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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印度新德里一名少年从小就是一个文具迷，他 10

多年来共收集了 14000多支铅笔，其中包括两支英国女王用过的铅笔。

据报道，现年 15岁的印度男孩拉坎帕 4岁就开始收藏铅笔，他有全

球 40个国家的形状大小不同的铅笔，总数为 14000多支。他认为，世界

上应该没有人的铅笔会比他多。

他还收藏了两支英国女王用过的铅笔，并把它们放在一个华丽的

盒子里。拉坎帕说，他的父母花了大约 400 英镑(约合 4000 元人民币)，

买这些铅笔给他。

印度男孩

收藏40个国家的

14000多支铅笔

1月 7日，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首只宝宝“圆仔”正式

和公众见面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大批游客来到台北市动物园排队参

观，熊猫一家的人气很是“火爆”。图为市民在台北市动物园观看、拍摄

大熊猫“圆仔”。

6 日“圆仔”正式见客，圆仔现场好动的爬上爬下、活力十足，但是

二十分钟后就累倒睡在树上，模样依旧萌翻。动物园特别提醒游客参

观时不要使用闪光灯，也不要大声尖叫，并且要记得持续移动，以维持

参观质量。

目前“圆仔”体重已达到 14.2 公斤，已经学会用嘴叼东西。据悉，

“圆仔”睡眠的时间约占一天的 70％，每日上午的 9时到 11时、下午的 4

时到 5时，将有机会看到“圆仔”活动。

大熊猫“圆仔”

一家人气火爆

台北市民排队参观

美国波士顿的 Spike Aerospace公司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款超音速私

人商务喷气机，名为“S-512”，最大速度可达到 1.6马赫，即每小时 1100

英里（约合每小时 1770 公里），从纽约飞往伦敦只需短短的 3 个小时。

设计 S-512 的工程师曾经效力于空客、湾流和庞巴迪等航空巨头。他

们用了两年时间设计这款豪华的超音速商务机，从纽约飞往伦敦只需

要短短 3个小时。S-512超音速商务机的造价在 6000万美元到 8000万

美元之间。

据了解，在设计上，S-512能够搭载 12到 18名乘客，预计于 2018年

12月首飞。

尽管超音速飞机在工程学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由于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禁止超音速飞行，乘坐 S-512 从洛杉矶飞往纽约的愿望

不可能在近期内成为现实。

私人超音速飞机

2018年首飞

时速1770公里

1月 7日，一位参展商在植物大战僵尸授权商品展台等待顾客。

1月 6日至 8日，第 12届香港国际授权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这

个亚洲最大型的授权业展览吸引了来自 19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余家参

展商，展出超过 700个品牌和授权项目。 （新华社）

香港国际

授权展举行

南极洲，地处高纬，是全球日照最少、最为

寒冷的一个地区。

自从人类踏足此地，人们就靠自身能力为

己取暖。但当挑战极其严峻、一己之力已难于

抵御时，“抱团取暖”就成为人类在这片大洲新

的希望。

冰洋变幻莫测，但人们心中坚守的责任，却

点燃希望之火，融汇成暖流涌动在极寒之地。

数天来，极地内外的人们，就看到这样守望

相助的一幕幕。当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

科考船深陷浮冰区而万般无奈时，驰援的中国

“雪龙”号面临极大风险勇往直前。天有不测风

云，“雪龙”号在完成营救任务后，很快被快速流

动的密集浮冰所困。

世界听到“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船长见到

“雪龙”号人员激动的话语：“感谢你们……你们

的船以最快速度、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一个个数字诠释了这种感动：没有一点迟

疑，“雪龙”号连续 50小时全速航行 600海里，冒

着恶劣天气、面对随时可见的危险和浮冰驶向

事发地，距离“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仅 6 海里，俄

罗斯船上 52 名乘客转危为安，被直升机转移到

了澳大利亚破冰船。

这本是一次皆大欢喜的胜利大营救，但南极

独特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再次给中国人抛出新的

“安危挑战”。然而，即使是考验严峻，“雪龙”号

也无丝毫迟疑——生死救援，没有“倒档”。

进退之间，“雪龙”号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它

生动展示了中国在国际道义上不变的责任意

识。自身受困而无悔救援，在极地内外的凛冽

中，“雪龙”号向世界传递了浓厚的正能量，为人

类南极合作增加了人道主义新的风景线。

中国极地营救，是人类守望相助、发扬《南

极条约》精神国际接力中的最新一棒。

南极的战略意义使它一直都是大国关注和

角逐的目标。尽管如此，各国考察队和机构在

这片大洲遇险时，经常会互施援手，共渡难关。

人们记得，2002年 6月，一艘载有 79名俄罗

斯科学考察队员的德国轮船因在南极大陆附近

被冰封的海面困住而无法脱身，阿根廷海军派

出的破冰船和南非救援船经过 40 多天多次救

援，终于使其冲出重围，人员得救。

人们还记得，2003年 12月,南极乔治王岛因

天气突变,韩国考察队先后有两艘小艇共 8人遭

遇暴风雪袭击遇险，中国、智利、俄罗斯等多国

考察站、考察舰船、飞机联合进行了一次陆、海、

空联合大搜救，成功救起多人。

就在三年多前，中国第 26 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一队员身负重伤，情况万分危急，由于中山站

