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有些事情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意识

到叶口蝠穿越林间，寻觅果子，掌蝰盘绕在兰花根

部，伺机出击，美洲虎在河岸边漫步。在这些动物

的四周，有 800种乔木挺立着，比北美洲所有的特有

种还多；还有上千种的蝴蝶，这个占全世界整个动

物群百分之六的生物等待黎明。”这是当代最伟大

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眼中的亚马孙雨林一

角。他说：“富饶的雨林，永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宝

库。”然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宝库如今正经受着存

续或毁灭的考验。

大火吞噬“地球之肺”

亚马孙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它横跨

8个国家，覆盖了南美 40%的面积，而且它占据了世

界雨林面积的一半，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20%，是全

球最大、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

和“绿色心脏”，它贡献了地球大气中 20%的氧气，

对全球变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数据，有超过

3000 万人生活在这一地区，这里也是大量哺乳动

物、鸟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家园，很多动物只

存活在亚马孙雨林地区，每两天就有一种新的植物

或动物在这里被发现。

近些天来，持续不断的大火，正以创纪录的速

度吞噬着巴西亚马孙雨林的一切，起火点多达 4 万

个；据报道，大火中雨林新添了 9250 平方公里的疤

痕，烟雾弥漫到了 3000 公里以外的城市，热带植被

和其间栖息的动物、真菌正化为灰烬。

人类活动是罪魁祸首

每年 6月至 10月是亚马孙盆地的旱季，巴西国

家空间研究所表示，旱季是火灾发生的原因之一，

但今年亚马孙地区的降雨量仅略低于平均水平，并

未出现异常，热带雨林的环境非常潮湿，全年湿度

高达 77％—88％，因此人类活动才是火灾频发的罪

魁祸首。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科普工作

者刘光裕也在关注这场大火。他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森林大面积砍伐后，形成倒木，旱季温度足

够高或民间用火、烧荒等，一场风来，就会让火势

蔓延。一旦邻近的活体树木被烤干，就很容易导

致成片雨林被点燃的恶果。倘若分布在整个雨

林各个角落的数万个火点连接成片，简直就是地

球的灾难。

WWF 亚马孙项目负责人里卡多·梅洛则直陈

大火是“近期砍伐森林树木加剧导致的”。虽然巴

军方已出动数万人灭火，但扑救的效果还未得到

评估。

或导致极端气温频现

来自 WWF 的数据显示，亚马孙雨林储存着

900 亿到 1400 亿吨的二氧化碳，并释放了很多氧

气。在 8 月发生大火之前，林地转耕地和森林砍伐

使得亚马孙雨林每年向空气中释放 5 亿吨二氧化

碳；而大火对亚马孙雨林植被造成的损害，会加快

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加速气候变暖，其结果就是

对南美气候造成直接影响，如降雨减少、气候更加

干燥等。长期来看，大火造成的碳排放或将导致全

球变暖更加严重。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亚马孙雨林调节全球气

候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这个区域土壤中的水分经

由植物体蒸腾到大气中，地表水汇集成亚马孙的河

流，最终汇入大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称，全

球天气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海洋洋流的影响。洋

流帮助调节气候，将赤道地区温暖的海水和降水带

给两极地区，将两极的寒冷海水带到赤道地区。如

果没有这些洋流的调节作用，地区气温将会变得更

加极端。如果植被继续遭到破坏，也就意味着蒸腾

作用大幅减弱，调节全球气候的能力也大打折扣，

灾害也将祸及全球。过去 50年间，亚马孙雨林已痛

失 17％的植被，亚马孙盆地南边与东边的水汽循环

业已受到影响。

WWF 警告说，破坏亚马孙雨林的结果就是世

界上许多地方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极端气温，同时

伴随着极端干旱以及四季交替现象的消失，这不是

危言耸听。

刘光裕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无数的历史实例

来看，热带雨林的修复是很困难的。雨林的土壤十

分贫瘠，因为营养循环很快，树叶落下或树木腐烂

后，都会很快被吸收，它的土壤层其实是很薄的。

森林一旦遭砍伐后，土壤很快会被雨水冲刷。“全世

界都还没有太成功的森林修复经验,相对于生态修

复，不要破坏是一个底线。”刘光裕说。

亚马孙森林大火为全球变暖火上浇油

新知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美图

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kanaxi@126.com

■责编 陈 萌 2019 年 9 月 5 日 星期四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4 共享科学 GONG XIANG KE XUE

