。

经过长期的过量排放，据统计，2023
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出了1.42℃。1℃多看起来好像不高，但
将它乘上地球这么大的体量，多出来的
能量是极其庞大的。根据官方报告，2℃
的全球升温将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而
达到4℃则可能引发极端旱涝、粮食危
机、生态系统崩溃等难以承受的灾难，目
前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近年来，我们除了感到夏天越来越
炎热之外，也经历了很多次冬天的极端
寒潮。很多人就问了，都全球变暖了，为
什么冬天还这么冷？其实，全球变暖并不
是所有地方、所有时候都变暖了，而是一
个气候上平均的概念。“气候”和“天气”
并不一样，后者描述的是一个地方较短
时间内气象要素的状态，而前者描述的
是长时间的平均状态。某个地方某个时

间天气特别冷，和全球长期平均的变暖
（已有大量观测证据）并不矛盾，而且，全
球气候变暖正是引起极端寒潮多发的重
要原因。像刚才提到的，地球多出来了很
多能量，这就打破了原本的平衡状态，地
球特别是大气变得很不稳定。原本，冷空
气是聚集在北极的一种叫做“极地涡旋”
的系统中，极地涡旋稳定旋转，将冷空气
围起来，不轻易南下。但能量过强时，涡
旋的边界变得不稳定，容易抖动，就会经
常把“蓄力好的”冷空气“甩”到南方，带
来极端寒潮。所以说，全球变暖后能量多
了，短时间内就容易走极端，既会极端
热，也会极端冷。

全球变暖除了使大气系统不稳定、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愈演愈烈外，也严重
影响了海洋系统，而且庞大的海洋“承受
了太多”。据估计，全球变暖约93%的热
量被海洋储存。海洋温度上升，影响了方
方面面，比如极地海冰的融化。最近一项
研究预测，到2030年，北极就可能出现
无冰的夏季，这比此前的预测提前了大
约10年。更严重的是，原本冰面能反射很
多太阳辐射，减缓变暖，而融化之后则是
吸收热量，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使海冰
融化越来越快。海冰快速融化不仅使海
平面上升，威胁到我们的家园，还使北极
熊等动物失去了栖息地，进而影响整个
生态系统。

气候危机之下，任何人都不能独善
其身。正如今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气候行
动最前线”所呼吁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
要抓紧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暖及其影
响。

国家层面，我国已经定下了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通过科技力量减少排放，

乃至回收、固定温室气体。对于个人来
说，我们能做的低碳节能行动也很多，比
如出行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
约用电，选择节能电器；合理规划我们的
膳食结构；积极参加植树活动等，也可以
运用学到的知识，参与宣传活动。让我们
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吧！

认识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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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我们赖以生
存的家园。

人类的活动会不会
影响环境呢？人类目前
面临着哪些环境问题？
这些日益严重的环境问
题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
响？为保护环境，我们又
能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
我们一起努力吧！
小学科学五年级（下册）

部分太阳辐
射被地球和
大气反射回
太空

太阳辐射为
气候系统提
供能量

温室气体效应
部分红外线穿过大

气层，但大部分被温室
气体吸收并沿所有方向
散射。这一效应使地球
表面和低层大气增暖。

大约一半的太阳辐射
被地球表面吸收并使
之增暖

地球表面的
红外线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