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0591-87095057 厦门：0592-5057110
泉州：0595-22569013

广告
热线

新闻 发行 便民 95060报料邮箱网址：95060@hxdsb.com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0591-87275327全国一号直拨

A16 谈天说地 智 慧 海 都
95060

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责编/关菁 美编/建隆 校对/德峰

智

慧

海

都

海都讯（记者 陈琦）
受强冷空气影响，从今日
起，全省气温自西北到东南
明显下降。

福州市气象台昨日 14
时 51分发布降温蓝色预警
信号，福州市区日最低气温
过程降幅将达 10℃ ~12℃，
局部乡镇超过 12℃ ，过程
最低气温出现在1至2日早
晨，为 5℃ ~7℃ ，北部山区
1℃ ~3℃，部分乡镇有霜或
霜冻。

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午
后，福州市区最高气温将降
至 16℃ 上下，夜晨气温只
有 7℃左右。未来三天，昼
夜温差都可达10℃以上。

福州市区今起三天天气

1日 晴 7℃~16℃
2日 晴转多云

8℃~17℃
3日 晴 9℃~18℃

强冷空气“到货”

福州将降温
10℃~12℃

全球变暖也会导致部分熊的行为改变，对熊类产生
影响。早在2006年，英国《独立报》网站就已报道，科研
人员发现西班牙北部山区的熊不再冬眠了，这也是气候
变化对自然界影响的最强烈信号之一。近年来，许多国
家的熊都提前结束了冬眠。

此外，有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认为，食品短缺
可能是熊面临的最大问题，这难以满足“生育季”所需要
的能量，即使生下熊宝宝，也可能因为父母不够强壮、找
不到充足的食物而活不过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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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中央气象
台继续发布寒潮预警，这
是今年10月以来第四轮影
响我国的大范围寒潮天
气。本次寒潮过程后，12
月 2 日至 3 日还将有一股
冷空气影响我国。为什么
全球变暖背景下，寒潮还
这么频发、猛烈？

据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统
计，1951 年至 2020 年逐月
寒潮统计显示，平均而言，
往年到11月底寒潮发生次
数为 2 次，今年已有 4 次，
较同期来说的确偏多。但

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到，11
月是寒潮发生次数最多的
月份，其次为10月和3月。

寒潮通常在季节转换
期多发，这是因为降温幅
度是衡量冷空气是否达到
寒潮级别的重要标准。处
在季节转换期的 11 月和 3
月，气温正在下降或上升
过程中，冷空气叠加基础
温度的起伏变动大，相对
容易满足寒潮标准。

虽然寒潮频发，但截
至11月28日，我国中东部
多地气温仍较常年偏暖。

从目前预报来看，12 月上
旬冷空气势力又将变弱，
全国大部尤其是北方偏暖
的情况或将延续。

今 年 是“ 双 拉 尼 娜
年”，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
气活动频繁，势力偏强。
目前，位于北极极地的冷
涡中心位置有偏向东半球
的倾向，因此，明年1月至2
月，寒潮发生数量还有可
能进一步攀升。

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与
寒潮并不矛盾，反而在全球
变暖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更

加极端的寒潮天气。
一般情况下，极地地

区的冷空气会受到地球西
风带控制，将其圈在一定
范围内，就像一个“羊圈”，
正常情况下，冷空气这些

“羊”大都会被西风带这个
“羊圈”圈在极地地区。

但在全球变暖和极地
放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北极地区升温明显，中高
纬地区的温度梯度减小，
欧亚大陆上空的西风减
弱，导致西风带这个“羊
圈”不再像以前那样牢固，

被圈在极地的冷空气更容
易突破西风带，向南“一泄
而下”。

一方面冷空气较易向
南侵袭，另一方面中纬度
地区的经向环流型加强，
更有利于极地或高纬度
的冷空气团南下。这种
情况下，极地冷空气团甚
至可以直接进入我国东
北部地区，造成北方大范
围寒潮暴雪等剧烈天气，
同时可进一步向南推进给
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
围降温。

全球变暖下 为何寒潮还这么猛烈？□新闻延伸

早 在 2018 年 10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
发 布 了《全 球 升 温
1.5℃特别报告》，报
告称，全球平均气温
已比工业化之前上升
1℃左右，预计 2030
年至 2052 年间将升
高1.5℃。报告强调，
全球变暖必须控制在
1.5℃以内，方可避免
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
影响。

报告还指出，与
2℃的气温升幅相比，
将变暖控制在1.5℃，
2100 年全球海平面
上升将少10厘米；升
温 2℃，夏季北冰洋
每十年将出现一次海
冰消失的情况，1.5℃
则为每世纪一次；升
温1.5℃，珊瑚礁将减
少 70%~90%，而升温
2℃珊瑚礁将消失殆
尽。

新加坡国立大学
生物学家大卫·比克
福德曾在《自然气候
变化》杂志上发表的
一份报告显示，全球
平 均 气 温 每 上 升
1℃，植物体型可能缩
小 3%~17%，而动物
体型缩小的比例可达
6%~22%。

