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E-mail：shengtaizhoukan@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956 责编 /王菡娟 校对/耿斌 排版/陈杰 ·绿色产业生态

绿色资讯
lvsezixun

绿色人物
lvserenwu

dongzhiwubao
动物植保护

气象风云
qixiangfengyun

生态富民
shengtaifumin

来自北极冷空气横扫全国大部

这场寒潮因何而起？
让我们从地球的最北端——北极

地区，北半球冷空气的发源地说起。
在漫长的冬季，冷空气堆积在一

起，直到某个时机踏上南下征程，势
力强劲的甚至可以一路冲上青藏高原
或奔向南海甚至南半球。

“从极地的强大高气压到赤道海
洋的低气压之间出现气压梯度，大气
便由气压高的地方向气压低的地方流
动。而由于地球的自转，风沿地表做
水平运动就会受到地转偏向力影响，
在北半球向右偏转成西北风。北半球
冬季的气候正‘受控’于中纬度地区
的西风带。在极地的‘冷’与赤道的

‘暖’之间，形成跨半个地球的‘温
度梯度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南
北温度梯度。”丁一汇说。

正常情况下，这个温度梯度很
大，使得西风带稳定而强大，存在于
其中的环流形势（槽和脊）很稳定，
称为纬向环流型，这种环流型主要使
气流从西向东沿纬圈运动。但全球气
候系统平衡被打破后，西风带开始不
稳定，环流形势也躁动起来，开始扩
张自己的“地盘”，这时就会出现宽
阔的大槽大脊，引导着冷空气顺着大
槽长驱南下。

而今年此次寒潮背后，症结正在
这里。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以
其他地区2倍到3倍的速率升温，即
其他地区增温 1℃，北极可以增温
2℃到3℃。导致海冰快速融化，冰
盖面积萎缩，2020年 9月，北极海
冰为有观测以来第二少，是北极增暖
有力的证据。

“快速增温的北极，缩小了原本
从极地到赤道的经向温度梯度。在
这种情况下，西风带气流变得十分
不稳定，通常不会延伸到北纬50度
的高压脊伸展到北极地区，而通常

处在长江以北的大槽则伸向了华南甚
至南海。北极的冷空气正是被强壮的
大脊引导南下，顺着大槽一路横扫，
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成为全国型大寒
潮。”丁一汇表示。

拉尼娜推波助澜

此外，赤道中东太平洋目前处于发
展盛期的拉尼娜事件也在推波助澜。一
般而言，受拉尼娜事件影响，冬季全球
温度偏低的概率较大。

丁一汇表示，具体就此次寒潮而
言，拉尼娜事件中，太平洋赤道和热带
中东部海温明显变冷，在极地与赤道温
度的“一升一降”中，北半球南北经向
温度梯度进一步减小，控制西风纬向环
流的作用也进一步减小，有利于大槽大
脊的发展。

全球变化正是通过北极地区和热带地
区的逆向温度变化使南北温度梯度减小，
而促使中纬度大槽大脊的发展，这充分表
明了冬季的极端寒潮事件是在气候变化影
响下发生的，而本次寒潮北极和热带海洋

都起到减少南北温度梯度的作用。
而无论复盘今年寒潮过程，还是回

溯2016年霸王级寒潮，都可以看到显
著的北极海冰减少的情况，你如果留
意，同时也会发现全球变暖的持续作
用，也就是地球的温度继续在上升。

变暖趋势并未改变

尽管从古至今气候一直在不断变
化，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在地球温度
的变化中“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影响，
除了“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时期
的地球，全球平均气温一路爬升，已经
超过了亿年气温平均线。

“增温或许不可怕，可是如果从两
个方面去分析气候变化，就会产生压
力。首先是增温的速度，最近50年的
增暖速率超过了过去2000年地球任何
时期50年的增温速率，现代的全球变
暖无疑是非常快速的。其次是影响范
围扩大，现在的增暖发生在全球每一
地区。人类可以承受这样的增温速率
和范围吗？这正是让人忧虑的地方。”

