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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谜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延伸阅读

今冬，不仅全国许多地方在“速冻”，北美、欧洲的局

部地区也进入极冷模式。但就在１个多月前，全球领导

人和科学家还在法国巴黎谈气候变化。这种切肤之冷

正在对冲人们这些年刚刚有所认识的全球变暖理论。

虽然一些学说抛出地球即将进入“迷你冰期”等

概念，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与这些年

多地出现的极端天气和灾害天气相关联。寒风、冰雪

与星球变热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变暖”更易有“极冷”
世界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司长、气象专家

汤绪从大气物理的角度对全球变暖趋势和局部极冷

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这需要提到两个概念。一个

是极地漩涡，一个是高空急流。

极地漩涡是一种持续并大规模存在的寒冷气旋，

介于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中部。地球南北两极的地

磁将来自宇宙的冷气阻挡在地球之外，但也同时使南

北两个地极上空形成极地漩涡。汤绪说，原先始终存

在于两极的极地漩涡相对稳定，呈大块出现，但全球

变暖之后，由原有的稳定转趋活跃，有可能出现小涡

旋，北极极地漩涡产生的小涡旋往南偏移，就会造成

某一个区域被“速冻”。

高空急流是东西走向围绕地球的强而窄的高速气

流带，存在于对流层顶和平流层。高空急流受北极和

中纬度地区之间的温差推动，由西向东环流，温差越大

速度越快，气流路径会越趋于直线，相反温差越小气流

速度会越慢，路线则会呈现波浪形。北极一旦升温，会

使北极和中纬度地区的温差减小，高空急流的波浪就

会变大，振幅两端波及的区域就容易出现极端天气。

汤绪说，极地漩涡和高空急流的变化都表明了大

气更不稳定，原来存在于某一个地区、相对稳定、保持

规律的状态被打破，从而使原本有规律的季节性天气

出现异常。

厄尔尼诺在搅局
不过，在全球变暖的同时，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剧

也是近些年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出现的主要动因之一。

2015 年，地球上发生了历史上非常显著的超强

厄尔尼诺，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厄尔

尼诺现象持续发展。汤绪说，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本轮

极端天气频现，特别是去年底集中出现在北美、南美

和英国的暴雨和洪灾。

例如，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东部地区出现异

常暖冬，一些地区的气温竟然高达 20多摄氏度，连樱

花也提前开放。而在美国南部、西南部和中部，暴雨、

龙卷风、洪灾接替上演。加拿大蒙特利尔去年12月25

日最高达到16摄氏度，而3天后气温降至零下10摄氏

度。而在去年12月的南美洲，一边是乌拉圭、巴拉圭、

阿根廷、巴西多地发生特大暴雨和洪涝，一边是巴西局

部地区发生严重干旱。汤绪说，海洋和大气正在相互

作用，超强厄尔尼诺今后还会增加极端天气的出现。

今年恐怕会更热
准确地说，过去几年经常出现的速冻模式只属于

气象事件，而全球变暖讨论的是气候问题。气象事件

通常具有局部特征和地域特征，而气候变化关注的是

全球范围，是整体情况。气候是一段时间的气象表现

和趋势，用某一个气象事件来反证气候趋势不合科

学。好比是，无法用某一个浪头的高低来评估潮汐变

化一样。当然，气象事件也是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参

数。所以，寒潮和全球变暖说之间并不矛盾，前者不

足以推翻后者，后者也无法排除前者的出现。

简单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气状况能够单一

性反映全球气候的整体状况。拿美国来说，美国

2013 年冬季发生的大规模寒潮波及 48 个州，但阿拉

斯加州却迎来了暖冬，加州则遭遇了干旱。退一步

说，即便全美都遭遇极端天气，那也只代表了地球

2％表面的情况，无法证明地球正在降温。

所以，局部、阶段性的极冷，不能推翻对全球变暖的

认知。而且，可预见的是，2016年，地球有可能还会更

热，有可能再次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纪录。

英国气象部门最近发布分析报告称，以 1960 年

至 1990 年全球平均气温为基准，2014 年全球平均气

温上升了 0.57 摄氏度，2015 年上升 0.75 摄氏度，而

2016年预计将上升 0.84摄氏度。

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和积聚，使得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趋势无法改变。因此，今后可能每年都会刷新最