医疗设施正在建设，伤员被转运到俄罗斯进步

站救治。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将这一情

况向澳大利亚南极局、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和

南极局局长理事会秘书处进行了通报，得到热

情回应。直升机、小飞机、客机辗转于俄罗斯、

澳大利亚考察站和港口间，转运伤员。万里救

治，重伤队员终于回国，转危为安。

此次救援期间，在俄罗斯考察船发出求救

信号后，附近的中国、澳大利亚、法国考察船纷

纷开赴出事地点。在“雪龙”号受阻后，美国的

“北极星”号重型破冰船也从澳大利亚起航赶赴

事发地，美、澳等国机构还为中方提供卫星气象

观测数据支持。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墨尔本、

巴黎，很多人昼夜奋战。全球民众血脉相通、心

意相系，涌动着爱心和祝福。救援，把空间拉

近，让时差“归零”……

中国等国家的极地救援，远远超过科学考

察的层面，它实际上为纷争不息、复杂变化的世

界带来更为深邃的启迪。

在南极科考历史上，很少发生一人有难、他

人袖手旁观的事情。感动、欢呼、拥抱、泪别、憧

憬……在南极，人们能看到最自然的情感流

露。各国考察站间人来人往，鲜有争吵。举行

乒乓球赛、到“邻居”家做客展厨艺，甚至关键时

刻“雪中送炭”，成为一种常态。有些数十年前

险些兵戎相见、甚至至今仍互不买账的国家，在

南极互助救援等问题上却能表现团结。在这

里，人们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远方家园”。

《南极条约》曾鲜明而响亮地宣布南极为“和

平之地”。多年来，各国赴南极的科考队，努力践

行和平之举。南极国际协作，一次次得到淬炼和

升华。面对共同的未知和挑战，国际社会紧密合

作，共同撑起了一片期待中的精神家园。

中国南极科考，成绩斐然；中国极地救援，

更引来世界钦佩的目光。它表明，伴随着发展，

中国不断向世界注入积极的“暖流”。多年来，

从非洲维和到跨国灾难救援，从亚丁湾护航到

广泛参与国际扶贫，中国在以自己的行动，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肩负一个大国的重要责任。

“雪龙”号虽仍然被困，但绝不孤单。来自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关爱正为它守望，中国多年

为他人患难相助的行动正收获帮助，破冰远航

正加入巨大的信心和动力！

极地冰洋奔涌“责任”暖流
文·新华社记者 杨 骏

第四次报告预测气温最多上升 6.4摄氏度，

但此次预测为 4.8 摄氏度。对此，吴绍洪解释

道：“其原因在于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不确

定性变小。并不是全球变暖趋势已经停止。”

“从历史的数据来看，温度并不是呈直线一

直上升的，而是若干年上升，若干年平稳或下降

的波动中，但总体看是上升的。”吴绍洪表示，得

出结论称全球变暖趋势“毋庸置疑”，这也是大

多数科学家认可接受的结论。

1880 年到 2012 年，全球平均地上气温上升

了 0.65—1.06摄氏度，最近 30年，每 10年的温度

都高于 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个 10年。

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

可能性“几乎确定”。与之前的“可能”、上次的

“很可能”相比，其确定程度进一步增加。“IPCC

按照发生概率区分使用了对可能性的表述。”吴

绍洪解释，“可能”的发生概率在 60％以上，“很

可能”在 90％以上，“几乎确定”在 99％以上。

报告在分析引发全球变暖的因素时，汇总

了包含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等人为因素，和太

阳活动及火山等自然因素在内的模拟结果。结

果与气温上升的观测结果基本一致。吴绍洪

说，“在同样的模拟中，如果排除人为因素，结果

就与观测到的事实有相当的差异。”

虽然全球持续变暖，但另一方面，最近 15年

观测到，气温上升趋势却有所减慢。

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1971年至2010年间海

洋变暖所吸收热量占地球气候系统热能储量的

90%以上，几乎确定的是，海洋上层（0至700米）已

经变暖。与此同时，1979年至 2012年，北极海冰

面积以每10年3.5%至4.1%的速度减少；自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地区多年冻土层的温度已

升高，升温速度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数据说明，气候变暖的事实更为确凿。

数据
全球变暖趋势“毋庸置疑”

英国《自然》杂志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线刊

登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最新气候变化预测模型

显示，如果人类不立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

2100 年，地球可能至少升温 4 摄氏度，超出之前

预计的 2摄氏度升温“红线”。

“最近三个十年中的每个十年均比 1850 年

以来的之前任何一个十年都暖。”2013 年 9 月 27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