丁一汇说。
北极的快速增暖，正是发生在这

种背景下。
丁一汇介绍说，从 1960年至今，

我国温度曲线一直为上升趋势。
“在这条攀升的曲线上出现自然周

期叠加的震荡，则将我国气候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时期：冷期、暖期和气候
变暖停滞期。”丁一汇表示。

其中，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
为冷期，该时期气候变暖刚刚施加影
响，但海洋处于冷期，所以，1960年
至今的80%极端冷事件发生于此时；

上世纪 80年代到 2000 年，气候
变暖持续，海洋转为暖位相，自然的

“暖”与人类活动的“暖”相叠加，迎
来了暖期，此时期极端冷事件几乎很
少发生；

全球从 2000年开始，海洋变冷，
但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并未止
步 ， 自 然 的 “ 冷 ” 与 人 类 活 动 的

“暖”叠加影响，使我们处于一个气候
变暖停滞期，数个极端冷事件也在此
时发生。

“一次极端的冷事件的影响时间和
范围，尽管对于个人而言是剧烈的和
漫长的，但相比较更宏大的行星大气
运动又是弱小的，人类造成的变暖的
趋势并不会因此改变。”丁一汇说。

目前，全球依然在升温，即使叠
加自然周期，也很难将温度“拉下
来”。届时，夏季的高温热浪将会不断
向北扩展，而冬季冷事件的总量尽管
可能减少，其更加极端化却会带来很
大风险。

在丁一汇看来，人类活动排放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都会在全球大气
中混合和运动并产生效应，没有人可
以独善其身。

“问题不可回避，节能减排是全人
类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中国承诺碳排
放力争于2030年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既是艰巨的挑
战，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
的责任与担当。”丁一汇表示。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记者
从水利部获悉，2020年，全国水利
系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多流域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千方百计稳
投资、保增长，全年落实水利建设
投资约7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2020年水利部积极筹
措建设资金，扩大水利投资规模。水
利部指导督促各地积极利用政府专项
债券和银行贷款，尽可能增加水利投
资规模，对冲疫情影响。2020年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落实规模达1509亿
元，是2019年落实规模的近6倍。

与此同时，紧盯重大水利工
程，稳投资保增长持续发力。水利
部门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
难，全年开工建设雄安新区防洪骨
干工程、湖南犬木塘水库、重庆渝
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吴淞江治理上
海段、四川亭子口灌区等45项重大
水利工程，开工数量为历年之最，
投资规模超1700亿元，为稳投资、
保增长持续发力。

为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水利
部及时开展水利投资计划执行调度
会商，以完成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总
目标为底线，逐月逐省跟踪各类水
利项目建设进展、投资计划执行情
况。2020年调度会商8次，集中约
谈4次，印发督办函53份，扭转了
受疫情、洪涝造成前三季度建设进
度滞后的局面，11月份赶上往年正
常水平，年底前投资计划完成率
91%，圆满完成2020年度投资计划
执行目标任务。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水利重大工程
建设、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重大引调水项目建
设、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水利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战略机遇期。

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同各级水利部门，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重大水利工程、防洪薄
弱环节建设为重点，全力加快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提
高流域、区域水安全保障水平，不断发挥水利稳投
资、保增长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随着水利部行
业标准《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工程技术导则》的实施，维护
河湖美丽有了技术支撑。

为指导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
修复工作，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牵头编制的水利部行业标
准《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
程 技 术 导 则》（SL/T 800-
2020） 已于日前实施。标准规
范了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
程技术要求，对于维持和改善河
湖生态系统功能、发挥其综合效

益具有重要意义，为维护河湖健
康美丽提供技术支撑。

据介绍，该标准的主要技术
内容包括河湖生态系统调查与评
价、设计原则、河湖生态流量保
障、水质保护与改善、河湖地貌
形态保护与修复、重要水生生物
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文
化传承与水景观构建、材料和施
工、监测和管理等。

