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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伦敦 7月 11 日电 （记者刘海
英）最近英国科学家通过对 9300 万年前化学

风化作用的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增多造成

全球气候变暖后，随着碳排放的减少，在化学

风化作用下，气候会逐渐开始变冷并恢复到原

来的水平，这一时间远比科学家们原来预想的

要短，但也需要 30万年之久。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会溶解在雨水中，与岩

石中的某些化学成分发生反应，进而改变岩石

的物理状态和化学成分，这一过程称为化学风

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大气中的碳会回流

到海洋，而其中一大部分会被一些海洋生物

“捕获”，重新融入到地表和生物圈中。

在 9300 万年前的白垩纪，地球的某一区

域（马达加斯加、所罗门群岛或加勒比海三个

地区之一）经历了一段长达万年的大规模火

山喷发，期间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高达 100亿吨，使得地球气候急剧变暖。这一

事件被称作“第二次海洋缺氧事件”。这一时

期，地球赤道附近的海水温度上升了 3 摄氏

度，使得近 53%的海洋物种灭绝。

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对英国南部比奇角

等地的岩石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海相灰岩中

的锂同位素（这种同位素只能来自于风化作用，

且不会被生物有机体改变）等手段对 9300万年

前的化学风化作用进行记录。研究人员发现，

在“第二次海洋缺氧事件”后，地表岩石的化学

风化作用明显增强，通过这一过程地表和海洋

固化的二氧化碳也逐渐增多，从而使地球气候

逐渐变冷，并在 30 万年内回复到了原来的水

平。这一时间比科学家原来所设想的要短了

四倍。

“如果人类明天消失了，地球会是什么样

子？你可以想象一下 9300万年前的情形。”牛

津大学的飞利浦·博格·冯·斯特兰德曼博士

说，“那时的火山喷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到大气中，和今天很相像，所以我们可以想

象，在人类停止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之后，

全球气候就会开始变冷。但坏消息是，这一

过程可能需要 30万年。”

博格·冯·斯特兰德曼博士指出，风化作用

给海洋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使得浅海区域的

一些海洋物种爆发式增长；但也导致深海氧气

流失，使得超过半数的海洋物种消失，某些区

域成为“死亡区域。“这一场景是今天我们所有

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他说，“幸好新研究表明，

地球气候回复的速度比我们原来预想的快了

四倍，虽然也要 30 万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如

果我们不想这一场景重现，那么今天就需要作

出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化学风化作用能为变暖地球降温
英科学家认为气候复原时间比原设想缩短四倍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一份最新研究报

告说，燃煤取暖导致中国北方近 5 亿居民人

均预期寿命比南方人减少约 5年半。这一研

究成果随即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中国环保

部有官员就此回应说，由于缺乏大量样本，该

研究所得结论不可信。

燃煤导致空气污染影响民众健康，这是

人尽皆知的事实。至于影响预期寿命几何，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另外，所谓减寿几年是否意味着人群集体损

失几年的预期寿命呢？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

相关领域的一些专家。

结论被误读

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后都惊呼，身为

北方人这不就活生生地损失了 5年半的寿命

吗？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清洁

空气中心副主任朱怡芳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指出，这项研究的结论是针对整个中国北方

人群而进行的大人群、大样本研究，而并非

针对单个个体。类似“一个北方人比住在南

方的其兄弟姐妹寿命短”这样的结论是得不

出来的。

朱怡芳介绍说，人均寿命是受到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的，不会只受某一个因素的独立

影响，而空气污染只是影响预期寿命的一个

因素。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有显著影响，这

是不容置疑的。但如何量化评估这种影响是

需从科学角度解决的问题。而上述研究得出

的结论是把其他所有因素全部剔除，只考虑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这一个因素影响下的减

寿数值。

事 实 上 ，根 据《2010 全 球 疾 病 负 担 研

究》，在中国，导致民众减寿的原因中排在第

一名的是饮食结构不合理，第二是高血压，第

三是吸烟，第四是大气污染。

正好5年半？

研究人员是通过分析中国北方 90 个城

市 1981 年到 2000 年空气质量数据以及 1991

年到 2000年的死亡数据后得出结论的。

朱怡芳说，任何研究都有局限性。这

项研究没有使用最新数据，因此会对空气

污 染 导 致 寿 命 减 少 的 具 体 数 值 造 成 影

响 。 例 如 ，如 果 取 样 数 据 有 变 化 ，可 能 得

出的统计分析结果是寿命减少 4.5 年或者

其他数字。

但朱怡芳强调，不管具体的数字是几年，

这项研究的整体结果是符合现有全球范围内

空气污染与健康关系结论的，“数据的局限性

不太可能影响研究整体结论”。

换句话说，人们不应过度解读“5 年半”

