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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娜能否逆转全球变暖大势？
姻本报记者马卓敏

伴随着秋雨的降落，我国北方地区最近
凉意袭人。与此同时，拉尼娜成为热议话题。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近日表示，未
来几个月，北半球将出现所谓的拉尼娜现象，
并且 2016～2017 年度冷冬几率正在提高。

该如何判定拉尼娜的到来？如果到来，将
对我国各地区产生何种影响？又是否会改变全
球变暖的大趋势？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仍有待观察

中科院大气所研究员黄刚表示，严格来
说，拉尼娜事件是一种海洋现象，而目前中、
东太平洋的海水并无明显变化。因此，即便拉
尼娜出现，较往年也属偏弱。

据介绍，今年 7～9 月，中、东太平洋海温
距平指数均维持在 -0.5 以下。如果该数值持
续 5 个月以上，便能最终判定拉尼娜真正到
来了。但就目前来看，仍处于观察期。

众所周知，厄尔尼诺会导致水温异常升
高。这与导致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拉尼
娜正好相反。

一般而言，拉尼娜会在冬季形成最强状

态，但科学家观察发现，今年拉尼娜和厄尔尼诺
的转换非常快。传统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循
环为 2～7 年，但此次转换只用了半年时间。

“1 月份海水还是暖的，到了 7 月就开始
衰退，中、东太平洋海水从暖水温突变为冷海
温，进入拉尼娜状态。这样的转换速度在历史
上也是少见的。”黄刚说。

拉尼娜一般持续 1 年左右，长的可能延
续 2～3 年。这就像大气环流有波峰和波谷，
比如同样受拉尼娜影响，可能中国变冷，而美
国在某个点上变暖。“不同的位相控制之下温
度是不同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黄刚强调。

我国局地感知不同

与此同时，拉尼娜对我国各地区造成的
冷冬现象也不尽相同。这包括各地区的变冷
几率以及局地冷感都有所不同。

“据统计，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变冷的几
率是 88%以上，而华北地区是 77%，东北地区
只有百分之六十几。这是人们通过把所有拉
尼娜年汇总统计后得出的结论。”黄刚表示，
拉尼娜可能会对南方的一些蔬果，特别是云
南的农作物影响较大，北方则可能面临低温
冻雨，导致交通受到影响。

此外，由于气候往往分为两种状态：平均
和异常，因此同样是冬天，拉尼娜带给我国各
地区的冷感感知程度也有所变化。

“一般人对平均态的感知比较麻木，但对
一两次异常会记忆犹新。”据黄刚介绍，中国
气候比较复杂，例如西南地区经常连阴雨，冷
感往往是由于湿造成的，而我国有些地方的
冷感是由于干燥或风造成的。虽然平均态都
冷，但异常态上会让各地的人们对拉尼娜的
感知有所不同。

因为我国横跨多个气候带，虽然总体偏
冷，但也不排除有些区域是偏暖的：如四川盆
地的气候有时是强对流的过程，因此这些地方
可能受大的背景影响较小，拉尼娜表现不会很
强。“北方冷空气如果变弱，气温也可能回升一
些，北方可能就会感觉变化并非很大。”黄刚解
释说。

不会影响全球整体变暖

对于气候现象来说，对冷冬的统计并非
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气候现象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气候作为统计量，偏冷也有偏一
度或者偏零点几度之分。”黄刚指出，拉尼娜
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其造成的影响在不同年

代也有所区别。此次到底会造成何种影响，还
要看最近的海温。

纵观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其并非现代社
会的新产物，而是伴随地球始终存在。

“拉尼娜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只不过
相较于之前，人类对其更加关注了。”黄刚认
为，这是由于如今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以及
城市人群的聚集，让人们对于这种异常气候
现象变得更加敏感。“城市的脆弱让我们对灾
难更加关注。”

“我们现在需要去适应拉尼娜，因为气候
没有预警，可以预警的只是天气。”黄刚表示，
由于气候异常，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也在大
大增加，同时二者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