在河湖生态系统调查与评
价方面，标准提出要结合生态
功能区划、水功能区划、生态
红线范围、水系连通调度区域

等，反映河湖水系历史演变情
况，采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
系统等先进技术方法进行必要
的现场调查监测。

据介绍，此标准属于新制
定类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河
流、重要湖泊等水域的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工程设计，小型
河流以及其他湖泊水域的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设计可参
照执行，也适用于水利水电工
程的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设
计，以及生态化改造、生态调
度与管理等。

一种深藏在贵州偏远深山的
小野果刺梨，经研究其天然活性成
分有卓越的抗氧化能力；而当地皂
角米的加工副产物也含有杀虫、杀
菌活性成分。日前，随着粤港澳黔
刺梨·皂角产业创新联盟的正式启
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野果将继续
在扶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在当前的东西部扶贫协
作中，广东结对帮扶贵州的多个深
度贫困县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坚中之坚”，虽然刺梨产业、皂
角产业作为贵州省的优势产业及
广东省对口帮扶贵州毕节地区脱
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但深加工力度
不足，发展基础仍相对比较薄弱。

为改变这一现状，广东以科技
为引领，加大刺梨产业的合作与投
入力度。根据两省的安排部署，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岭南现
代农业实验室与广药集团联合开
展刺梨科技攻关，进行刺梨全成分
检测、功效研究及综合利用研究；
组织岭南现代农业实验室、华南农
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等单位进一
步加强刺梨、皂角的科研开发。广
药集团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于
2020年初与苏国辉院士团队合作
开展刺梨功效研究。

目前，多个科研项目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尤其以刺梨在免疫
调节、解酒护肝、护眼、抗氧化等
功效上的实验结果和皂角米作为
营养健康食品、皂荚含有杀虫杀

菌活性成分的系列功效研究成果最
为亮眼。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以贵州
刺梨为原材料的相关深加工食品和
大健康产品陆续出炉，推动刺梨“红
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市场。如今，
贵州刺梨种植面积已超过 200万
亩，受益刺梨农户超21.7万人，户均
增收突破7000元。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研究成
果，合力推动贵州刺梨、皂角产业创
新发展，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广
药集团与岭南现代农业实验室、贵
州省科学院、广东省南山医药创新
研究院、香港大学苏国辉院士团队、
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王一涛教授团队等携手，
正式成立粤港澳黔刺梨·皂角产业
创新联盟，加速推进科研与成果落
地。

其中，广药集团将投入5000万
元科研费用，计划通过3年的科学研
究和资金投入，推动刺梨科研项目
的持续研究和刺梨大健康产品的开
发，把刺梨科研成果转化为刺梨产
业经济增长极。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黄斌民
表示，粤港澳黔刺梨·皂角产业创新联
盟的成立，能更好地融合粤港澳产学
研的资源，更有助于找准契合点、融入
点、共振点，推动区域科研协同创新，不
断拓展粤黔扶贫协作新领域，为巩固
扶贫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支撑。

小野果 大产业
——刺梨、皂角米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 硕

“太冷了！”“为什么会这么冷？”提起前几天从北到南狂扫中国东部大部地区的寒潮，很多人都表示“很多年没这么冷过

了”。的确，6日至8日，在这场几乎与2016年隆冬“霸王级”寒潮量级相当的天气过程中，降温8℃以上的国土面积达250万

平方公里，降幅12℃以上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北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份共计60个气象观测站的最低气温突破

或达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极端”寒冷天气？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

变暖还是变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解析全球变暖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之关系

本报记者 王菡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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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月12日在商丘市南湖公园拍摄的东方白鹳。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南湖公园出现多只东方白鹳，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人。东方白鹳被誉为

“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濒危物种。 新华社发

东方白鹳现身商丘古城东方白鹳现身商丘古城

维护河湖美丽有了技术支撑

“我将继续不断巩
固、深化、提升承担的科
技扶贫工作，坚持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继续续
写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
姓的故事，展现我们农
科人的担当与风采！”