这个具体数字，而应关注空气污染对身体健

康的影响。

不少科研人员认为，这一研究之所以受

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主要由于这是首

次使用源自中国的数据，以量化中国空气污

染的健康成本。朱怡芳说，结果很震惊，但研

究的确也存在一些局限。

纠结的不应是取暖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研究报告提

到，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居民减寿的南北差异，

主要是由于北方冬季燃煤供暖造成的。因此

北方人纠结，冬季取暖原来还有这么大代

价？！

其实，冬季供暖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燃

烧的是什么？中国北方多年来依赖燃煤取

暖。如何尽快采用其他新型能源，并切实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才是人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这项研究中提到的空气污

染物“总悬浮颗粒物（TSP）”，难道都是由燃

煤“贡献”的吗？

研究中提到，中国北方地区（淮河、秦

岭以北）的总悬浮颗粒物水平为 184 微克

每立方米，比南方地区高约 55％。朱怡芳

对此解释说，这项研究中采用的污染物指

标还是以前相对老旧的“总悬浮颗粒物”，

即包括所有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如风吹

起的灰尘等，并不完全体现为燃煤产生的

颗粒物。

朱怡芳说，目前对空气污染物的研究主

要针对更微小的颗粒物，直径不超过 2.5 微

米、可以渗透到肺部的细颗粒物 PM2.5 值更

能反映燃烧、燃煤和汽车尾气等污染源对大

气中污染物的“贡献”。PM2.5对公众健康的

影响可能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出来，而如果采

用 PM2.5的相关数据可能研究结论会更有说

服力。

“燃煤取暖减寿5年半”？
——一个被误读的结论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科技日报华盛顿 7月 10 日电 （记者田
学科）中美两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同

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加强气

候变化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

各国有利，有助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多边进程。在今天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上，中美两国代表已经达成共识，将进

一步加强务实合作，联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挑战。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美气候变化工作

组中方组长解振华介绍，在今天举行的中美气

候变化小范围会议上，双方各自介绍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并展开了讨论。“下一步

将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气候变化合作

的共识，推动多边进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做出应有的贡献。”解振华认为这是加强两国

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解振华说，双方在对话中介绍了中美气

候变化工作组计划，并提出关于中美加强五

个领域合作的建议，得到了两国特别代表的

批准。这些合作领域分别是载重汽车和汽

车的减排、建筑节能、工业效能和减排、智能

电网，以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统计

监测和考核体系等。

“下一步是进一步加强这五个领域的务

实合作。”解振华说，双方还商定在提高其他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上开展合作，

并加强政策沟通和对话，共同推动应对气候

变化的多边进程。“双方商定，争取在 2015 年

推动多边进程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希望落实

去年多哈会议及以前达成的协议和承诺，并

采取积极行动。这是两国气候变化工作组的

一个共同目标。”

解 振 华 介 绍 说 ，2015 年 新 协 议 的 理 想

结 果 是 能 够 遵 循 公 约 的 基 本 原 则 ，体 现 共

同 责 任 ，根 据 各 国 发 展 阶 段 、发 展 水 平 和

能 力 ，找 到 一 个 大 家 都 能 接 受 的 公 平 合 理

协议。

解振华指出，中美两国都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减排目标，并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潜力

大，而且市场前景好。两国加强务实合作不仅

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非

常有益。

中美将加强务实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7 月 8 日

报道，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公布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海洋酸化可能造成的影

响类似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灭绝。该研究成果

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

线版上。

以往的研究发现，海洋酸化不仅可以降低

个别物种，而且还会使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退

化。这导致在均质海洋群落中，由更少的植物

和动物控制。

该论文主要作者、这所大学海洋实验室博

士后研究员克里斯蒂·克勒克尔说：“在这个背

景下，由海洋酸化所造成的低级应力可能会导

致生态系统的整个转变，结果将由草皮藻类植

物主导一切。”