那么，拉尼娜的到来是否否定了全球变
暖的大趋势？对此，中科院大气所副研究员宗
海锋认为，目前人类正在经历全球变暖的大
趋势，天气波动非常厉害。“气候变暖导致水
汽增加，带来强降水，并通过极地和低压潮将
冷空气带到陆地，造成这种极端气候现象。”

宗海锋特别指出，全球变暖是指全球各
点上的平均值，而这个平均值是一个逐渐增
温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也会在某年或某点
上有高低起伏。“所以说，拉尼娜并不影响全
球的整体变暖。”

10 月 21 日，白熊坪生态科技保护站的志愿者顾伟龙在野外安装红外图像拍摄设备。
近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成立了白熊坪科研基

地和教育中心，建立集巡护监控、科学研究、自然教育于一体的保护区管理新模式，并完成了
智慧唐家河———野外监测网络工程和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简讯

发现·进展

广州分院科普活动走进中学校园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广州分院到广东化
州市同庆中学开展“手牵手、送科学”科普活
动。广州分院分党组副书记周传忠代表广州
分院，向该校赠送价值 2 万元的科普书籍及
科普装置。

据了解，“手拉手、送科学”活动是中科院
广州分院的科普品牌活动。自 2007 年开展以
来，该院组织科学家深入边远山区，走进学校
课堂，先后在广东博罗、兴宁、云浮等地的中
学开展了系列活动。 （朱汉斌夏建军）

2016 年山东省科协年会召开

本报讯 10 月 20 日，2016 年山东省科协
年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王春秋在年会上致辞。国家信息中心原总
经济师、国务院信息办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杨学山，以及欧阳自远、何友等多位
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

本届年会以“创新发展 科技引领”为主题，
同时设立 5 个分会场。王春秋表示，希望通过举
办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进一
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学术氛围和社会
氛围；也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年会为平
台，更加勇于承担所肩负的庄严历史使命，为科
技创新、技术进步，为更加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
在创新型省份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作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仇梦斐刘玮）

“中欧碳交易合作：成就与经验”
大会举行

本报讯近日，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和国际
合作发展总司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共
同举办“中欧碳交易合作：成就与经验”大会。此
次会议标志着中欧双方在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能力建设上的首次合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目前的中欧碳交易项目（支持中
国碳排放交易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始于 2014
年 1 月，计划于 2017 年 1 月完成。项目已经
同中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合作，支持自 2017
年起至未来所需的个体和制度能力建设，帮
助中国专家和相关方从欧洲碳交易体系和中
国试点中汲取经验教训，协助中国碳交易体
系建设根据自身特点稳步前进。 （唐凤）

中欧信息科学与技术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中科
院自动化所、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
等共同主办，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
合实验室承办的 2016 年中欧信息科学与技
术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的召开还得到法
国驻华大使馆的大力帮助。

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作
主题学术报告，内容涉及脑科学、人机交互等
多个领域，为中方和欧方的科研工作者以及
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科研成果和科研想
法的平台。 （彭科峰）

上海发布
公民科学素质“十三五”方案

本报讯《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以下简称《方
案》）日前印发。《方案》提出，到 2020 年，上海
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将从 2015 年的
18.71%提升到 2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据悉，《方案》将重点实施五大人群科学
素质行动和五大工程。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杨建荣表示，上海经济社会的全面健
康发展是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基础，上海教
科文卫体等事业的稳步推进是公民科学素质
提升的支撑，上海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是公
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关键，上海科普活动的有
效开展和相关场馆设施的不断完善是公民科
学素质提升的重要抓手。 （黄辛）

学术·会议

中国粳稻发展战略暨超级稻 20 周年研讨会

院士专家纵论超级稻发展战略
本报讯（记者潘希 通讯员张宜军）近日，

由中国工程院主办、沈阳农业大学承办的“中
国粳稻发展战略暨超级稻 20 周年”研讨会在
沈阳农业大学举行。与会院士专家总结了超级
稻研究推广经验、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
方向和战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旭表示，中国是世界
上开展超级稻育种研究较早，也是最为成功的
国家。20 年来，中国在超级稻研究中居于世界
领先水平，至今育出经确认的超级稻品种 156