故事从刚刚被授予
“院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研究员肖强身上
说起。

“吃水不忘挖井人、
致富不忘党的恩”，2018
年4月9日，浙江省安吉
县黄杜村20名党员联名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种植白
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
1500万株白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了黄杜村党员这种“致富不忘党
恩、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
精神，勉励大家把帮扶困难群众
这件事做实做好做出成效，带动
更多人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随
后，贵州省沿河县中寨镇3个村
在内的3省4县34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成为受捐对象。

“2009年，在黄杜村白茶产业
技术需求最迫切时，肖强作为茶叶
所种植中心党支部书记，与黄杜村
党支部‘结对共建’，通过党员‘一
对一’结对、专家联茶企带农户、共
建‘农民田间学校’等方式，持续十
余年为黄杜村白茶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作为最后一批脱贫摘
帽的沿河县，两年来，肖强先后12
次深入该县中寨镇，深度参与并见
证了其脱贫攻坚的最后历程，也见
证了“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续
写的故事。

“如今白茶产业已成功实现了
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曾经贫穷
落后的黄杜村成了美丽乡村的精
品示范村。”肖强说，2018年6月，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布置，肖强与
黄杜村党员干部一起参与白茶扶
贫苗种植选址工作，历经艰辛，最
终确定了贵州省普安县和沿河
县、四川省青川县和湖南省古丈
县（简称“3省4县”）作为白茶扶贫
苗的受捐地，开始了跟随白茶苗
走进 34 个深度贫困村的扶贫之
路。

结合 3 省 4 县白茶种植点的
具体情况，肖强面对面、手把手地
传授“打窝、植苗、填土、提苗、压
实”的种苗技巧，提出“除草、施
肥、清沟、治虫、补苗、亮脚”的茶

苗管护法；组建微信群，与当地一线
茶园管理人员无缝对接，随时了解
掌握茶苗的生长动态，及时答疑解
惑；同时把跨越8个纬度、海拔高度
相差1800米的白茶苗种植作为科研
课题，持续观察记录分析受捐地白
茶苗长势、发芽时间、白化程度、返
绿进度和品质特征等内容，为指导
白茶苗的种植管护提供科学数据的
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白茶苗的研
究积累第一手资料。

至今，肖强已累计到3省4县白
茶扶贫苗受捐地38次、100余天，全
程参与了扶贫苗的茶园选址、开垦、
种植和管护的技术支撑，见证了从
第1株白茶扶贫苗种下到5217亩白
茶园建成，见证了古丈县、青川县、
普安县和沿河县先后退出贫困县序
列，也见证了这两年来受捐地的巨
大变化。

贵州沿河受捐地所在的中寨镇
茶园面积从受捐前的350亩发展到
8000 余亩，如今，即将实现万亩茶
乡，茶产业不仅成为该镇脱贫攻坚
的主导产业，也必将成为乡村振兴
的优势产业；受捐地湖南古丈县翁
草苗寨村茶旅结合，村容村貌已发
生了质的飞跃；贵州普安则将茶马
古道与白茶结合，四川青川将再发
展3500亩白茶园。白茶扶贫苗已惠
及 34 个深度贫困村 1862 户 5839 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还正在以不同
的方式强劲推动着受捐地及其周边
区域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除了科技助力白茶扶贫外，作为
农科院在浙江的一个研究所，积极科
技帮扶浙江省欠发达区域的发展，也
是一项重要职责。自2005年开始，肖
强作为茶叶所派驻浙江欠发达地区的
科技特派员和结对帮扶的具体执行
人，连续15年作为科技特派员派驻欠
发达乡镇、结对帮扶龙泉市10个低收
入村和庆元县龙溪乡等地发展茶产
业，助力产业增效、茶农增收。

见证“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高志民

11月月77日日，，在山东烟台理工学院在山东烟台理工学院，，学生们踏雪出行学生们踏雪出行。。受寒潮影响受寒潮影响，，山东烟台山东烟台
部分地区出现暴雪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雪天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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