科学家目前还未
完全揭示这一现象的
原因，但正在积极研
究中。

气候变化正让动物们经历什么

信天翁离婚率陡增
气候变暖惹的祸？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全球 4100多种陆地脊椎动物
的数据，结果发现，冷血生物的衰老速率与高温有关。

这些发现促使科学家们提出假
设：环境越热，冷血动物的生活节
奏越快，导致衰老速度越快，寿命
越短。

2020年1月，发表在《生态学快报》上的一项研究发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鸟类的身体越来越小，而它们的
翼展越来越长。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针对52个北美候鸟物
种的 70716个个体的 40年标本系列的研究证明，在 40
年的时间里，每年夏季气温的升高，这些不同类群的体
型持续缩小。与此同时，翅膀长度——一种影响鸟类
生态和行为等诸多方面的体型指数，受到气候变暖的
影响，在不同物种间持续增长。翅膀长度增加代表了
一种代偿性适应，以维持迁徙。

而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随
着气候变暖，在北极繁殖的红腹滨鹬的体型正在日益
变小。

体型缩小对红腹滨鹬不是一个好消息。这种可连
续飞行5000公里的小鸟，每年秋天从北极飞到西非等地
的热带沿海地区过冬，每年春天又飞回北极繁殖。但若
它们的喙变短，当飞到西非过冬时，就吃不到深埋在热
带沙滩之下的双壳类软体动物，只能以海草等为食。

据《中国日报》2019年报道，珊瑚裸尾鼠是第一种
因气候变化而灭绝的哺乳动物，澳大利亚政府已认定
珊瑚裸尾鼠灭绝。

澳大利亚科学家伊恩·金瑟和卢克·梁的报告显
示，2004—2014年的 10年时间里，荆棘礁上的多叶植
物数量减少了 97%，没有这些植物所提供的食物和庇
护，珊瑚裸尾鼠便会在当地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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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动物寿命或缩短

鸟儿身体变小 翅膀变长

珊瑚裸尾鼠
因气候变化已灭绝

熊可能不再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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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说到忠诚度，鸟类当之无愧，超过90%的鸟类是“一夫一

妻制”。而黑眉信天翁是自然界中最忠诚的动物之一，对它们来说，

婚姻走到尽头，并不是常见的事。不过，最近的一项研究，打破了

它们浪漫的爱情神话，全球变暖可能正导致它们的“婚姻”越来

越不稳定。

气候变暖不仅影响了信天翁的“婚

姻”，还对一些动物的形体和生

活习惯产生了影响，它们正

在通过“变形”以适应外界

环境的变化。今天的《谈
天说地》就来聊聊气候与
动物“变形”那些事。

信天翁夫妇很少分开，
年复一年地和同一个繁殖
伙伴在一起。但11月24日
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
B辑》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信天翁“离婚率”上升了，全
球变暖可能是罪魁祸首。

研究发现，在海水温度
较高的年份，位于南大西洋
福克兰群岛的信天翁的“离
婚率”从平均不到 4%上升
至近8%。这是首次有证据
表明，环境因素会影响野生
鸟类的“婚姻”。

此次，研究人员分析了
从 2004 年到 2019 年的 15
年间，生活在福克兰群岛上
的 15500 对野生黑眉信天
翁的繁殖情况。

研究人员发现，黑眉信
天翁的离婚率主要受两个
因素影响，一个是生育成功
率，一个是海表温度。

在信天翁的早期“婚姻
生活”阶段，繁殖失败仍是

“离婚”的主要因素。那些
没有成功孵化雏鸟的信天
翁与伴侣分离的可能性，是
那些成功孵化出雏鸟的信
天翁的 5 倍多。在某些年
份，“离婚率”低于1%。

然而，这一数字的变化
又与海洋平均水温保持一
致，在2017年海水最热的时
候，“离婚率”达到了7.7%的
最高水平。该研究小组的
计算显示，“离婚”的可能性
与气温上升有关。令人惊
讶的是，即使在繁殖成功的
情况下，较高的水温也会抬

高“离婚率”。当 2018年和
2019年海洋温度再次下降
时，“离婚率”也下降了。

为何气候变暖，信天翁
“离婚率”会升高？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生
物保护学家弗朗西斯科·文
图拉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原
因，一是变暖的海水迫使鸟
类狩猎时间更长并飞得更
远。黑眉信天翁夫妇不是
一直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
它们在海面上独自飞行，每
年的交配季节在繁殖地相
遇。如果在繁殖季节未能
返回，它们的伴侣可能会继
续寻找“新人”。

二是当水温升高且环
境更恶劣时，信天翁的压力
荷尔蒙上升，这会影响配偶
的选择。

全球变暖会导致海洋表
面温度升高，造成鱼类数量
减少。黑眉信天翁作为捕鱼
的海鸟，食物供应也大受影
响，生存压力就很大，从而
错误做出“离婚”的选择。

弗朗西斯科·文图
拉认为，这种趋势不仅
在黑眉信天翁中出现，
别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应该也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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