热年纪录。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在相当长

时期内，恐怕只能是减缓升温的速度。

专家解开地球“忽冷忽热”之谜
文·新华社记者 凌 朔

■第二看台

过去的几天，超级寒潮席卷了大半个北半球，

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启“速冻”模式。这次寒潮给

我国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带来了降雪

天气，对不少地区来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仅有的一

次降雪。

如此霸道的寒潮出现在受厄尔尼诺影响本应是

暖冬的时节里本就透着蹊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

次寒潮来袭之前，北极广袤的冰原上发生了一件更让

人琢磨不透的事儿，短短十几个小时之内，北极突然

升温 36摄氏度，气温达到零上 1.1摄氏度。寒冷的北

极为何会突然升温？这两件奇怪的事情之间到底有

没有联系呢？

一天升温 30多摄氏度，引发超级寒潮

北极为何突发“高烧”？

一个月以前的一天傍晚，北极点气温零下 35.4摄

氏度，保持一贯的“高冷”。然而第二天早晨，气温就

已突破冰点达到零上 1.1 摄氏度，虽然在很短的时间

内那里的气温又恢复了正常，但这短短十几个小时的

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北极的气温足足上升了

36摄氏度呢？

通过流场图，我们可以清晰还原北极爆发性增暖

的整个过程：一串猛烈的风暴在大西洋上形成，气旋

前部所裹挟的温暖气流来势汹汹，吹过英国伦敦、掠

过挪威海的岛屿，直捣北极点。暖空气源源不断地泵

入北极，极地的寒冷气团也被迫退避三舍。

“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人类开始观测北极点温度

以来，在北半球冬季这是北极第一次有如此幅度的升

温现象。”国内首家专注于商业气象服务的象辑科技

气象技术总监班浩然说，因为北极长期是寒冷之地，

冷高压很强，虽然大西洋风暴时有发生，但要想入侵

北极，需要很多特殊的大气形势场上的配合，因此此

次北极升温非常偶然。

在突破冰点仅十数小时后，北极点气温便回落到

正常水平。对此，班浩然解释说，地球两极，亘古便是

苦寒之地。由于极地附近太阳辐射角度小，受热少，

属于大气的冷源，极地上空的空气得不到热量补充，

形成低空的冷高压，高空的冷低压，高低空配合看就

是较强的冷性下沉气流，加上地球自转的作用，这样

就形成了长年盘踞在北极上空的北极涡旋。

其能量结构深厚且通常较为稳定，虽然在某些十

分罕见的条件配合下有暖空气入侵造成局地的迅速升

温，但由于这种暖空气的入侵并不持续，没有足够强的

后续能量作为补充。因此，会很快被原有的冷空气系

统回填，从而恢复常态。“这就好像一只业余球队和顶

级职业球队比赛，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业余球队可能会

攻入一球，但一般都会大比分落败。”班浩然笑言。

北极骤然升温

短短十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亚马逊丛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起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果你认为北极的这