克勒克尔说：“在大多数生态系统中，有

许多五颜六色不同的植物和动物斑块，例如

藻 类 的、海 绵 的 和 海 葵 的 。 而 随 着 海 洋 酸

化，会失去这些斑块。我们叫它功能多样性

的损失。”

在意大利一座 14 世纪的阿拉贡城堡周边

的海岸，火山口自然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泡，

在海洋动物和植物群落建立不同级别的酸度

水平。这些酸性梯度令科学家窥见越来越多

酸性海水的未来是怎样的标志，以及在这些环

境下生物和植物可能的反应。

研究人员选取了三个暗礁区，分别是酸度

低、高和极高，代表不同时间世界海洋的状况，

即目前、2100年和 2500年。然后，他们将那里

岩石上的动物和植被去掉。三年中每隔几个

月，克勒克尔便潜入水下研究地块，拍摄和观

看每个区域是如何恢复的。

通过考察不同区域之间如何恢复，研究发

现酸性地块物种的数量和种类减少。在非酸

性的地块，许多不同的植物和动物，包括草坪

藻类会大量繁殖和成长，然后钙质物种如海胆

和蜗牛会以它们为食。然而，在高和极高的酸

性地块，肥厚的草皮藻类稳步增长并超越区

域，海胆和其它食草动物要么不存在或根本没

有吃这些区域中的藻类。

钙质食草动物在维持海洋生态系统中的

平衡发挥关键作用，它们也被认为是海洋酸化

最脆弱的物种。

克勒克尔说：“研究显示，如果这些食草动

物的角色随着海洋酸化而变化，就可能会希望

看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层叠效应。如果该模式

适用于其他钙质食草动物，这也蕴含着对其他

生态系统的影响。” （华凌）

海洋酸化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7 月 10

日报道，印度科学家在今天出版的《自然》杂志

网络版上撰文表示，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实验鼠

的胚胎干细胞转化成了内耳的关键结构。最

新发现有望让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内耳的发

育过程，并构建出新的疾病模型，为听力损失

和平衡失调找到新的药物和疗法。

由印度大学医学院的耳鼻喉专家额瑞·
哈森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报告称，他们使用

三维细胞培养方法，诱导实验鼠的干细胞发

育成了内耳的感觉上皮，其中包含毛细胞、支

持细胞和神经元，这些细胞能探测声音、头部

运动以及重力。

以前，曾有科学家尝试在标准的细胞培养

系统内“种植”内耳毛细胞，但收效甚微。部分

原因在于，平面细胞培养皿中缺乏发育毛束

（感觉毛细胞的标志，也是探测听觉信号非常

关键的结构）的关键线索。哈森的研究团队发

现，要想培育取得成功，细胞需要被悬浮在一

个特制的三维培养介质中，在整个发育初期，

其提供的环境更像身体内的环境。

该研究团队使用几个小分子模拟了早期

发育过程，这些小分子可以促进干细胞分化

成内耳的前体细胞。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印

度大学医学院医学神经科学的研究生卡尔·
柯霍勒表示：“这种三维培养方式使细胞能使

用胚胎发育中的复杂力学线索自我组装成复

杂组织。”

哈森说：“一旦干细胞被诱导变成内耳

前 体 细 胞 ，并 被 采 用 三 维 培 养 方 式 进 行 培

养，这些细胞好像不仅知道如何变成内耳中

不同类型的细胞，也知道如何自我组织成与

原生内耳极其类似的模式。我们最初的目

的是在培养皿中制造内耳细胞，但当我们进

行测试时，我们在培养皿中发现了数千个毛

细胞。”

电生理测试进一步证明，干细胞制造出的

这些毛细胞能起作用，也能感觉重力和运动。

另外，得到的神经元与体内原生的神经元类

似，也同毛细胞连接在一起。

科学家们表示，尽管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以确定与听觉有关的内耳细胞如何发育，同

时厘清如何应用这一过程来培育人类的内耳

细胞。但最新研究确实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

解内耳的发育过程，以及为治疗内耳症的新药

研发或细胞疗法创建模型。 （刘霞）

印度用老鼠干细胞培育出内耳
为内耳症的新疗法创建模型

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持续喷发
这张墨西哥海军秘书处提供的照片显示，7月10日，位于墨西哥普埃布拉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出火山灰和蒸气。
世界著名活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近来活动频繁，墨国家灾害预防中心已将警报级别提升至三级黄色预警。

