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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最新评估报告显示——

20年内全球将升温1.5℃，暖季延长冷季缩短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日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内分
泌科接诊了一位病急乱投医的王女士。王女士
担心儿子身高偏矮，陆陆续续在各种“身高促
进门诊”就诊，一年下来花了 48 万元，结果儿
子只长高了1厘米。

用医疗手段干预儿童身高效果到底几何？其
实，在“身高焦虑”之下，类似王女士的案例并
不少见，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增高
针”也悄然兴起。不过，专家认为，滥用生长激
素的“增高针”，可能会带给使用者带来内分泌紊
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孩子个头矮要不要打“增高针”？其实，真正
需要生长激素治疗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青少
年，绝大多数孩子只需要进行常规的饮食、运
动、睡眠指导，并不需要使用生长激素。

家长被一些虚假广告迷惑，想给孩子打
“增高针”、用增高产品，也怪不得家长。儿童
生长激素的全称是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这种
生长激素只能用于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
性矮身材等，不能擅自扩大治疗范畴。虽然内
行熟知使用必须有适应症，但外行的家长未必
知其乱用的危害。

是药三分毒，滥用定伤身。据医生介绍，滥
注射生长激素，有些孩子甲状腺功能会出现暂时
性减低的情况，有疲劳、乏力、虚胖等症状；有
些孩子会出现血糖高，存在糖尿病发病风险；还
有的孩子会引起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相关文
献资料记载，与生长激素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
有对良性颅高压、糖代谢的影响，也有甲状腺功
能低下、长色素痣、手脚变大、局部红肿及皮
疹、中耳炎等。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发展而
言，滥用药物都得不偿失。

一些医疗机构逐利使然，对疾病诊断不规
范、随意扩大生长激素应用范围、过度治疗等
问题，是“增高针”泛滥的直接推手。使用儿
童生长激素应该有规则，但不应该是潜规则。
由于推销“增高针”有暴利，一些生长激素厂
家频频向一些医生抛橄榄枝，花样繁多的潜规
则，让诊疗偏离了方向。

某些医疗机构，用生意眼打量求医者，以不
实的广告词诱导消费，足见业者良心的成色。一
边是家长焦虑，一边是无良医院和药企的“合
谋”，“供需”“一拍即合”，“增高针”的热销让
使用生长激素从科学的轨道偏离到利润引导的

“歪道”。
依法规范生长激素使用不容延宕。任其恣意

妄为，无疑将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肃清生长激
素使用乱象，不能靠良心发现、自然收手，应普
遍开展滥用生长激素整治，对相关医疗机构诊疗
是否规范，医技人员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操作规
范，儿童生长激素的处方用药是否规范，以及儿
童生长激素处方药采购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
存在的问题严格纠偏。主管部门应加强常态化监
管，严防生长激素滥用、超范围使用。对那些受利益驱使诱导注射
生长激素的违规行为，卫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应该形成合力，以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立案查处，从重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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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波接一波疫情的冲击之
下，全球确诊的新冠病例已超过 2
亿，其中传播力强、潜伏期或传代
间隔短、病毒载量高、容易发生免
疫逃逸特点的德尔塔毒株，给疫情
防控带来较大挑战。眼下德尔塔毒
株像野火一样迅速在各国传播，至
今已蔓延至132个国家与地区，成为
近来全球疫情增长的主要原因。7月
20日以来，德尔塔也成为在我国兴
风作浪的“元凶”。

德尔塔毒株让新冠病毒更
容易“开锁”

德尔塔超强的传播力还得从毒
株的结构说起，新冠病毒表面的刺
突蛋白（S蛋白）是其进入人体细胞

的“钥匙”，可以打开人体细胞表面
的“锁”（即 ACE2） 进入人体细
胞，然后利用人体细胞内的结构和
营养复制形成更多新冠病毒。德尔
塔毒株由控制S蛋白的基因自发突变
而成，这种突变让S蛋白与ACE2的
融合更加容易，也让进入人体细胞
的病毒复制更加快捷。换句话说，
德尔塔毒株可以让新冠病毒更容易

“开锁”进入人体细胞，并且更快地
批量“生产”。

“免疫逃逸”导致注射疫苗
后还会被感染

这一轮国内疫情确诊的病例中
有些是接种过疫苗的,为什么注射疫
苗后还会被感染？

还得从病毒的结构来分析，目
前世卫组织批准可以紧急使用的疫
苗，其机理都是模拟新冠病毒S蛋白
进入人体细胞的过程，以主动刺激
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应的免疫反
应。接种后一定时间内人体都处于