个。全国超级稻种植面积已超过水稻总面积的
30%，在东北稻区高达 60%以上，取得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沈阳农业大
学杨守仁团队在国内率先从理论和方法上探
索了水稻超高产问题，开启了我国超级稻研
究。1996 年，农业部正式确立并启动“中国超级
稻育种及栽培技术体系研究”重大科技计划。

“20 年来，我国已育成经确认的超级粳稻
品种 53 个，实现了北方常规超级粳稻与南方

超级杂交籼稻比翼齐飞的格局。”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陈温福表示。

与此同时，近 15 年来，我国优质粳稻人
均年消费量已从 25 公斤增加到 35 公斤以上。
因此，陈温福认为，即便在粮食供给相对宽松
的形势下，仍须高度重视超级粳稻育种和栽培
技术的创新。同时，应因地制宜推进“北粳南
移”，强化生产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保证优质
粳米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

大米蔬菜中重金属对人体
生物有效性研究获进展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土壤生态研究组副研究员庄萍及其团队，以珠三角地区市
售大米和蔬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 3 种不同污染水平大米
和市售蔬菜中重金属对人体生物有效性以及烹调处理对生
物有效性的影响。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食物化学》和《环境
科学与污染研究》杂志。

研究显示，烹调处理降低了大米中镉和砷生物有效态
含量。低水量烹调可使中低度污染大米中的镉总量减少
10%，但中高水量对镉生物有效性没有影响；低水量烹调对
砷生物有效性没有影响，但中高水量可显著减少大米中的
砷生物有效性。同时，烹调处理对蔬菜中重金属的生物可给
性影响因蔬菜种类而存在差异，会使叶菜类中镉铅生物可
给性出现较大降低辐度，而对番茄、青瓜、胡萝卜和土豆中
镉铅的生物可给性影响不大。

研制大口径非球面
超精密车磨复合机床

西安交大西安交大

本报讯（记者
张行勇）近日，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西
安交通大学教授蒋
庄 德 主 持 完 成 的

“高档数控机床与
基础制造装备”国
家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大尺寸超精密非
球面加工机床及应
用工艺”科技成果
鉴定会在陕西宝鸡市召开。鉴定会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共同组织，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
大学校长郭东明任鉴定专家组组长。

专家组认为，针对国家对高精度大口径非球面光学元
件的重大需求，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国内超精密加工领域的
优势单位，首次采用阶梯梁结构成功研制出 1500 毫米非球
面超精密车磨复合加工机床，实现了典型加工件的面型精
度优于 5 微米，粗糙度小于 10 纳米。同时，项目组研制出
1500 微米大尺寸工件等应力支撑夹具和高精度工作转台，
开发了测量范围可达 1000 毫米的大尺寸非球面测量装置，
重复测量精度达 1 微米。

据了解，这一大尺寸非球面车磨复合加工机床填补了
国内空白，满足了激光核聚变装置、卫星用光学系统、大型
天文望远镜等国家重大工程及国防尖端技术对高精度大口
径光学非球面元件的需求。

揭示长期保护性耕作对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中科院东北地理所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来自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的孙冰洁、
张晓平等人在长期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研究
上取得进展。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土壤与耕作研究》杂志。

据了解，目前对于耕作方式影响东北黑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土壤物理化学过程上，对不同土层下土壤生态性质
的时间变化研究较少。

科研人员应用磷脂脂肪酸技术结合主响应曲线分析方
法，对免耕、垄作和秋翻下的土壤微生物量碳和群落结构进行
了动态研究。结果发现，在表层 0～5 厘米处，微生物量碳、群
落丰富度及群落结构随可利用性基质的季节波动发生显著变
化。同时，长期免耕和垄作有利于表层土壤微生物性质的改
善，造成表层 0～5 厘米处较高的微生物群落总量以及真菌和
细菌的生物量，但并未形成以真菌为优势种群的群落结构。

相关专家表示，该研究成果为东北地区保护性耕作的
应用推广及农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推动了保护性耕作其他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揭示金属离子激活
寨卡病毒解旋酶分子机制

