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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卫东）据近日出

版的《科学进展》报道，美国研究团队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地球的生物圈吸收的

碳超过了释放的碳，但这种趋势正在减缓

甚至可能逆转。研究警告说，地球正处于

致命的气候变化“临界点”的边缘，到 2050

年，地球吸收三分之一人为排放物的能力

可能减半。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将

氧气释放回空气中来帮助减轻全球变暖，

这是地球的“呼吸”。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研究人员为全球每个主要生物群落创建了

温度曲线，以预测全球变暖的可能影响。

该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凯瑟琳·达菲博

士警告说，由于全球变暖迫使平均温度升

高，地球上出现了“稳定增长的热”，这最终

将把世界上某些碳汇变成碳源，从而加速

气候变化。

目前，研究人员发现，不到百分之十的

陆地生物圈经历的温度超过了光合作用的

最高温度。但以目前的排放速度，到 2050

年，多达一半的陆地生物圈可能会经历超

过该生产力阈值的温度。而且，世界上一

些碳含量最高的生物群落，包括亚马孙和

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以及俄罗斯和加拿大的

针叶林带，将是最早达到这一临界点的生

物群落之一。

达菲博士说：“就像人体一样，我们知

道每个生物过程都有一个温度范围，在该

温度下它可以发挥最佳作用，而在高于这

个温度时，功能会恶化。”

研究人员还表示，不同类型的植物在

温度响应的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当温度

太高时，所有植物的光合作用都会下降。

这项新研究是第一个从全球范围的观

测数据中检测光合作用温度阈值的研究，

为了解整个地球上的实际生态系统及其响

应方式提供了一个窗口。

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种新方法，能够为

每个主要生物群落和整个地球生成温度曲

线。研究发现并揭示了一个温度临界点，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植物捕获和储存大气

中碳的能力（称为“陆地碳汇”）会降低。

研究人员警告说，碳吸收的温度“峰值”

在某些植物中为 18℃，在另一些植物中为

28℃。这意味着在许多生物群落中，持续的

变暖将导致光合作用下降，而呼吸频率则呈

指数增长，从而使生态系统的平衡出现了从

碳汇到碳源的转变，加速了气候变化。

新研究分析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

生态系统中光合作用的最佳温度非常低。

结合观察到的温度范围内生态系统呼吸速

率的增加，研究发现，温度升高到 18℃以

上可能会对陆地碳汇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不抑制气候变暖以保

持或低于《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水平，地

球碳汇将不会继续抵消人类的排放并为人

类赢得时间。

地球吸收人为排放物能力30年内减半

该图描绘了地球植物减少其可以吸收的人为碳排放的温度临界点。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美国《科学》杂志 14 日报道，根据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英国气象局和其他机构联合

报告的最新评估，总体来说，地球气温比工业

化前的时代高出约 1.25℃。监测组织之一伯

克利地球公司报告称，2020 年陆地气温创下

新纪录，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96℃。

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NOAA）曾发布了北极气候年度报告——

《2020 年北极报告》。如果北极是“病人”，那

么这份报告就是对这个庞大而重要的生物群

落健康状况的全面“体检”结果：气温在上升，

冰在融化，雪在消失，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系

统正在迅速演变。报道称，北极已不是几十

年前的北极，再过几十年，它也不再是原来的

那个北极了。

目前，北极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至少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北极正在上

