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令人绝望的“黑色夏天”

22 极端天气推波助澜11

44 气候变化或致山火成常态

西媒称，科学家警告称，除非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得到遏制，否则肆虐澳大
利亚的森林火灾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 1 月 14
日报道，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已尽力减小
该国遭受森林火灾的脆弱性，但一份汇
集自2013年以来发布的57篇文章的研
究报告显示，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有着
明确联系。报告发现，气候变化导致被
科学家称作“山火气候”的频率和严重
程度均有上升。“山火气候”指的是山火
爆发风险颇高的时期，是在高温、干燥、
少雨和强风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报告还发现，“山火气候”不仅影
响澳大利亚，还影响美国西部、加拿
大、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亚马
孙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专家说，澳大
利亚特别容易发生山火，因为其陆地
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世界气象组织称，如果不对排放
做任何限制，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或
在21世纪达到5摄氏度。这比2015年

《巴黎协定》 所规定的1.5度红线还要
高出两倍多。专家说：“如今，澳大利
亚的气温条件走向极端，但这正是我
们预料中的未来全球平均水平。”

本次发生山火的弗雷泽岛是全世
界最大的纯沙岛，被誉为“澳大利亚
独有的生态系统”。岛上有绵延的沙
丘，还拥有世界上唯一生长在沙中的
茂盛雨林。该岛面积约 1818.5 平方千
米，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森林大火的
起火原因是游客非法点燃篝火，昆士
兰州政府已下令进行全面调查。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高
温和强风还将持续，大火还有进一步
蔓延的可能，这意味着想要控制火势
非常困难。

负责指挥灭火的詹姆斯·黑格向
法新社表示：“弗雷泽岛上的植被非常
干燥，非常容易被点燃。”黑格还在其
社交媒体上称，尽管“情况极具挑战
性”，但消防人员正在“尽最大的努
力”。虽然火势已经非常糟糕，但后续
情况可能更加严重。这座自然遗产，
正面临消失的风险。

澳大利亚气象局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表示，今年 11 月是澳大利亚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春天。11月28日和29日，
悉尼的温度均超过 40 摄氏度，连续两
天打破六十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而新
州西部、南澳和维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则

高达45摄氏度。
受高温影响，澳洲国家消防局也于

11月29日发布了对新州东部和东北部
大部分地区的全面消防禁令。消防局
称，高温和大风导致环境更加干燥，因
此存在“非常严重的火灾危险预报”。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初，对澳大
利亚人而言，是个令人绝望的“黑色
夏天”。蔓延4个月的丛林大火，超过
3000座房屋损毁，过火面积达1200万
公顷，造成至少33人丧生，约有近30
亿只动物死亡或失去栖息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澳大
利亚过去数十年来越发炎热、干燥，
给林火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12 月 7 日发
布报告，去年夏季，澳大利亚超过 6
万只考拉在林火中死亡、受伤或无家
可归。这份报告还说，总计将近30亿
只动物受林火影响，包括 1.43 亿只哺
乳动物、24.6亿只爬行动物、1.81亿只
禽类动物和5100万只蛙类动物，其中
不乏珍稀动物和濒危物种，例如澳大
利亚“国宝”袋鼠和考拉。

澳洲山火又烧俩月

一只袋鼠经过被大火烧毁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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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山火再起澳大利亚山火再起

世界最大沙岛或将世界最大沙岛或将““消失消失””
近期，澳大利亚部分地区遭遇了极端炎热天

气，在昆士兰州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弗雷泽岛，丛
林大火在热浪的助推下燃烧了几个星期，仍然没
有得到控制。

当地时间12月7日凌晨，大火逼近一个海滨
小镇，消防部门向数十名当地居民发出“立即撤
离”的警告。这场丛林大火从10月中旬开始燃
烧，已烧毁了至少8万公顷森林，占弗雷泽岛森
林面积的50%。

日媒称，今年多国被热浪席卷。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在8月监测到了创纪录
的54.4摄氏度超高气温。法国和西班牙也
有多日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23日报道，根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在全球变
暖带来的几大恶劣影响当中，酷暑问题越
来越突出。2019年的报告显示，酷暑将导
致全球在 2030 年之前失去 2.2%的劳动时
间，相当于失去了 8000 万名全职劳动力。
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2.4 万亿美元。
农业和建筑业等需要户外劳作的行业，劳
作效率将显著降低。运输、观光和工厂生
产等会受到高温影响。虽然《巴黎协定》要
求在 21 世纪末之前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
在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5摄氏度的范围内，
但生产劳动效率的降低却依旧无法避免。

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革命前上
升了 1 摄氏度。1 摄氏度听起来微不足
道，但其带来的长期危害却不容小觑。比
如说会影响人类的体温调节，会给人类造
成精神压力等。2003年席卷欧洲的热浪就
曾造成约1.5万人死亡。

频繁侵扰人类的酷暑并非单纯的气象
异常，科学家们采集的大量数据和构建的
科学模型都显示，酷暑天气就是全球变暖
的结果。如果没有全球变暖，那 2018 年
日本的酷暑发生概率基本为零，2020年西
伯利亚的异常高温更是8万年才会出现的
极低概率事件。

最近，欧美的研究团队又发现，北极
圈的格陵兰海域冰层融化面积在 2019 年
刷新了历史最高值。即便到 21 世纪末，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也会
造成海平面最多上涨 0.6 米的恶劣结果。
如果气温上升4摄氏度，那海平面将最大
上涨1.1米，很多国家的沿海工业区和住
宅都将被海水淹没。

报道指出，酷暑无疑会成为传染病的
温床。英国权威期刊《柳叶刀》周刊2019
年 11 月曾发出警告称，如果再不拿出像
样的对策，人类的健康将面临巨大威胁。
以蚊子为媒介的登革热已经感染了全球约
4 亿人。1970 年以前，重症登革热只在9
个国家流行，但现在已经扩展到全球超
100个国家。

报道称，全球变暖引发的自然灾害令
人触目惊心，其带来的健康威胁却是潜移
默化。一旦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超标准的
酷暑，那将给国家、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可
估量的损失。

本版稿件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

山火肆虐、海平面上升

全球酷暑危害触目惊心

每年春末至秋初，干旱、极热、狂
风，让澳大利亚总也躲不过3个月至5个
月的火灾高发期。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
调查机构发现，气候变化正使澳大利亚火
灾更加严重。澳大利亚的森林极度干燥，
再加上常年高温、少雨，使得落叶等大量
堆积的易燃物，在干燥天气的影响下极
易引发大火，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蔓延。

天灾背后，是否存在一些人为因
素，让这段危险期不断拉长？

据BBC报道，澳大利亚人口只占
世界总人口的约0.3%，但温室气体排
放量达全球总量的1.3%，是全球人均
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一度是除了美国之外、
唯一一个拒绝签订 《京都议定书》 的
工业化国家。后来，澳大利亚虽然签

署了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
定》，但随着美国宣布退出该协定，澳
大利亚也与《巴黎协定》渐行渐远。

据环保组织的气候模型显示，澳
大利亚正变得更为干燥、更热、更容
易发生毁灭性的森林火灾。未来随着
全球变暖现象的不断加剧，澳大利亚
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挑战。

扑灭火势之后的森林扑灭火势之后的森林。。

11月底一周的澳大利亚高温气象图。

浓烟滚滚的弗雷泽岛浓烟滚滚的弗雷泽岛。。

弗雷泽岛自然风光弗雷泽岛自然风光。。

55 澳洲频发大火是“天灾”还是“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