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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2℃

2023年可能又创下了一个“不受欢迎”的
温度纪录。

根据初步估计，11 月 17 日的全球平均
地表温度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2℃以
上，从而短暂跨越了《巴黎协定》提出的升温
控制门槛。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局长 Sam
Burgess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估计，这是全
球气温比 1850年—1900年（或工业化前）的水
平高出 2℃以上的第一天，达到 2.06℃。”她指
出，这个发现是暂时的。

这一天的温度超过里程碑数值表明随
着温室气体水平上升，地球变暖的速度加
快，但这并不意味着 2℃的变暖限制已经被
突破。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但这是一个令人担

忧的迹象。”伯克利地球组织的 Zeke Hausfather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 2℃”的目标，并
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1.5℃以
内。虽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比工业化前水平
高 1.5℃或 2℃，但气候科学家通常认为，这是
指与 19世纪后期相比，平均气温上升长期超过
1.5℃或 2℃。平均值的本质意味着，直到若干年
后世界才会突破这一极限。

此外，前工业化时代的定义也很重要。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Michael Mann表示，人类造成的
气候变暖实际上早在 18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在
19世纪末之前，气温已经升高了 0.3℃。

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世界各
地的最高温度纪录相继被打破，极端天气也更

多。这可能使今年的平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
时期高出 1.5℃以上。

有科学家指出，明年可能会更热，部分原因
是气候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阶段，后者将更多
的海洋热量转移到大气中。

然而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最新报告，到本世纪 30年代初，全球
长期平均气温升温预计不会超过 1.5℃。

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未来将二氧
化碳排放量限制在 2200亿吨以下，但是鉴于全
球年碳排放量约为 400亿吨，而且还在上升，这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根据 IPCC的数据，全球目前正朝着在本
世纪 40年代或 50年代升温 2℃的方向前进。

根据Hausfather的说法，全球变暖似乎正在
加速，但仍符合全球气候模型的预测。 （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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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

（共 59人，分专业学部按姓氏拼音排序）

2023年新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

（共 74人，分学部按姓氏拼音排序）

科学此刻姻 姻
当选是对过往的认可，
也承载着更高的期待

（上接第 1版）
“科学有不同层次的目标，如同物理、数学、

天文等学科一样，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回答最基
础的自然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
徐星说，这次能得到科学家共同体的认可，就是
最好的“奖赏”。

而在纷至沓来的祝贺短信中，徐星强烈感
受到年轻科研人员对学科和事业发展的期待。
因此，古生物学如何与生物学以及地学领域其
他分支进行交叉融合，如何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的驱动下，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推
动学科发展，正是他努力担负的责任所在。

除此之外，徐星还特别提到了科学家的科普
责任。“在大科普时代，如何把科学更好地推向公
众，古生物学者大有可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献龙：
是荣誉，更是新的起点

“很多科学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能
够当选院士，很幸运。”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献
龙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对过去工作的总
结，也是一种荣誉，但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今
后我要围绕棉花育种、人才培养、服务产业作
出更多贡献。”

棉花产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张献龙当
前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说，我国棉花科技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以及棉花生产水平都处于国际前
列，但我们的成本投入还比较高，绿色生产也有
待提高，从育种到种植再到收购加工等整个产业
链，还需要继续努力。

未来，张献龙希望能够在保证现有产量和
品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实现绿色生产，增强

我国从原棉到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绍铃：
当选与否不重要，还得干好自己的活儿

得知自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时候，南京
农业大学教授张绍铃正在实验室里和学生探讨
问题。
“其实是否当选不重要，活儿还是照样干。

只是以后要求更高了，要为国家的梨产业和果
树产业发展作出更多努力。”张绍铃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我希望有一天，‘梨业
强、梨农富、梨园美’的‘梨园梦’在中国大地上
成为现实。”
“我这辈子就专注做了一件事———梨的基础

研究和产业推广。”张绍铃说，“做事情就是要专
一和专注，要心无旁骛潜心做研究。我们长期关
注梨产业发展，就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专心致
志。”另外，他还强调搞科研一定要勤奋、精益求
精和勇于挑战。

张绍铃表示，下一步，梨产业发展要在如何
培育出突破性品种、保障种业健康发展方面下功
夫，着重解决梨产业中的重大关键问题，进一步
提升果实品质和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他和团队
还将继续在梨的新品种培育、果实品质提升和周
年供应上努力。“争取做到老百姓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尽可能满足老百姓日益多元的消
费需求。”

面对已取得的成果和荣誉，张绍铃丝毫没有
松懈。他说：“虽然我国梨研究的部分领域已经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我国从梨生产大国到世界梨
产业强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现‘梨园梦’
仍需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