演一场“冰与火之歌”：北冰洋正在变暖，格陵

兰的冰盖加速融化，每年夏季整个苔原野火

肆虐……

海冰“空调”正在崩溃

科 学 家 说 ，北 极 是 全 球 气 候 的“ 领 头

羊”。地球因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而升温，北

极首先感受到了这种变暖的影响，这预示着

在更低纬度的气候区也将发生变化。

夏季融化季节结束时，北极海冰通常在 9

月达到最低值。报告中称，2020 年春季的海

冰在西伯利亚东部海域和拉普捷夫海（北冰

洋的陆缘海之一）地区更早地开始融化，创下

6月份拉普捷夫海的新低。2020年，夏季海冰

范围创了 42 年卫星记录以来的第二低，仅次

于 2012 年夏天。秋季气温降低时，海冰冻结

得也比平常晚。

科学家们说，前年又出现了创纪录的低

海冰面积，表明这一“空调”系统正在崩溃。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高级研究员沃尔

特·迈耶表示，现在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在未

来几十年内看到无冰北极的问题，而是“何

时”的问题。

野火肆虐，北极变绿

去年是北极圈野火创纪录的一个夏天。

这主要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

火灾，特别是在与拉普捷夫海接壤的萨哈共

和国。

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据，

截至 6月份，西伯利亚的野火活动已经打破了

去年的纪录，高温和丰富的干燃料在很大程

度上是罪魁祸首。

为北极大火提供燃料的大部分干燃料来

自死苔藓和土壤中积累的其他植物物质。冰

冻的温度往往会阻止这些枯死的植物在冬天

完全腐烂，当春天地面融化时，它们很快就会

干燥。空气越暖和，春天就越早，它们干燥的

速度也就越快。

此外，自上世纪 80年代初以来，卫星一直

跟踪着苔原的植被或北极的“绿色度”，这是

北极气候变化的重要信号。自 2016 年以来，

北美的“绿色度”已急剧下降，但在欧亚地区

仍高于平均水平。

报告发现，从完整的卫星记录来看，北

极总体正朝着更“绿色”的方向发展，因为

温度升高使冰冻的苔原融化，灌木和其他

植物物种在过去根本无法生根的地方开始

生长。

生态系统有点儿“反常”

气候变化也在影响北冰洋的动植物，从

食物链的最底层开始。

微小的藻类是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基

石。每年春天，当海冰融化，海洋充满阳光和

营养时，藻类开始快速生长，为北冰洋的其它

动物提供了充沛的食物。

随着北极变暖和海冰变薄，海藻的范围

越来越大且出现得更早。一些地方在秋季甚

至出现第二次暴发。美国克拉克大学北极问

题专家凯伦·弗雷表示，这是一种“相对较新”

的现象。

额外的食物对北冰洋的一些动物来说

是一种恩惠。去年的北极“体检”报告单中

称，北极的弓头鲸数量近期有所增长。科

学家们认为，这些变化可能与增加的藻类

有关。

当海冰融化时，生长在海冰上的海藻往

往会落到海底，成为贝类、海胆和海参等海

底生物的食物。但弗雷警告说，海冰融化也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些生物的“海藻美味”

减少。

此前，也有报道称，永久冻土覆盖了地球

陆地表面的 24%。在北极的一些冻土中，可

能含有古老的冰冻微生物、冰川世的巨型动

物，甚至还有被埋葬的天花受害者。随着永

冻土的融化速度越来越快，科学家们面临的

新挑战是发现和识别可能正在被“搅动”的微

生物、细菌和病毒。

2019 年 8 月，冰岛曾为奥克约尔冰川举

行了葬礼，这是冰岛第一座因气候变化而失

去的冰川。冰岛用一块铭牌来“纪念”这一不

可逆转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严重影响。这场

葬礼是仪式，更是警醒。遏制气候变化速度，

保护环境已刻不容缓。

2020年北极的“体检”报告更让科学家感

受到，过去 20 年，尤其是过去 5 年，北极变化

的速度已远远超出预期。NOAA太平洋海洋

环境实验室的海洋学家詹姆斯·奥弗兰德称：

“北极的潜在变化是我们在中纬度地区看到

的 3 倍，这将彻底改变北极的面貌，并将反馈

给地球上的其他地区。”

这些变化和影响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北极生病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我们都

要与此作斗争。

2020年“体检”报告：北极正上演“冰与火之歌”
今日视点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1月20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8日消息，美国加州

