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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巴黎12月 5日电 （记者李宏策）在巴黎

气候大会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与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李会晟

在布尔歇会场举行会谈，双方分享了对于 IPCC 下一阶

段工作设想的意见。

解振华祝贺李会晟当选 IPCC 主席，表示中方一贯

支持并积极参与 IPCC 工作。同时也希望 IPCC 在未来

相关工作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关注，支持发展中国家

更多参与 IPCC 研究。他说，IPCC 研究报告是气候变

化国际谈判的重要科学指导，对谈判进程有着重要影

响，希望 IPCC 能够秉持科学、独立、客观的研究传统，

在第六次综合报告中公正、充分反映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诉求和现实国情。

在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专 访 时 ，李 会 晟 表 示 ，巴 黎 气

候大会是具有历史性的重要事件，联合国气候变化

公 约 下 的 195 个 成 员 国 首 次 集 体 表 达 了 采 取 切 实

措 施 的 意 愿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开 始 。 各 国 如

能立即采取行动，大幅度加强可持续发展投资，全

球 2 摄 氏 度 温 控 目 标 仍 然 是 可 行 的 、现 实 的 ，相 信

各 国 能 够 通 过 各 自 努 力 在 本 世 纪 末 达 成 这 一 全 球

性目标。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对巴黎气候大会起到了

很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 对 即 将 于 明 年 启 动 的 2016 至

2022 年第六次评估报告，李会晟表示，IPCC 将一如

既 往 地 通 过 全 球 性 合 作 研 究 为 各 国 制 定 气 候 政 策

提供科学、全面的分析成果，支持各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保护全球气候环境。与此同时，他还将引领

该机构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探索解决办法，通过科学

研究寻找解决气候问题之道，推动各国经济社会低

碳转型。

李会晟说，在第六次评估报告编写过程中，IPCC

将更加重视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

参与，填补信息空缺，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诉求，运用

IPCC 的科研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变化相关政

策提供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

术、支持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新任主席李会晟表示

气候变化研究将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

12月6日，“决心”号在西南印度洋航行。
来自美国、英国、中国等12个国家的30名科学家乘坐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5日晚从斯里兰卡科伦坡

港口启程，奔赴西南印度洋，开展旨在打穿地球壳幔边界的大洋钻探。为了研究地壳、地幔的构造，揭示地球系
统演化历史，多国科学家正在实施为期十年（2013年至2023年）的新一轮国际大洋发现计划（ＩＯＤＰ）。现阶
段科考的主要方式是用美国“决心”号科学钻探船，钻取深海海底的岩芯和沉积层样品。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在巴黎，一百多位各国领导人出席了气候变化大

会，这让人感到各国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但也让一些

人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是“高端事务”的感觉。作为普

通人，我们又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

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为缓解全球气

候变化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首先，交通领域的排放与气候变化联系紧密。气

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燃烧大量化石燃料而排放

温室气体，在大街上跑的车辆中，大部分机动车都烧

汽油或柴油，它们不断地从尾气管中排出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减少交通领域的排放，能够有力地帮助应

对气候变化。

当然，机动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不能说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就都不让上街。但大家可

以做到的是尽量少开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一辆装

载几十个人的公共汽车，排放量显然会远远低于几十

辆小轿车之和。同时，多坐公交少开车还有助缓解道

路拥堵问题。

第二，住的方面也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水

泥和建筑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这些行业可以

通过改善工艺而减少排放。现在公众一般都不自己

盖房子了，但可以做的是在装修的时候重视保暖、隔

热，通过加装隔热层和使用效率更高的供暖、空调设

施，可以减少热量损耗，从而减少供暖和空调的温室

气体排放。

此外，现代家庭的房间中都会有各种电器，人

们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节能的型号。在房

间中自然光线充足的时候，还可以尽量不开灯。这

些做法不仅有助节能减排，还可以实实在在地减少

电费账单。

第三，许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改变饮食习惯比

如少吃肉也可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英国皇家国际

问题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说，畜牧业每年排放的温室

气体量几乎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 15％，而全球的肉类

消费量仍在上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会在目前水平上

大幅增长 76％。报告说：“如果全球选择健康的饮食

方式，到 2050 年之前将能实现所需减排量的四分之

一。”

让 人 们 少 吃 肉 可 能 会 面 临 一 个 观 念 上 的 问

题，因为肉类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但一个事实是，

对许多生活水平已较高的人 来 说 ，多 吃 肉 反 而 会

带 来 健 康 风 险 。 前 不 久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 说 红

肉 和 加 工 肉 制 品 可 能 会 致 癌 ，虽 有 争 议 但 也 说

明 一 些 问 题 。 在 保 证 热 量 和 营 养的前提下，少吃

肉既有助身体健康，也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一举

两得。

最后，在穿衣等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能践

行“勤俭节约”这个理念，也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比

如，服装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都要消耗大量能源

并产生排放。曾有研究估计，在保证生活需要的前提

下，每人每年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就可相应减排

二氧化碳 6.4千克。

节约能省钱、多坐公交可减少拥堵、少吃肉有益

健康……可以看出，普通人从衣食住行等日常小事做

起，不仅响应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吁，往往还能带来

其他的益处，何乐而不为呢!

