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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给地球上的生物都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作为生活在地球上

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自然的惩罚。为了生存，鸟儿努力跟上虫

虫的脚步，龟妈妈艰辛想办法生出雄龟宝宝，而年迈的老人用双肩挑起自己

的水之梦！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世界，而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适应这种改

变，变废为宝的低碳生活将成为一种新时尚！ 

    如果你是一只雄性彩色龟，全球变暖可能乍听起

来不错。因为最新研究表明，这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

雌性配偶以及更少的雄性对手。然而，如果这样的

话，太多的雌性可能会导致这个物种到本世纪末就无

法继续繁殖。 

    彩色龟生存于北美洲的淡水栖息地中，它们孵化

的后代性别取决于周围的温度。较冷的气候催生雄性

彩色龟，温暖则会催生更多的雌性。导致这种现象的

原因尚不清楚，但是这却是许多爬行物种的共同特

点。 

  雌龟对此有应对措施，它们能够将产卵时间改变

10天，以此来尝试均衡它们后代的性别比例。美国爱

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们在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岛

上研究彩色龟时发现了这一现象。然而，在一项最新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推断即使10天的回旋时间也不足

气候变暖催生鸟虫博弈 
盛的食物可供享用了。这样的结果便是，大山雀的后代越来越

少。 

  这可谓是一个坏消息！然而，同时也有一个好消息。 

  瓦格宁根市荷兰生态研究所的动物学家Thomas E.Reed和

同事在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尽管存在一些

负面的影响，但是研究中发现大山雀种群数量却一直较为稳

定。事实证明，较少的年轻大山雀意味着对稀缺食物的竞争也

减少了，因此有更多的鸟儿能够活到冬季。 

  研究人员还指出，尽管大山雀与毛毛虫之间的比例失当可

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鸟类的种群数量出现下滑，但是，

存活时间较长的这种缓冲效应又能够减缓这种下降趋势，从而

让大山雀有更多的时间进化，从而出现一种新的适应模式以跟

上毛毛虫的脚步。 

    对于大山雀而言，气候变化的结果并非像生物学

家最初设想的那样就一定是一笔糟糕的交易。 

  在40多年的时间里，在荷兰进行了一项长期研

究，追踪了这种普通的鸣禽——大山雀的生态特征，

包括何时产卵、卵的孵化率以及又小鸟存活率等等。 

  在过去，大山雀成功地将它们的繁殖季节与毛毛

虫出现的峰值时间同步，从而为它们的宝宝提供了最

为丰富的食物。 

  然而随着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毛毛虫与鸟儿都提

前了它们的春季作息时间，但是显然，鸟类已经无法

跟上毛毛虫的步伐。 

  许多大山雀的产卵时间比毛毛虫的繁殖时间晚了

整整两个星期，因此在饥饿的鸟宝宝周围再也没有丰

气候变暖将导致 “彩龟女儿国” 

以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研究人员称：“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雌性仅仅通过调整产卵日期是无法消除气候变化带给后

代的影响。不仅后代的性别比例将变成100%雌性，而且我们的

模型表明许多卵将无法孵化。” 