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 2013：自然物理基础》及

决策者摘要，一经发布，立即吸引了全世界关注

的目光。和报告中描述的逐渐攀升的气温一

样，气候变暖的话题再次火热。

4 摄氏度的温度攀升会到来吗？又会带来

怎样的生态变化？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

科院地理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吴绍洪。

温度升高4℃
地球将会如何？

在过去 10 年，全球二氧化碳的大气浓度直

逼 400ppm，它正以每年 2ppm 的速度增加；自从

工业革命以来的 200多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

升高了大约一度，如何给地球降温？

据吴绍洪介绍，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

国科学家都在参与“地球工程”的探索。1991

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近 2000万吨二氧

化硫进入了大气平流层，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

的结果—这些微粒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在半

年内，全球的平均温度降低了 0.5℃。

或许这个由一场灾难却给了科学家灵感：

全球气温正在一发不可收拾地升高，如果节能

减排的效果过于缓慢，为什么不尝试人为地给

地球降温？

由此，地球工程的各种可能性手法从科学

家的脑海中迸发。这些奇思妙想如，向平流层

中释放微粒，反射阳光；用植物或化学的方法吸

收多余的二氧化碳；把二氧化碳封锁住地球的

岩层中等等,要给地球迅速降温，被视作全球变

暖“始作俑者”的二氧化碳一直是科学家们想方

设法从大气中移除的对象。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地 球 物 理 学 家 克 劳

斯·拉克纳曾提出“人造树”的设想。“人造树”

所用的材料是一种碱性树脂，当其接触到酸

性的二氧化碳时会发生反应，它们吸收二氧

化碳的能力胜过真正的树木。也有科学家提

议给海洋“施铁肥”，让浮游植物迅速繁殖，尽

可 能 多 地 吸 收 二 氧 化 碳 。 当 这 些 浮 游 生 物

“寿终正寝”时，它们也将带着吸收的二氧化

碳沉入海底。

“但这所有的想法，尚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因为诸多方式是否会对环境形成二次污染，或

是存在隐患还没有定论。”吴绍洪强调，给地球

“降温”还需要进一步科学的评估。

对策
给地球人工“退烧”，还需科学评估风险

温度上升 4 摄氏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哪些

影响？吴绍洪说：“从评估结果看，在全球范围

内的影响会有地域差异，随着气候变暖，高温热

浪将变得更加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有的地

方会有更多的暴雨，有的地方则会更加干旱。

这说明，在未来极端性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概

率可能将进一步增加，而人类则需要更多的应

对措施来避免自己受到不利的影响。”

报告提示，需要注意的是，热量蓄积在海水

中的可能性。在抵达地球的太阳热中，有 90％

以上被海洋吸收。1971 年以后，水深 700 米以

上的浅层海水水温趋于上升的情况“基本确

定”。而此次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即 3000米以下

深层海水水温趋于上升的情况“基本确定”。对

此，报告还公布了将来气温上升及海平面的相

关预测：以 1986 年到 2005 年为标准，2016 年到

2035 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很有可能上升 0.3 到 0.7

摄氏度，2081 年到 2100 年很有可能上升 0.3 到

4.8摄氏度。

报告指出，大雨发生频率增加“在中纬度与

热带湿润地区，可能性非常高”。可能出现梅雨

季节暴雨频率增加等影响。关于大潮发生频率

也从上次的“高”变为“非常高”。洪水和暴风雨

对沿岸地区产生影响的危险度在提高。

影响
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概率将增加

IPCC 对气候变化事实和趋势的最新评估

结论显示，人类活动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导致 20

世纪中叶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这一认识

得益于对气候系统更好的认识，人类对气候变

暖的归因认识更加深刻，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证

据更强”吴绍洪说。

报告中显示，和过去相比，人为辐射强迫更

强。这表示，总辐射强迫是正值，并导致了气候

系统的能量净吸收。自 1750年以来辐射强迫的

最大贡献者来自大气 CO2浓度的增加。2011年

与 1750 年相比，人为总有效辐射强迫估计值为

每平方米 2.29 瓦，2011 年人为总有效辐射强迫

估计值比 2005年高 43%。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国巴黎

第六大学等机构的研究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

低空云层可以反射部分阳光，缓解太阳直射造

成的地球升温，而低空云量的减少则会增加地

球的气候敏感度。但在此前的气候变化预测研

究中，低空云层的作用一直不明确。研究人员

在最新的预测气候变化计算机模型中完善了低

空云层的“角色”，结果发现，地球升温会使低空

云量减少，从而又反过来加剧全球变暖。

根据这一模型预测，如果对温室气体不加

干预，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至少将比工业

化前水平翻一番，这将导致本世纪末地球升温 4

摄氏度以上。

对此，吴绍洪解释道，“升温 4摄氏度的情景

是在不进行减排的前提下的一种可能性，但我

们并不需要因此盲目恐慌。”

领导这项研究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史蒂

文·舍伍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流研究认

为，2 摄氏度对人类来说是地球升温的“警戒

线”，而升温 4 摄氏度将会是“灾难性的”。他还

指出，虽然所有气候变化预测模型都不会十分

完美，但这一最新研究至少说明，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确势在必行。

预测
不干预CO2含量将比工业化前翻倍

■第二看台

文·本报记者 贾 婧

《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到 2100 年
地球升温幅度将超出预计的“红线”。专家表示，升温 4
摄氏度，是在人类不减排温室气体前提下的一种可能
性，但我们并不需要因此盲目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