应对气候变化，从我做起
新华社记者 黄 堃

本周焦点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召开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简称 COP21）在巴黎北郊

布尔歇举行。14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

全球 195 个国家代表团将在两周会期内围绕新的全

球气候协议进行最后谈判，并有望在本次气变大会上

达成协议，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

机制性安排，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新的里程碑。

外媒精选

沉迷电视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联
一项长达 25 年、涉及 3000 多名研究对象的报告

表明：年轻时沉迷于电视、缺乏锻炼的恶习，与成年后

的认知功能下降有关联。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从青

年到中年时期进行跟踪调查，并测试了这些人现今的

认知能力，发现沉迷于电视的人，大脑思维速度较慢，

执行能力也会稍差。

一周之“首”

银河系中心黑洞磁场首次被发现
美国天文学家通过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首次

探测到银河系中心黑洞事件视界外面的磁场。这些

早已被预测存在的磁场，此前还没被观察到，这也再

一次证明了银河系中心比我们猜测的更有活力。

首个人体内基因编辑试验将展开
美国科学家宣布将首次尝试在人体内对细胞基

因进行改造，利用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治

疗血友病 B患者，而以前的基因编辑操作都是体外进

行。这种新方法一旦被证明有效，也可用来治疗其他

与蛋白质缺乏相关的疾病。

“发育”阶段的行星首次被观测到
目前人类尚缺少处于“发育”阶段的行星观测记

录，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首次观测到一颗正

在形成中的行星，填补了这一空白，其距离地球 450

光年，位于 LkCa15恒星周围。

热力学过程在量子尺度不可逆被首次证实
巴西和英国科学家携手首次证实，热力学过程在

量子系统中不可逆，而以往都未曾在量子系统中观察

到热力学过程。最新研究结论对于理解量子系统中

的热力学、设计量子计算机以及更深入地洞悉其他量

子信息技术都大有裨益。

本周争鸣

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聚焦伦理争议
随着基因组编辑技术 CRISPR-Cas9 的普及，对

于人类基因改造的伦理道德争议愈加激烈。12 月 1

日至 3 日，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在华盛顿召开，相

关的科学和医学进展以及伦理和监管问题成为研讨

焦点，分歧各方借此机会展开了充分辩论。

前沿探索

抗逆转录病毒药预防艾滋病有新证据
加拿大科学家持续 9个月的跟踪调查显示，对于

采取预防措施的男性而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特鲁瓦

达（Truvada）几乎可以完全消除艾滋病病毒性传播风

险。该药物或将有助于在未来 10年消除艾滋病病毒

的传播。

人体必需核心基因图谱出炉
加拿大科学家通过逐个关闭 18000 个基因（占人

类基因组的90%）发现，超过1500个核心基因是人类必

需的。这一发现为达成生物医学研究的长期目标——

精确定位基因组中每一个基因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碳元素第3种固体相态合成面世
美国科学家最近合成出一种不同于石墨和金刚

石的固态碳元素新相态，并称其为 Q-碳，研究人员

同时还开发出一种技术，能在常温常压下利用 Q-碳

造出多种金刚石结构。

线虫延长青春的秘密被揭开
2007 年，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团队就用抗

抑郁药物米塞林延长了秀丽隐杆线虫的青春期，但其

中的奥秘直到最近才被揭开——在生命的恰当时期

使用米塞林能够抑制基因“转录漂移”，这一现象或成

衡量老龄化的新通用指标。

发现多个大脑神经细胞新类型
美国研究人员借助高质量的成年小鼠脑片，对大

脑神经细胞进行分类，找到多个以前未被描述过的神

经细胞类型，揭开了神秘大脑的又一层面纱。

一周技术刷新

欧空局发射引力波探测器
欧洲空间局用于验证太空引力波观测技术的

“LISA 探路者”探测器，3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

心发射升空。此前，科学家们始终未能使用地面观测

设备证实引力波的存在。此次发射将为人类太空探索

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验证广义相对论。

奇观轶闻

模拟5亿年前古生物“吃饭”
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团队利用计算机模

拟，推算出了生活在 5.55亿年前地球海洋中一种古生

物——三分盘虫的摄食方式。现代地球上已没有该

生物的近缘物种，研究表明，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第一

代大型复杂生物比人们以往认为的更加复杂。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1月30日—12月6日）