    研究表明，即使雌龟提前产卵，仅仅1.1摄氏度的升温就

会导致全部孵化成雌性的结果。同时，由于未来百年全球平均

气温预计将升高4到6摄氏度，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彩色龟灭绝。

彩色龟仍然能够找到避免这种状况的方式，比如说选择背阴的

产卵位置或者进化出对热量不太敏感的卵。然而，首席作者

Rory Telemeco认为气候变化的速度会使这种适应性变得非常

困难。科学家们最近也对这一物种进行了基因测序，除了可能

用于人类的医疗方案之外，彩色龟的基因或许也含有它们如何

应对气候变化的线索。 

    尽管研究只针对彩色龟，但是研究人员表示许多野生动物

可能都会受到性别比例变化的影响。  

    龙秀成挑着一担水走在黄土飞扬的路上，黄黄

的土地、房子和脸。从稳健的步伐中根本看不出来

这个挑水之人已经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80岁仍

然每天坚持去挑水，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农户忍痛卖

掉自家养了多年的羊买了摩托车来拉水，条件差一

些的农户像龙秀成这样的孤寡老人只能靠自己的肩

膀。从3公里外的小河菁背水回来后，他小心翼翼

地将水倒在厨房的一个大盆里，然后将两只空桶放

在一边，褶皱的脸上有密密的汗珠，他说，“现在

政府天天在提中国梦，我的梦就是能喝上水，全村

95%的人连做梦都在想水”。 

  云南省寻甸县肥草箐村由于海拔高，处于山头

地段，不利于天然蓄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使原

有的几个出水点干涸。该村原来的收入来源主要是

养鸡、养猪、养羊等养殖业。近几年因为连续干

旱，人的饮水成了很大难题，更没有多余的水来喂

养牲畜，大多数村民迫于无奈将家里养的猪羊都卖

掉，用卖的钱来买摩托车拉水。由于干旱严重村民

不能种蔬菜，只能高价到别处去买；由于干旱

村民每天花大量时间挑水，将干农活的时间用

在了挑水的路上；由于干旱庄稼减产甚至绝

收。干旱不仅使村民的生活成本提高，而且环

环相扣形成因旱致贫、因贫失学等现象。 

  面对干旱，政府和社会组织也曾在该村开

展过一些抗旱救灾项目，2010年，公益机构润

土曾开展送水到村活动；2012年政府组织打了

两口深井，可打到180米深度都没有见水；2013

年干旱以来，镇政府也组织过三次送水，每次

十吨左右，但只能解决全村3-5天的用水。 

  想要解决长期吃水问题，还需要付出更多

努力。与村领导及村民交谈时，他们均希望得

到外界的帮助来建设水窖，通过在雨季对雨水

的收集储存，来缓解或减少因干旱造成的损

失。 

  收集雨水解决干旱成为村民的唯一办法，

但如果天不下雨，又该如何面对？ 

云
南
旱
之
殇  



屋顶和墙面种蔬菜满足自用 

  “低碳之家”,两层楼、80余平方米,外观搭建

模式与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房子没有任何区别,然

而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融合50余项低碳、节能、绿

色、环保技术及产品建造而成,涉及建筑遮阳、自然

通风,墙体、屋面绿化技术,太阳能光热、光电技

术、智能家居、节能控制系统、LED照明系统、节水

技术等。 

  从屋外看,绿色植被覆盖了整个低碳之家的屋顶

以及南侧墙面,植物藤蔓纵横交错,生机勃勃。 

  “屋顶和南侧墙面,都可以用来种植蔬菜。”英

国设计师介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食品安全,屋顶和

墙面种植的蔬菜基本可以满足家庭自用。 

  不仅如此,这些蔬菜无需用自来水浇灌。那么,

植物生长所需的水来自哪里呢? 

  设计师给出了答案:水源都是通过收集屋顶的雨

水,安装智能喷灌系统,对墙面植被自动灌溉,降低了

房屋在给水方面的碳排放。 

  同时,植物本身通过光合作用,既吸收了二氧化

碳,又起到了优化环境的作用。 

  屋顶装有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电源来自太阳

能,这是“低碳之家”节能的重要一环。 

  在“低碳之家”,屋顶安装有太阳能光热板,太

阳能光热板将白天的太阳光能进行吸收、聚集并储

体验重庆低碳之家：CO2排放量近乎为零 

存,而到了晚上之后,将储存的电能释放出来,为房屋

提供电力。 

 

墙壁用的麦秸秆纤维板甲醛含量近乎为零 

  通常,麦秸秆的主要用途是做燃料或饲料。你能

想像出用麦秸秆做墙壁会是什么样子吗? 

  在“低碳之家”,记者看到,客厅的墙壁是一片

麦子色,很有田园风味。 

  据介绍,墙面使用的是以麦秸秆等农作物秸秆作

为原料的秸秆纤维板,甲醛含量近乎为零。 

  这种秸秆板价格每平方米为200多元。如果市民

要在家中隔一堵墙,就可以采用这个,既环保又美

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窗户安装了自洁低热玻璃,

可以自动清除玻璃上的灰尘。 

  据介绍,这种玻璃表面镀有一层坚硬牢固的纳米

锐钛矿二氧化钛膜层。膜层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照

射,能够将玻璃表面有机污染物高效降解为二氧化碳

和水等,使得玻璃易于清洗,一遇水,玻璃灰尘就自然

清洁干净了。 

 

设计理念比材料和技术更重要 

  “很多人问我‘伦敦·重庆低碳之家’用了哪

些先进技术和材料。其实,这些技术和材料在市场上

早已成熟,只是‘低碳之家’运用的方式不同。”4月

11日,参与“低碳之家”设计的英国All Design公司

设计总监马可司表示,目前重庆绿色建筑设计中,设计

理念的重要性远高于材料和技术。 

  马可司表示,“低碳之家”外墙采用的轻钢骨

架、隔板和绿色植物,都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市面上

随处可见,建造方式也非常简单,但通过适当的设计理

念指引,就能起到20%以上的节能效果。 

  “在英国,我们更关注节能表现,在中国,我们则

要更多考虑水和空气质量等问题。”马可司指出,

“低碳之家”在设计时非常注重使用大量绿色植被来

改善空气质量,“通过植被在室内产生更多氧气,以减

少从外部获取空气,另外,墙面材料的应用也不能影响

室内空气质量。” 

  对比国内其他城市,重庆有冬冷夏热的特点,在绿

色节能建筑设计上也有特殊要求。马可司认为,在设

计时,必须仔细考虑建筑朝向、间距、阳光、风向等

问题,在建筑屋顶、墙面等处,可采用应季节调整的设

计,起到冬天保暖、夏天隔热的功效。 

  “市民对已经建成的自家建筑,也可以进行节能

改造,例如减少玻璃窗的面积,更换更厚的窗帘等。”