次突发“高烧”，仅仅只是气温破了个纪录可就大错特

错了。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表明，北极点气温升破零

度，只是故事的一个开始。

1 月 21 日至 25 日，我国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出

现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华北北部、长江中下游东部如

江浙一带最低气温跌破零下 10 摄氏度，逼近历史同

期极值，全国大部分地区被“速冻”。你可能不知道我

们这次经历的“被冻成狗”的超级寒潮就缘自广袤冰

原的那场看似遥不可及的剧变。而这一切，这还要从

上文提到的北极涡旋说起。

北极涡旋，顾名思义，它一般在北极待着，不轻易

南下。然而，元旦前夕，一股燥热的气流突袭北极鸠

占鹊巢，北极涡旋被这股暖流赶出极地，被迫迁居西

伯利亚。接着，暖流连呆在西伯利亚的北极涡旋也不

放过，兵分两路包抄，让它无路可退。

“这样一来，北极涡旋的出路只有一个：南下。它

一南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寒潮。据数值分析，这一

次北极涡旋的中心直达渤海附近，其南下之深，史上

罕见。”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说，正是因为冷

高压中心比较靠南，所以我国南方地区受影响比较

大，出现大范围降雪。

班浩然表示，从此次极地升温事件与寒潮事件

的前后时间关系及大气形势场的空间关系看，很

有可能是由于北大西洋风暴携卷暖湿气流入侵北

极 ，造 成 北 极 涡 旋 的 不 稳 定 ，进 而 导 致 了 寒 潮 事

件。他说，极地涡旋在北半球夏季由于太阳辐射

入射角度相对较大，温度升高，造成冷空气能量相

对减弱，整体呈现缩小的状态，而冬季正好相反。

由于极地涡旋是个形状不断变化，外沿呈波动发

展的天气系统，因此在冬季容易给中高纬度地区

带来寒潮天气。

“而北极的骤然升温使得北极涡旋更加不稳定，

其涡旋外围波动会异常剧烈，进而导致强冷空气影响

到一般不会到达的区域，但具体影响区域需要结合具

体的大气形势场来判断，并不是每次影响区域程度及

表现形式都一样。而且不是每次北极涡旋导致的寒

潮事件都是由于北极升温造成的，如 1991 年底我国

大范围寒潮事件同样是由于北极涡旋的南下造成，形

态与这次十分相似，但 1991 年并没有观测到北极明

显的升温。”班浩然强调。

各地惨遭“速冻”

寒潮凶猛和北极“发烧”有关系吗？

寒潮肆虐，有民众开始质疑，今年不是说是极强

厄尔尼诺年，专家预言是暖冬吗？

对此，有专家表示，其实暖冬分很多种，可以是从

冬天开始暖到结束，今天暖，明天暖，后天还暖，总之

天天都暖；还可以是一开始很冷，后续逐渐变暖，临近

冬天结束时，来一波小高潮，直接击溃冷空气；再就是

像 2015 年中国股市一样暴涨暴跌，最后总点数是涨

的。冬天的气温跌宕起伏，最后一算总账，还是偏暖

的。“目前我们遭遇的冬天，似乎可能就是这种方式。”

“暖冬不是看一天两天的冷暖，而是一个冬天整

体表现。暖冬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平均，也是空间平

均的结果。”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王冀说，在

气象学的定义上，要求计算当年 12 月到来年 2 月这 3

个月各地总共的冷暖平均情况。

因此，这 90 天就像是 90 分钟的足球比赛（闰年

91 天，就当时伤停补时 1 分钟），最后看的是 90 分钟

超级寒潮来袭

厄尔尼诺年说好的暖冬呢？

比赛结束时的结果。比赛过程中，可以交替领先，互

有攻守。甚至也可以是先赢个 5:0，比赛最后 10 分

钟，被扳回 4个，这样虎头蛇尾的暖冬。

同时，暖冬也是空间上的平均，就像是股票大盘

指数，不能完全代表个股或板块走势。因此全国平均

的暖冬背景下，可以出现区域性的冷冬。

此前，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主任工程

师王海波也撰文称，暖冬和冷冬指的都是整个冬季的

气温情况，而不是指某天或某一个时期的气温变化。

暖冬期间依然会有“大雪纷飞”的寒冷，冷冬里也能感

受到“四季如春”的温暖，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短

期的气温高低只是“小插曲”，整个冬季的平均冷暖情

况才是“主旋律”，我们切不可仅凭眼前的冷暖就对整

个冬天下了“冷冬”或“暖冬”的结论。

此次北极的升温造成了超级寒潮，除此之外还会

不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呢？

中国气象学会冰冻圈与极地气象委员会学术顾

问、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陆龙骅表示，全球气候

变暖是一天天累积发生的，一次极端天气事件不会大

幅影响气候变化，公众没必要对此次事件产生恐慌。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孙建奇也表示，通