现 存 生 物 物 种 都 经 历 过 复 杂 的 气 候 变 化 ，在 气 候 变

化的历史进程中，面对不适宜的气候，生物类群会退缩到

适宜生存的地方生存，等到气候适宜时又进行扩散。那

么，高海拔区域会是全球变暖下植物的避难所吗？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给出

了说法。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园植物系统发育与

保护生物学研究组孟宏虎博士介绍，气候不适宜时期，保

存生物多样性的地方被称之为“气候避难所”。第四纪冰

期，气候避难所在气候震荡和冰川形成的过程中保留了许

多的物种，科学家们对第四纪气候避难所的研究层出不

穷，推动了生物地理和保护生物学的发展。然而，在全球

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对于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使得对气候避难所的研究与探索更为

重要。

孟宏虎等研究人员在对缅甸若开山脉维多利亚山野

外考察中发现了高山栎的独特现象，并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他们提出，在气候持续变暖的过程中，适应高寒气候

的植物将继续往高海拔或者高纬度地区退缩，高海拔地

区或者高纬度地区成为这些植物类群对气候变暖响应的

缓冲区；而身处低纬度的热带雨林地区，一些残余高山植

物将聚集热带山地的山顶，那里将成为它们最后的气候

避难所。

为此，他们提出在未来气候持续变暖的过程中，热带

雨林中的高海拔避难所——如热带山地的山顶等高山植

物残余地区，将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关注对象。

这项研究成果以《山顶是全球变暖下植物的避难所吗？热

带雨林中的高山橡树给我们上了一课》为题，发表在瑞士

植物学会会刊《高山植物学》上。

（记者赵汉斌）

气候越来越热
山顶或是植物未来避难所

用核弹炸掉飓风？
没戏，威力太小不够用！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近日，美国又受到飓风“多里安”的影响，美国总统特

朗普为此还取消了波兰之行。

在此之前就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建议用核弹炸飓风

以阻止其袭击美国。报道称，特朗普曾在白宫的飓风简

报会上称，“它们（飓风）从非洲海岸开始形成，当它们穿

越大西洋时，我们就在飓风眼投射一颗核弹阻挡它。我

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尽管后来特朗普就此事专门

做出辟谣，但依然引发了民众的广泛热议。

“用核弹炸飓风，我只能说这脑洞太大了。”有网友

说。然而用核弹炸飓风的这个脑洞到底开得有多大呢？

夏秋季节，正是北半球遭受台风和飓风影响最严重的

时期，由于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其每年要遭受多次

飓风的侵袭。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为什么袭击美国

的被称为飓风，而之前肆虐我国的叫台风，这两者有什么

不同呢？

“事实上，台风和飓风是一对亲兄弟，都属于热带气

旋，只是出生地不同而拥有了不同的名字。”9月 3日，象辑

科技气象技术专家欧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根

据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中心风力一般达到 12级以上、风

速达到每秒 32.7 米的热带气旋均可称为台风或飓风。区

别在于，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的热带气旋是台风，

而发生在东北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称之为飓风。

用核弹攻击飓风的想法，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过。《国

家地理》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用核

武器破坏飓风的想法经常出现，并表示：“这是一个很有吸

引力的想法，尤其是在飓风季节，因为美国每年都会因这

些风暴造成巨大破坏。”

那么，“用核弹炸飓风”是完全在胡说八道吗？

其实从飓风的形成来讲，这个“脑洞”也是有一定根据

的。有专家表示，飓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最大的特点是

飓风眼中心的气压非常低，因为存在这种内外大气压强差

飓风才会形成，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在中心释放大量能量

或是增加中心地区的压强，在初始阶段消灭飓风。因此，有

人觉得核弹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可以在风眼地区挤压空

气，形成更高的压强，以此来瓦解飓风，还有人认为，直接在

飓风眼地区扔核弹，利用核弹释放的能量也可以冲散飓风。

疯狂想法之前就曾出现

这么看来“用核弹炸飓风”似乎还有点道理。但是专

家接下来的话却证明这个“脑洞”并不可行。

有专家指出，用冲击波瓦解飓风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因为冲击波是一种震荡波，只能在小尺度范围内造成一定