马可司说,“其实绿色建筑远不止建筑本身,换个更省

电的空调,使用金属和纸等可循环材料,都是在创造绿

色建筑,所以说这是个理念问题。” 

    从昆明出发，5个钟头的飞机加上6个钟头的汽车，终

于回到了我期盼已久的家乡，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塞外小

江南”的春天。这里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地方，三壁高山层

叠，一条记忆着中朝友谊的鸭绿江绕城而过，与过城西大

河相汇流向远方。气候四季分明，半大陆、半海洋性特点

使得人们常年可感受着温润清新，降雨量多、积温高、无

霜期长，最具江南特色，因此素有“塞外小江南”之美

誉。良好的生态环境，加之江南般气候，孕育了丰富的自

然资源，林木、山珍、人参、林蛙和蜂蜜等土特产品一直

是倍受青睐的佳品。 

  然而，此时此刻正直5月，记忆中春暖花开、绿叶蓬勃

的景象却被秃秃的光杆大树、黑黄土地所取代，忙碌播种

乡农汗流浃背的身影也在宽广光秃的土地上消失了，而同

时，阵阵冷风吹的人瑟瑟发抖，这不禁使我察觉到“塞外

小江南”的春天迟到了？！ 

  “这几年的天气变化很奇怪，今年都5月了还没有暖和

起来，家里的暖气停了，晚上睡觉真是有些受罪。”妈妈

自言自语到。“这天也真是奇怪了，往年这个时候庄稼都

下地了，可这会儿地还是冻着呢……”。“今年的地要晚

些种了，本地的菜呀都得很晚才上市，估计着时令的蔬菜

瓜果价格一定又得贵的很呢！”“这也不知是怎么了？这

天就是不暖和了，这前几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往年这会儿

早就该下暖雨了。”……就这样，我在与家乡人的交流

中，不断搜索着我感受到的这股子五月寒流，确证了眼前

看到的不同与往年的春天之景的真实。这“塞外小江南”

在老人们的眼里，过去，气候总是好过于其他地方，可能

是山的存在，使得它与外界有些隔绝，尽管外面已经早入

冰天雪地，这里仍旧秋意昂然。然而，近年来，似乎这山

也挡不住这变化的气候，总会出现些历史罕见的景象，例

如春季大雪、寒流涌春，使得这庄稼都难得按老习惯下地

（种田之意）了。 

  看来，全球热议的气候变化，真的使得“塞外小江

南”的春天也迟到了！  

塞外小江南的

春天 
迟到了 

    植物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全球变暖的步

伐？对此问题，《自然˙地球科学》网络版日

前刊载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伴随着全世界范

围内的气候变暖，植物能够向大气中释放更多

的气溶胶颗粒物，而这些颗粒可以促进云系的

形成，继而帮助降低不断升高的大气温度。 

  气溶胶是细微的固态或者液态物质，广泛

分布在空气当中。大气层中的大部分气溶胶颗

粒物都来自人类活动，如汽车排放；此外，火

山爆发也会向大气层输送部分气溶胶颗粒。 

  据该研究合作机构之一“国际应用系统分

析研究所”发布的消息称，空气中还有很少的

一部分气溶胶来自自然生长的植物。植物能够

向空气中释放水汽、氧气等气态物，这些物质

与植物释放出来的气溶胶结合起来就能够形成

更大的空气悬浮颗粒物，从而反射太阳光线，

并产生出更多的云汽水滴。 

  该研究参与者之一、芬兰赫尔辛大学的

学者阿里˙阿斯米（Ari Asmi）介绍说：

“人人都能呼吸到森林里饱含的芬芳香气，

这些香气正是来自于这些气体。” 

  为了衡量森林植被降低大气温度的效

应，该项目研究人员在全球选择了11个点位

收集数据，监测气溶胶颗粒物的聚集浓度、

植物所释放的气态物以及当地气温变化。研

究发现，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植物会释放

出更多的气态物，这些气态物会与气溶胶颗

粒粘合在一起，然后促进云系的形成。 

  此外，还有一些自然现象也有助于降低

全球大气温度。有研究者认为，在海洋表面

四处漂流的浮游植物也能降低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浓度，从而降低气温。另外热带雨林也

研究： 

植物降温或能有助缓解全球变暖 

能够大量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水汽并形成

云团。 

  不过目前这项研究还未能弄清楚，源于植物的

生态气溶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有效地降低

气温。另外，该研究项目负责人鲍利˙帕佐那

（Pauli Paasonen）表示：“即使如此，植物也不

能最终将我们带离气候变暖。” 

  尽管在某些地域，例如像芬兰以及加拿大的森

林地带，植物降温的效应可以达到三成，但就全球

而言，这种降温效应其实相当微弱，对整体趋势大

概只能缓解1%。 

  不过研究者认为，无论如何，植物释放气溶胶

达成的降温效果对于预测气候变化模式来说依然具

有重要作用。帕佐那表示：“气溶胶对于气候模式

的影响效应是一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理解其如何

影响气温的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扫清诸多不确定因

素，从而更好地影响气候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