“战备”状态，当遇到新冠病毒攻击

时，免疫系统里的各种“装备”,比
如中和抗体、免疫细胞等，迅速投
入“战斗”。但由于德尔塔毒株在S
蛋白与中和抗体结合的部位也发生
了变异，这样因接种疫苗产生的中
和抗体与S蛋白的“亲和力”就会下
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
接种后仍然会被感染，专业的说法
叫“免疫逃逸”。

疫苗可以极大地降低死亡率

同国内情况相似，美国疾控中
心(CDC)的一项研究显示，7月在马
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一个小镇上，一
项公共活动中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
中，有3/4已完全接种疫苗。而且，
接种疫苗者与未接种疫苗者的病毒
载量相近，也就是说，接种疫苗的
人感染了德尔塔变种毒株后也可以
传播病毒。不过CDC也指出，与未
接种疫苗者相比，已接种疫苗者出
现重症的几率降低10倍，感染几率
降低3倍。

英国之前的一项研究得出，虽

然疫苗对德尔塔的保护效力略低于
在原始毒株中的Ⅲ期临床试验的结
果，但仍可达到 73%-90%。英国政
府网数据也显示，对比英国第二轮
和第三轮的新冠疫情数据，接种疫
苗可以极大地降低死亡率。

有明确证据证明，人类和冠状
病毒交锋大约在2.5-3万年就已经开
始了。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和现
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病毒正以史无
前例的速度在加快传播。病毒的变
异是随机的，而病毒之间也是要有
竞争的。为什么来自印度的德尔塔
病毒如此猛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因为印度人口基数大，在这个群体

“筛选”出来的病毒选手，当然是
“众毒之王”。下一株的病毒是否能
压过德尔塔，登上“铁王座”？我们
尚不得而知。但按照“高传染低致
死”的方式来发展，才是聪明病毒
的发展之路。

（作者系华大基因CEO，哥本哈
根大学博士，基因组学研究员，大
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德尔塔毒株的超强传播力从何而来
□□ 尹 烨

8月9日，在日内瓦发布的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
估报告显示，自 1850-1900 年以来，
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上升约1℃；从未
来20年的平均温度变化来看，全球温
升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5℃。

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十年里，所
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全球温
升 1.5℃时，热浪将增加，暖季将延
长，而冷季将缩短；全球温升2℃时，
极端高温将更频繁地达到农业生产和
人体健康的临界耐受阈值。

将升温限制在1.5℃或2℃很
难实现

气候变化的许多特征直接取决于全
球升温的水平，但人们所经历的情况往
往与全球平均状况有很大不同。例如，
陆地升温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北
极地区温升幅度则是其两倍以上。

报告指出，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规模
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升温限制在
接近1.5℃甚至是2℃将是无法实现的。

“气候变化已经以多种方式影响着
地球上每个区域。我们所经历的变化
将随着升温而加剧。”IPCC第一工作
组联合主席翟盘茂指出，这不仅仅是

温度的问题，气候变化正在给不同地
区带来多种不同的组合性变化，而这
些变化都将随着进一步升温而增加，
包括干湿的变化，风、冰雪的变化，
沿海地区变化和海洋的变化。

加剧水循环。这会带来更强的降
雨和洪水，但在许多地区则意味着更
严重的干旱。

影响降雨特征。在高纬度地区，
降水可能会增加，而在亚热带的大部
分地区则预估可能会减少。预估季风
降水将发生变化并因地而异。

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持续上升，
这将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更频繁和更严
重的沿海洪水，并将导致海岸受到侵
蚀。以前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
件，到本世纪末可能每年都会发生。

加剧多年冻土融化，季节性积雪
减少，冰川和冰盖融化，以及夏季北
极海冰减少。

此外，还有海洋的变化，包括变暖、
更频繁的海洋热浪、海洋酸化和含氧量降
低，都与人类的影响有明显的联系。

高温造成海平面上升，数百
年内不可逆转

“这既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也影

响到依赖海洋生态系统的人们，而且至
少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些变化将
持续。”翟盘茂表示，对于城市来说，
气候变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被放大，包
括高温（因为城市地区通常比其周围地
区温度更高）、强降水事件造成的洪水
和沿海城市的海平面上升。

科学家们一直在观测全球各个区
域和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观测到的
许多变化为几千年来甚至几十万年来
前所未有，一些已经开始的变化 （如
持续的海平面上升） 在数百到数千年
内不可逆转。

二氧化碳仍然是气候变化主
要驱动因素

报告反映了归因科学方面的重大
进展，即了解气候变化在加剧特定天
气气候事件 （如极端热浪和强降雨事
件）中的作用。

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法国气
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瓦莱丽·马森·贝
尔莫特女士说：“几十年来一直很明确
的是，地球的气候一直在发生变化，
而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明
确的。”