距离的瞬间位移，虽然它可以给飓风的逆向风力方面造成

一定的阻力，但是在顺向方向上却又给其一定的推力，总

体上对飓风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便是投放到飓风的风眼

里，这种瞬间的震荡压对飓风的中心气压也不会产生什么

影响。

此外，欧波说：“因为是兄弟，台风和飓风的脾气都是

一样的火爆，它们所携带的能量非常巨大。”一个中等强度

的飓风，内含的能量粗估也得在几千上万个广岛核弹的能

量，这哪里是人类能够抵消掉的？何况，即便是把核弹投

过去，这里的反向（减弱台风）物理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很

难如人所愿对其控制。而且使用核弹还会带来核辐射、生

物灾难等一系列更不可控的问题。

用核弹炸飓风不太靠谱，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减弱飓风

靠谱呢？从能量守恒定律来看，要想降低飓风的强度只有

两种直接途径：一是冷空气将飓风中的水蒸气逐步凝结成

水，降落到地面；二是利用地面山脉、树木的阻挡削弱风力，

让飓风逐步安静下来。欧波进一步解释，飓风、台风登陆后

一般都会迅速减弱，这是因为地面（下垫面）变得粗糙，增加

了其能量耗散；另一方面，飓风、台风登陆后，在移动过程中

容易遭遇冷空气，促进冷凝降水，从而使其强度减弱。

很遗憾这个“脑洞”并不可行

事实上，减弱或去除飓风，减少其灾害一直是人类的

梦想。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启动了持续 21 年的“狂飙计

划”，希望通过改变飓风中心附近能量的分布，从而达到减

慢风速的目的。

“狂飙计划”以热能为切入点：通过加热空气，让气

流上升从而形成新的气流，通过人为干预形成的新气流

或许可以对整个飓风系统造成干扰。在实施“狂飙计

划”的 21 年里，科学家追踪了超过 15 个飓风（台风），并

对 4 个飓风进行试验。1969 年 8 月 18 日，美国对飓风“黛

比”实施“狂飙计划”，“黛比”最大风速由 50 米/秒降到 35

米/秒，减速 30%。

然而，这一计划随着观测水平的提升被叫停。科学家

们发现，飓风强度的自然变率和播散实验的变率在量级上

是相当的，因此，不能完全肯定该实验当中完全是人工影

响导致了飓风强度减弱 30%。

除了给飓风减速外，后来又有科学家提出了引导

法——给飓风“引路”。根据飓风总是偏斜地向低压方向

运动的特点，用人工方法在飓风未来移向的某一个方向制

造出低压区，使飓风移向这个低压区，从而达到保证一些

重要地区免受其袭击的目的。用这种方法，还可以把飓风

引导到人们希望它去的地方，让它丰沛的降水造福人类。

但是也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个想法不靠谱。引导飓风

前进的是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人们不可能控制副

高的移动轨迹。况且，制造低压引起飓风的路径偏转，这

个低压的大小强度应该和飓风接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的气象专家指出：一个中等强度的飓风，仅一秒

钟因水汽凝结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 6 颗原子弹，而它所

能释放的总能量可能相当于上百颗氢弹。那么，哪有这么

大的能量来制造低压呢？

此外，还有人提出，在经常产生飓风的洋面上铺上一

层化学薄膜，以抑制海水蒸发，切断飓风的能量供应，使飓

风不易生成、发展。

但飓风是移动的，飓风的低压环流也是庞大的。水蒸

气从广阔的海面上源源不断输送进来，并不仅仅来源于飓

风脚下的地方，甚至有些水汽是来自于季风输送，进入飓

风内部。所以，这个膜要铺多大？另外，如果真是将海洋

上都覆上膜，海洋的水汽无法输送到陆地上完成正常的水

循环，这样会带来干旱等多种灾害性天气。

历史上这些削弱飓风的方法都不成功

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师保罗·戈尔茨坦早些时候在肯尼

亚马赛马拉保护区拍到了彩虹下的狮子和猎豹群。两群动

物之间发生了短暂的对峙，但在镜头下看起来像在彩虹的

尽头。

草原美景
彩虹尽头有狮子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约 6 平方公里的

翡翠湖，形态迥异、深浅不一，宛如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翡

翠。站在湖边，镜面般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皑皑雪峰，

宛如仙境。这里原是大柴旦化工厂盐湖采矿队采矿区，多

年开采让这个地方形成采坑，变成了如今美丽的翡翠湖。

秘密仙境
翡翠湖若人间美玉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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