参加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世

界各国代表于 5 日交上了他们的

首周“作业”——巴黎气候协议最

终草案，如期出炉，意味着巴黎气

候协议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

从今年年初在瑞士日内瓦形

成的近 100 页谈判案文缩减到 21

页的协议草案，这一“瘦身”体现

了各方决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

共识，尽管草案还有很多项“括号

选项”等待下周各国部长级官员

做出最后选择。

巴黎气候大会 11月 30日正式

开幕以来，这种共识还体现在多个

方面：近 150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言；183 个

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

自主贡献”计划；300多场各类活动

正在巴黎布尔歇展览中心顺利举

行，其中节能减排、合作共赢已经

成为大会多场活动的主题。

就连一向挑剔的各种非政府

组织，也对这种共识和大会的进

展表示了谨慎乐观。

当然，仅有共识并不能解决

所有问题，各方在资金、法律约束

力、行动力度等谈判焦点上的分

歧依旧。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能否找到

各 国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最 大 公 约

数，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协议，的确

需要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即使最终协议达成，具

体落实上也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担当。从这一点来

说，“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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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12月 5日电 （记者顾钢）德国铁路

公司 4 日在柏林推出其第四代城际高速列车 ICE4，新

一代列车将通过 14 个月的试运行于 2017 年正式投入

使用，并逐渐取代第一和第二代城际高速列车。

德国交通部长多布林特和德铁总裁格鲁伯参加

了当天的首辆新车交付仪式，第四代城际高速列车

ICE4 由 西 门 子 和 庞 巴 迪 合 作 制 造 ，这 是 德 铁 公 司

300 辆新型高速列车替代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德铁

公 司 已 订 购 了 130 辆 ICE4。 德 铁 公 司 总 裁 格 鲁 伯

称，“ICE4 将开启德铁城际快车新时代”。ICE4 主要

是用来取代业已陈旧的 ICE1 和 ICE2。新型列车将

经过 14 个月包括各种气候环境条件下的试运行，尤

其是寒冬和炎热的考验，以检验空调系统等设备是

否适应。

ICE4 在外观上与 ICE3 没有多大区别，行驶速度

也限制在时速 250 公里，因为根据德国的情况平均 80

公里就有一个停靠站，适合时速 300 公里以上的路段

很少。在硬件上有明显变化的是每节车厢增加了 8

个可停放自行车的位置，这也是适应德国人喜欢远足

旅游的需要，另外更加方便了残疾人轮椅上车和在车

上停放。

ICE4 还有一些小的新颖的地方，如车厢的灯光可

以变换，早晨黄色，中午蓝色，晚上红色，据说这种灯光

变换更令乘客感到舒适。通道地面也有应急指示光标

指向出口。每个座位都有电源插座，乘客可在车厢上

网和使用移动通讯。和 ICE3相比，新一代列车使用了

更多轻质材料，因此更加节能。但座位空间更像飞机

上的座位，舒适性略逊于 ICE3，总的来说 ICE4 是一款

实用性的高速列车。

德铁推出第四代城际高速列车
科技日报北京12月6日电（记者陈丹）一张长宽不

过 15 厘米、厚度不到 1 毫米的“纸”，电容可以达到 1 法

拉，可媲美目前市场上的超级电容器。这就是瑞典林雪

平大学有机电子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与丹麦和美国同行

合作开发出的新材料——储能能力出众的“能源纸”，其

由纳米纤维素和导电聚合物制成，可反复充电数百次，

每次充电只需要几秒钟。

据每日科学网近日报道，这种“能源纸”的外观和感

觉有点像塑料材质，研究人员甚至拿它折了一只天鹅，

证明它也具有一定的强度。为了研制这种新材料，他们

用高压水将纤维素分成直径仅 20纳米的纤维，当将纳米

纤维素和一种带电聚合物放入水溶液中时，带电聚合物

会形成一个很薄的涂层覆盖住纤维素。这些纳米纤维

素纠缠在一起，而空隙中的液体可以充当电解质。

新材料同时传导离子和电子的电导率创下了新

纪录，这也是它储能性能优异的原因。与目前市场上

的电池和电容器不同，“能源纸”所用的原材料非常简

单，无需危险化学品或重金属，并且还有重量轻、防水

等特性。

“能源纸”也像普通纸一样，制造过程中需要进行脱

水处理。目前的挑战是要开发一套工业规模的工艺来

完成脱水流程。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先进科学》杂志

上。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将为这项研究拨款，资助他们

继续研发可生产这种“能源纸”的造纸机。

新型“能源纸”储能性能出众

“决心”号启程奔赴西南印度洋
开展打穿地球壳幔边界的大洋钻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