新华社/墨西哥海军秘书处

欧盟投资220亿欧元
研发产业技术

新华社布鲁塞尔 7月 10日电 （记

者姜岩）欧盟委员会 10 日公布一项总额

高达 220 亿欧元的科技创新计划，以加

大产业技术研发力度，提高欧盟的产业

竞争力。

该计划名为“联合技术计划”，实施

时间为 2014 年至 2020 年，与欧盟“地平

线 2020”科研规划时间相同，后者将资

助前者 80 亿欧元。此外，欧盟产业界和

各成员国将分别为该计划提供 100 亿欧

元和 40亿欧元经费。

欧委会主席巴罗佐 10 日指出，欧盟

必须在全球战略技术领域保持领先，这

一计划有利于促进欧盟经济增长和增加

就业。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与创新的委

员梅尔·盖根－奎因 10 日说，这一计划

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还将提高生活质

量。她强调，没有创新思路，欧盟就不能

很快战胜危机，甚至没有强大的竞争力，

吸引不了投资。

该计划将重点研发新型抗生素等创

新型医药技术、低排放航空器、生物能源

技术、燃料电池特别是氢燃料电池、先进

的电子元器件和系统技术等。

城市尾气排放
增加肺癌和心衰风险
新华社伦敦 7月 10日电 （记者刘

石磊）欧洲的两项新研究发现，主要由交

通尾气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即使程度很

低，也会增加居民患肺癌和心衰的风险。

新一期英国《柳叶刀肿瘤》杂志 10

日刊登的一项新发现显示，丹麦癌症协

会研究中心等机构归纳分析了与“城市

空气污染对民众健康影响”相关的 17 项

研究的资料，这些研究涵盖欧洲 9 个国

家，参与人口超过 31 万，在平均 13 年的

跟踪研究期间，有 2095 名被研究者患上

肺癌。新研究重点考察了氮氧化物、可

吸入颗粒物 PM2.5 和 PM10 对民众健康

的长期影响。

研究发现，如果每立方米空气中

PM2.5 含量增加 5 微克，人们患肺癌的

风险会升高 18％。PM10含量增加 10微

克，肺癌风险升高 22％。不过此次研究

未发现氮氧化物与肺癌风险之间的直接

关系。

另一项研究则考察了城市空气污染

与人们心衰风险的关系。英国爱丁堡大

学研究人员对欧洲12个国家的相关资料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柴油废气中的微粒对

心衰风险的影响最大，其含有的一氧化碳

即使只增加十亿分之一，也会导致某些人

群因心力衰竭入院或死亡的风险升高

3％。如果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含量

增加十亿分之一，这一风险则升高 2％。

研究人员说，这些研究证明，即使空

气污染物含量稍微增加，也会明显增加

民众的健康风险，因此对于污染防控应

该做到污染程度“越低越好”。

17种肠道细菌
能防炎症

新华社东京 7月 11日电 （记者蓝
建中）人体肠道内充满细菌，其中的有

益细菌有助食物消化。日本研究人员

的一项新发现显示，肠道内还有 17种细

菌能帮助人体调节失衡的免疫功能，防

止出现炎症。

东京大学教授服部正平等领导的

研究小组对调节体内免疫反应的“调节

T 细胞”进行了研究。该小组在新一期

英国学术期刊《自然》上报告说，“调节 T

细胞”属免疫细胞中的淋巴细胞，为研

究能增加“调节 T 细胞”的细菌，他们反

复向在无菌状态下饲养的实验鼠体内

注入健康人的肠道物质，最终发现 17种

能调节免疫反应的细菌。

据介绍，这些细菌都属于能形成芽

孢、厌氧生长的革兰氏阳性大杆菌。研

究人员将这些细菌注入实验鼠体内后，

实验鼠的腹泻和肠炎都痊愈了。

研究小组还发现，在与免疫功能失衡

相关的溃疡性大肠炎患者的肠道内，上述

细菌多数都减少了。研究小组认为，通过

投放细菌，有可能治愈上述疾病。

目前，一些国家的医疗机构正尝试

向肠炎和相关感染患者体内注入健康

人的肠道物质，以重新实现肠内细菌平

衡，但这种治疗会同时注入没有治疗意

义的细菌。有业界专家评论指出，如果

这个研究小组的实验能确定可治疗肠

炎的细菌种类，将有助开发出安全且有

效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