大学尔湾分校和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称，未

来的气候变化将导致热带雨林带的区域性不

均匀转移。这些变化将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

发生干旱，且威胁生物多样性和数十亿人的

粮食安全。相关研究发表在 18日的《自然·气

候变化》杂志上。

热带雨林带是一条位于赤道附近的狭窄

的强降水带。研究人员强调，并非热带的所

有地区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例如，东半球

部分的雨林带将向北移动，而西半球的雨林

带将向南移动。

根据这项研究，东非和印度洋热带雨

林带的北移将导致东南部非洲和马达加斯

加在未来面临更严峻的干旱考验。此外，

印度南部的洪水也会加剧。而东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雨林带向南蔓延将加剧中美洲的

干旱。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安东尼奥斯·玛玛拉

基斯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导致

地球热带雨林带的位置在覆盖全球近三分之

二的两个纵向区域（东西半球）朝相反的方向

（南北方向）移动，这一过程将对世界各地的

水资源供应和粮食生产产生连锁影响。”

该研究小组通过研究 27个最先进的气候

模型的计算机模拟，并测量热带雨带对温室

气体排放在本世纪末继续上升的未来情景的

反应，从而做出了这一评估。

论文合著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地

球系统科学主席詹姆斯·兰德森解释说，气

候变化导致亚洲和北大西洋上空的大气升

温幅度不同。“在亚洲，气候变化带来的气

溶胶排放减少、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以及北

部地区积雪减少，将导致大气升温的速度

比其他地区更快。”兰德森说，“亚洲雨林带

向气候温暖的北部移动，这与气候变化的

预期影响是一致的。”他还补充说，墨西哥

湾流的减弱和北大西洋的深水形成可能会

产生相反的效果，导致整个西半球的热带

雨带南移。

报道称，这项研究将系统思维的工程方

法与数据分析和气候科学相结合，揭示了全

球变暖对区域降水动态和极端情况的微妙影

响和以前未被认识到的表现。研究人员称，

下一步是将这些变化转化为对受影响地区政

策、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影响，以适

应洪水、干旱等生态系统的变化。

气候变暖或改变东西半球热带雨林区位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气候变化》杂志近日发表一项气候科学研究，

科学家利用统计学模型预测了 21世纪复杂的

“城市气候”。结果显示，在高排放的气候变

化情景下，全球城市地区到 2100 年或将升温

4℃以上，湿度也会相对降低。

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人

口的高度密集，高强度的经济活动会消耗大

量的燃料，释放出无数气体和粉尘，这些连同

其他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一起改变了该地区

原有的区域气候状况，形成一种与城市周围

不同的局部“城市气候”。而城市的升温幅

度，一般比农村或郊区更大，因为各种混凝土

和沥青表面会吸收更多热量、阻碍冷却，可以

说，城市中的众多建筑物构成了一种特殊的

“地面”。将这些变量纳入气候变化预测，对

于理解未来的“城市气候”至关重要，但对于

研究人员来说，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

统计学模型，将气候建模与数据驱动方法相

结合，以提供 21 世纪全球“城市气候”的多模

型预测。这个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地区的复杂

气候，研究团队随后将这个“城市气候模拟

器”应用于 26 个中高排放情景的全球气候模

型。这个过程能将粗略的气候模型结果转化

为城市层面的气温和相对湿度预测，从而对

气候变化和不确定性进行量化。

研究团队估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城市在

中排放情景下平均升温 1.9℃，在高排放情景

下升温 4.4℃，且气候模型之间的一致性较

好。他们还预测，城市的相对湿度会出现几

乎整体性的下降，这会让表面蒸发更高效，也

意味着城市植被等适应策略可能会有效。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结果将公之于众，希

望能帮助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预估特定城市

在整个 21世纪的变化。

全球城市地区到2100年可能升温4℃以上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张
梦然）逆转认知老化真的可能吗？据英国