常衡量北极气温状况时计算的是每个月的平均气温，

评估北极在全球气候变暖中的变化时采用的也是月

度、年度平均气温。某个具体时间点的气温不会造成

太大影响。

虽然北极这次升温不会大幅影响气候变化，但北

极变暖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前，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管理局曾发表报告指出，截至 2015年 9月，该年内，北

极陆地平均气温较往年高 1.3摄氏度，是 1900年有记

录以来最高，而北极海冰的最大面积亦创下 1979 年

有记录以来最小。北极海冰和格陵兰岛冰架的融化

正在摧毁海象的栖息地，并导致部分鱼类向更寒冷的

北部迁移。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首席科学家

史宾拉德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变暖，而北极变暖

速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

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

系教授胡永云表示，从长期看此次事件或许不会改变

全球的气候，但正在改变的全球气候却是造成此次北

极之暖的内在原因。同时，也不排除未来会产生更多

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

北极升温会大尺度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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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所以对水怪会如此感兴趣，是因为每

一种水怪都有可能意味着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大

型未知生物。世界上最著名的水怪恐怕要数尼斯

湖水怪了。2001 年的时候，曾有人声称用较为清

楚的摄影装置拍摄到它露出水面的部分，其细长

的脖子酷似传说中的雷龙。

如果水怪真的存在并定居在尼斯湖的话，那

么它有可能隐藏在哪个角落呢？近期，一位名叫

Keith Stewart的尼斯湖观光旅游船船长利用先进

的声呐设备，在尼斯湖湖底发现了一个较为巨大

的沟槽，这个沟槽深达 274米，完全够一个大家伙

居住，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尼斯湖水怪的家。

尼斯湖能藏下水怪吗？

日本科学家近日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

只背上长着人耳朵的老鼠。这项技术可以用来帮

助患有先天面部畸形的儿童，或者被狗咬伤耳朵

的儿童恢复正常容貌。

目前医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从病人的肋骨

上取下一段软骨，再雕刻成耳朵的形状。但这种

方法需要施行多次手术，而且从肋骨上取下软骨

非常痛苦。而现在这种新技术则只需将人类干细

胞转化成软骨细胞，待这些细胞长成小球状，放进

安在老鼠背部人耳形状的塑料管中。两个月后，

塑料管外框自行分解，留下一个长约 5 厘米的耳

状物，平平地贴在老鼠背上，将这样培育出的耳朵

移植到儿童面部即可。更神奇的是，这个耳朵还

可以随着儿童的生长而生长。

鼠背为啥“长出”人耳朵？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

科学家近日对人类大脑突触的存储容量进行测量

发现，平均一个突触能够存储大约 4.7比特的信息

数据。这就意味着人类大脑的信息存储容量至少

为 1 帕字节，相当于大约两千万个四抽档案柜所

能够存放的文字信息，或者相当于 13.3 年时长的

高清电视录像。这一容量比此前想象认为的人类

大脑信息存储容量要大 10倍。

大脑存储容量有多大？

在英国《国际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

最新研究论文中，来自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

人员对于外星生命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许

我们周围星球的所有生命体早已经历了繁盛和消

逝——它们来了，然后又走了。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阿迪蒂亚·乔普拉说：

“处于初始阶段的行星环境大都不稳定。要想创

造一个宜居星球，生命体需要对水和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进行调控，以保持星球表面温度的稳

定。”地球之所以能够孕育生命，离不开早期微生

物对地球气候所起到的稳定作用，而在距离我们

不远的、有着相同岩石结构的金星和火星上，可能

存在过的任何生命体都未能做到上述这一点。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纯理论而已。或许地球

是中了宇宙彩票的赢家，而人类就是茫茫宇宙中

唯一得以进化的生命形态，亦或许智能生命就存

在于宇宙深处的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

外星生命为何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