报告显示，人类的行动有可能决

定未来的气候走向。有证据清楚地表
明，虽然其他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
也能影响气候，但二氧化碳仍然是气
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大力和持续
减少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将
限制气候变化。

“稳定气候需要大力、快速和持续
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达到二氧化碳
的净零排放。减少其他温室气体和空气
污染物排放，特别是减少甲烷的排放，
对健康和气候都有益处。”翟盘茂说。

报告首次从区域角度对气候变化
进行了更详细的评估，包括重点关注
有用的信息，从而为风险评估、适应
和其他决策提供依据，并关注搭建新
框架，以有助于将气候的自然变化
（热、冷、雨、旱、雪、风、沿海洪
水等） 信息进行转化，以使其对社
会和生态系统具有意义。

该报告基于改进的观测数据集，
对历史变暖进行了评估，并且在科学
理解气候系统对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
气体排放响应方面取得了进展。

IPCC主席HoesungLee说，“这份
报告中的创新以及它所反映的气候科
学的进步，为气候谈判和决策提供了
宝贵的支持。”

无论是为了寻找外星文明，还是搜索
可能的星际殖民地，人类一直都在探测系
外行星。如果将视角倒转过来，茫茫宇宙
中，又有哪些外星文明能发现地球上的人
类文明呢？由此会触发《三体》小说中描
述的“黑暗森林法则”吗？

近日，《自然》杂志发表了天文学家丽
莎·卡尔特内格和杰奎琳·法赫蒂的论文，
她们利用盖亚天文卫星的数据，发现从
5000年前到5000年后，在326光年的范围
内，有2034枚天体所在的位置能通过凌星
法发现地球。

该论文公布的2034枚天体中，有1402
枚正处在地球凌日区内，有313枚天体已经
离开了地球凌日区，而剩余的319枚将会在
未来5000年内进入地球凌日区。目前处在
地球凌日区的1402枚天体中，有128颗G型

恒星。科学家已经开始对这1402枚天体附
近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展开针对性搜索。

在这些天体中，有17颗已经被探明的
系外行星分布在7颗恒星周围。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Trappist-1，它距离地球40.66
光年，拥有7颗地球大小的行星，其中4颗
都处在宜居带中。1642年后，Trappist-1系
统将进入地球凌日区，如果那里存在文
明，那时他们就能用凌日法发现地球。不
过，如果考虑到人类在100年前就开始向
宇宙中发射电磁波，Trappist-1所处的位置
早已被人类发射的电磁波淹没了。

相较而言，2034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
数字，对于那些处在地球凌日区内，又处
在100光年之内能收到人类电磁波的恒星
系，天文学家估计那里大约分布着29个宜
居岩质行星。当然，天文学家口中的“宜

居”并不一定真的适合人类生存。就算行
星的温度真的宜居，行星上是否含有水也
是未知数，出现生命、产生文明的概率就
更低了。所以，这29颗行星上没有文明发
现我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过，如果不将这些行星看作寻找外
星人的去处，而是看作未来的星际殖民
地，这些行星则是极佳的去处。它们处在
黄道平面附近，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地球
公转和太阳系内的引力弹弓效应抵达那
里，大幅度减少对燃料的需求。更何况，
在现有物理水平限制下，人类在开启向星
辰大海的征途后，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到
达这些殖民地。如果以这些星球为落脚
点，那些星际拓荒者的后代们，就能在无
尽的茫茫星海中，再瞥一眼这个孕育了他
们祖先的星球。 （科文）

超 2000 系外行星或已“看见”地球

8月8日，14头亚洲象缓缓从老213国道元
江桥上走过，消失在元江南岸的丛林中，举世
瞩目的北迁亚洲象终于南归。

今年4月16日，该亚洲象群从普洱市墨江
县进入玉溪市元江县并一路向北迁移，在110
多天的时间里迂回近1300多公里后，象群终于
成功跨过南归的最大障碍元江到达适宜的栖息
地，最终象群是否会回归原栖息地西双版纳还
有待观察。

由于亚洲象的迁移习性，随着生态环境趋
好，亚洲象种群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增长，它们
需要更大更适宜的“家”，迁移扩散不可避免。
北移亚洲象群专家组成员、云南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表示，
这14头大象能返回原本栖息的西双版纳自然保
护区最好。如果不能返回，象群回归普洱市或
者西双版纳州之后，保护区会依托原栖息地已
经建立的预警防范体系，做好持续跟踪监测，
保障象群在适宜区域内自由活动。

左图：8月9日，象群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
境内的丛林中觅食。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右图：8月9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
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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