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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月刊日前发表的
一项新研究指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一种长
寿生物硬海绵的骨骼化学元素，发现全球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已升温超过1.5摄氏
度“警戒线”。

硬海绵是一种海洋长寿生物，其碳酸钙
骨骼是海洋温度的天然“档案”。西澳大利
亚大学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东加勒比
海特定区域对一种类似珊瑚的硬海绵的活
体标本取样，以探索保存在长寿的硬海绵碳
酸钙骨骼中的300年来的温度记录。

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硬海绵样本碳酸
钙骨骼中的锶和钙元素比率。这一比率仅
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使其成为“替代温度
计”。分析结果显示，地球在19世纪60年代
中期开始变暖，2010年至2012年左右地球升
温就已超过1.5摄氏度。研究人员认为，地
球升温可能在未来几年超过2摄氏度。

研究人员将从硬海绵骨骼化学元素推
测出的气温数据，与 1964 年至 2012 年的全
球平均气温记录进行比较，验证了这些数据
的准确性，表示它们“完全吻合”。

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
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
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
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研究人员认
为，这一研究结果显示落实《巴黎协定》的目
标面临着更大挑战。

位于南极洲的思韦茨冰川通常被称为“末日冰川”。自 2000年以
来，超过一万亿吨冰消失，漂流流速在 30年内也翻了一番，这意味着它
融入海洋的冰也大幅增加。这一趋势显示它可能正走向不稳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冰川支撑了覆盖南极洲西部的大部分冰盖。
如果它轰然崩塌，将导致冰盖大范围融化，全球海平面显著上升。德国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莱韦曼表示，这将严重威胁到纽约、上海、加尔
各答和汉堡等城市。

冰川面临的一个关键威胁是，越来越温暖的海水正在渗透进冰川，
使其下部发生融化。

芬兰拉普兰大学的摩尔认为，有一种方法或能缓解这一情况，那就
是在冰川附近的海床上部署一个80公里长的浮力海底“帷幕”。剑桥大
学科学家正对此开展小型测试。

摩尔估计，最终这种“帷幕”耗资可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与纽约
等城市在防洪方面投入的数百亿美元相比，这可能更加物有所值。

几十年来，工程师们一直
有在太空建太阳能发电站的想
法。因为建在地球静止轨道上
的太空发电站，几乎可以一直
沐浴在阳光下，可以最大能力
发电。

国际电力公司的伊恩·卡
什表示，在地球静止轨道上，一
块 10 公里宽的太阳能电池板
每年可产生 570 太瓦时的能
源。而英国 2022 年的总电力
需求为320太瓦时。

成本是这一设想的“绊脚
石”。将搭载有数公里宽太阳
能设备的卫星发射到太空耗资
巨大。不过，随着可重复使用
火箭技术的问世，将载荷输送
到太空的成本已骤降。

据估计，SpaceX“星舰”发
射系统将物资送入地球静止轨
道的成本可降至 5000美元/公
斤，约为目前最便宜的火箭成
本的一半。英国太空太阳能公
司联合首席执行官索尔陶表
示，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出
现，有望彻底改变天基太阳能
发电站的命运。

能在太空中建造巨大的
太阳能发电站是一个挑战，将
电 力 传 回 地 球 是 另 一 个 难
题。今年 2 月，加州理工学院
科学家首次证明可行性：其此
前发射的一颗卫星成功地将
太阳能以微波形式从太空传
送回地球。

索尔陶表示，如果英国支
持此类项目，到本世纪 40年代
初，英国天基太阳能占比将达
到年耗电量的30%。

硬海绵骨骼记录显示

全球升温已超“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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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太空中建造巨大的太阳
能发电站，到稳定住正在融化的冰
川；从建造一系列能源岛，到从空气
中直接捕获二氧化碳，科学家提出
了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来应对气候
变化。

外媒近日报道称，这些项
目每个都将耗资数十亿美
元，且风险极高。不过一旦
成功，将对人类的节能减
排行动产生变革性影
响，甚至逆转当前气
候变暖的趋势。

在太空
建太阳能发电站 各国竞相开发能源岛

?

铺设海底“帷幕”稳定“末日冰川”

欧洲国家已经建造了很多海上风
力发电涡轮机，但有两大缺点不容忽视：
一是风力发电具有间歇性；二是电力必须
通过电缆输送到陆地上。如此一来，所需基
础设施非常昂贵。为解决这两大难题，能源岛概
念应运而生。

能源岛一般建在一个岛屿上。它既可以是人造岛，也可
以是天然岛。它可成为能源汇集点，专门用来汇集岛上及周边所有风
电场电力，然后集中供应给不同国家和地区。

丹麦已经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推进了两个能源岛项目。一个是博恩霍
尔德能源岛项目。这座天然岛屿面积588平方千米。按最初的规划，这里
海上风场的装机容量是1GW（吉瓦），后又计划扩大到3GW~5GW。

另一个能源岛文多岛位于北海，大概有1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未来
可能“再扩充两倍”。其上将建设覆盖 200台海上风力发电机的控制中
心，风场容量在3GW左右，可满足该国年用电总量的一半，未来还可扩
至10GW。

荷兰、德国和比利时都在计划建造类似的能源岛。据悉，所有拟建
能源岛总共可以产生56G瓦电力，相当于30座核电站提供的电力总量。

能源岛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它们可以用来生产清洁燃料。航空、
钢铁和水泥等高能耗行业很难由电力提供动力，但可以由氢气提供动
力。能源岛可作为氢气生产中心，使用风能产生的绿色电力将水分解成
氢气，然后通过船运或管道将氢气运到陆地。

建“空气捕获厂”
捕获二氧化碳

为应对气候变化，仅避免排放更多温室
气体显然不够，大力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是必然之举。直接捕获是一种可靠的选
择，但成本高昂。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到 2030年，每
年需要从空气中清除 8000万吨二氧化

碳，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如今，全球有18个直接空气

捕获试点工厂在运营，每年
仅能吸收 1 万吨二氧化

碳。其中最大的一家工
厂每年可吸收 4000 吨
二氧化碳。

华盛顿特区世界资
源研究所的环境分析师

雷苓指出，为实现到 2030
年每年从空气中捕获 8000
万吨二氧化碳的目标，每年
都需要建造约 10座百万吨
级这类工厂。

然而，水和能源消耗
是大问题。据国际能源署
估计，要想在 2050年实现
净零排放，建造和运营这

些工厂每年可能需要消耗
500亿吨水，相当于当前全球

用水量的 1%。另外还要消耗 6艾
焦耳（1艾焦耳等于100亿亿焦耳）能
源，相当于目前全球用电量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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