中国科大中国科大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腾川团队利用 X 晶体衍
射技术，首次清晰地捕捉到寨卡病毒解旋酶只结合三磷酸
核苷（NTP）、与 NTP- 金属离子结合后的激活初始态及
NTP 水解后的状态，从而成功揭示了金属离子激活寨卡病
毒 NS3 解旋酶的分子机制。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核
酸研究》杂志。

NS3 是寨卡病毒基因组编码的 7 个非结构蛋白之一。
此项研究很好地解释了国外专家在其他病毒研究中发现的
奇特现象：如果没有二价金属离子的参与，NTP 不仅不能
推动病毒解旋酶的工作，反而抑制了其活性。

该项研究还首次为金属离子结合 NTP 后引起 NS3 解
旋酶自身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激活其活性的过程提供了结
构证据。与此同时，研究解析的晶体结构是同类型 NS3 解
旋酶中分辨率最高的，因此为治疗寨卡病毒感染的药物设
计提供了精细的结构信息。

此外，该研究工作揭示的机制不只局限于寨卡病毒
解旋酶，还适用于其他黄热病毒家族的解旋酶。据研究人
员介绍，包括该研究在内的国内外各项对寨卡病毒基础
生物学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人类对这一突发重要病源微
生物的认识。 （曾皓）

我国首次打通天地远程医疗会诊系统信号链路
本报讯（通讯员朱霄雄 记者甘晓）10 月

19 日下午，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两名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通过天地远程医疗会诊系
统，成功实现了航天员和航天员支持室、远
程医疗会诊中心、地面支持医院四方联动，
打通了天地协同远程医疗会诊所需的数据
传输链路，验证了我国首个天地远程医疗会
诊系统，预示着我国航天员中长期在轨飞行
医学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我是曙光医生，请按照手册开始常规医

学检查和无创心功能检查”“我是会诊医生，常
规医学检查数据和无创心功能检查数据完整
有效”“视频话音传输清晰”……下午 4 时许，
北京航天城内的航天员与空间应用支持室科
研人员严阵以待，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航天
员中心远程医学支持中心、地面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航天员在轨画面和航天员实时生理参
数，一条条口令、一串串数据在天地间往返。

据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医监医保研究
室主任吴斌介绍，景海鹏、陈冬在地面训练中

已熟练掌握止血、清创和包扎换药等基本医疗
技能及心肺复苏、捶击复律等自救互救技能。
面对未来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延
长，临床疾病发生概率将会提高，对航天员在
轨诊断和医学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在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中心牵头
组建了天地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该系统以远程
医学支持中心为枢纽，连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航天员支持室和地面支持医院，满足及时
开展天地协同医学问题专家会诊的需求。

兰州化物所为“天神”对接提供关键材料支持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10 月 19 日凌晨，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其
中，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
二号提供了交会对接机构零部件、太阳能帆
板驱动和展开机构部件、有效载荷运动部件
的润滑与防冷焊技术支持。

据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先进润滑与防护材
料研发中心主任陈建敏介绍，神舟飞船与天宫
二号上存在大量的摩擦副，必须解决空间环境
下的可靠润滑和防冷焊难题。以交会对接为

例，摩擦带来的阻力不仅增加了对接时的难
度，零件磨损还会使对接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此外，对接锁定后的金属部件若发生真空冷
焊，会影响一个月后飞船和天宫的解锁分离。

科研人员利用高性能固体润滑涂层技
术和长寿命润滑薄膜技术，有效解决了空间
运动机构相关零部件的润滑与防冷焊问题。
其中，磨损与表面工程课题组承担了大大小
小、形状各异的 42 种零件的表面润滑处理
工作。物理气相沉积薄膜课题组则负责太阳

能帆板展开的滑动材料以及天宫二号上照
相快门驱动机构的特殊润滑处理。

据了解，中科院兰州化物所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结合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开始研究
空间环境的润滑与防冷焊技术研究。该技术
在以往的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上获得多次
成功应用。此次顺利应用于神舟十一号和天
宫二号是相关工作的延续，有力保障了太阳
能帆板的顺利展开以及飞船与天宫的交会
对接和未来的解锁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