《自然》杂志 20 日发表的一项神经科学研

究指出，一种能减轻炎症、增强巨噬细胞这

种免疫细胞代谢的药物可以逆转小鼠的认

知功能衰退。该研究提出了导致年龄相关

性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些关键变化，并指出

这种症状可能不是永久性的。

低度炎症是衰老的一个关键特征。因

为人体的保护机制，其实是一套严密的免

疫防御系统，入侵细菌会立时引起人体炎

症反应，白细胞和大量“防御斗士”对病原

体展开攻击。防御的一方通常会胜利，理

论上讲，“刺激”消除后，炎症反应也会逐渐

消失，组织回到正常状态。但在某些特定

情况下，炎症依然会持续，这种低度炎症不

像通常的炎症一样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存

在，其更像人体内未被完全熄灭的“火苗”。

机体通过炎症反应抵抗了病原体的过

程，可以说保障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存，但

同时，科学家发现这种炎症也会缩短生

命。现在，低度炎症已被认为会促进许多

年龄相关性症状，如认知衰退、神经变性、

动脉粥样硬化。不过一直以来，引起和维

持这些变化的机制尚不能明确。

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家

卡特林·安德里森及其同事提出了巨噬细

胞的一个可能作用。衰老小鼠的巨噬细胞

比年轻小鼠的代谢率低，并拥有大量名为

前列腺素 E2（PGE2）的促炎性分子。研究

人员的分析表明，用抑制 PGE2 信号通路

的药物处理小鼠时，细胞代谢能恢复到年

轻水平，炎症也会减轻。

此 外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抑 制 小 鼠 的

PGE2 信号通路还能逆转空间记忆测试

中的与年龄相关的记忆减退，恢复对于

学习和记忆非常重要的海马脑区功能和

可塑性。

在论文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德国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科学家乔纳斯·耐赫表

示，这一研究结果可以表明，年龄相关性认

知衰退不一定是一种静态或永久的症状，抑

制PGE2信号通路可以逆转认知老化。

生存是一场恒久的战争。有的厮杀我

们看得见，有的搏斗虽然肉眼看不见，却依

然血雨腥风——在人们体内，细菌、病毒、

寄生虫和人体免疫系统的战斗即如此。很

庆幸，我们的免疫系统大多时候都是得胜

方，不过，这些斗争却给机体隐隐埋下了衰

老的种子。人类想要真正逆转衰老，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但如果

通过了解这种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认知和神经系统的老化，亦不失为医疗史

上里程碑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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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白宫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白宫宣布设

立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这是美国政府

为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统筹

政府与私营部门协作的又一举措。

过去 4年，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美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认识到人工

智能对国家未来经济和安全的战略重要性

后，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首个国家人工智

能战略，承诺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投资翻

一番，建立了美国首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

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监管指南，成立了

新的人工智能国际联盟，并制定了联邦人工

智能使用指南。

在此基础上，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

室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该办公

室负责监督和实施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并将协调和加强联邦政府各机构、私营部门、

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人工智能研究和

政策制定方面的合作。

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根据最近通过

的《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法案》成立。该

法案确定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五大关键

努力方向：包括增加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投

资、利用联邦人工智能计算和数据资源、指定

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专

门人才、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

另据报道，该办公室由白宫首席技术官

迈克尔·克拉齐奥斯领导，他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将成为联邦政府未

来很多年人工智能工作的组成部分，作为整

个美国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

和政策的中心枢纽。”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审视

整体战略，加大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以保

持其主动性。

据白宫网站报道，白宫和国家科学基金

会在 2020 年宣布成立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

所已被编入法律，这些研究和教育机构将专

注于一系列人工智能研发领域，如机器学

习 、合 成 制 造 、精 准 农 业 和 极 端 天 气 预 报

等。此外，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未来产业

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

投资翻番。

美设立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
统筹政府与私营部门协作 以确保领先地位

北极海冰不
仅是北极熊和海
象 的 重 要 栖 息
地，而且是地球

“空调”系统的关
键部分，它将太
阳的能量反射回
太空，并保持北
极周围的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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