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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 弱冷空气频繁
秋天里，天气经常会呈现出两种“极端”的状态：

一种是像干燥的晴天，阳光和煦，北风轻吹，整个城市

都带着一种疏朗气质；另一种则是阴雨连绵，让人莫

名有些淡淡的忧伤。

本周，阴天将陪伴我们。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

来一周，因为冷空气活动频繁，整个城市将持续着阴

天有弱降水的天气，今天，多云间阴天，明后两天，多

云或者阴天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 30～32℃

的样子，最低气温在 22℃。

秋天的阴天，总觉得多了几分忧郁的气质。所

以，阴天的日子里，要是你觉得闷闷的，出门感受一下

潮湿、微凉的空气，去看看渐渐美到极致的树叶。

之前我说过栾树，上周它们的果实淡淡的橘色，而

现在已经越来越靠近最美的深红色，叶子也渐渐黄了。

还有一到秋天就光芒不可挡的银杏。它是现存

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株洲也有不少成片

的银杏，在庐山路上，在钻石路，低调地站在普通的

街道边。

这几处的银杏，是我平时很爱的，也推荐给你。

有兴致的话去看看，也别有一番滋味。等到天晴了，

再去看，或许能察觉到它的颜色又浓烈了一些，呈现

出淡淡的黄色。植物就是这样，用它们比人类更敏锐

的感受，告诉我们季节默不作声的变化。

（王娜）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多地推交通新规
外地车辆轻微违法只警示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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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杨攀射落亚运会株洲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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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杨攀与启蒙教练伍江（左）亚运赛场上合影。 陈杰 摄

今天 多云间阴天 22～30℃

明天 多云转小雨 23～32℃

后天 阴有小雨 22～31℃ （市气象台9月25日16时发布）

风力：2～3级

风向：北风

“炎帝爷爷”盲盒、祈福香
包、铁盒红茶、黄桃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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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湖南航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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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抓母鸡杀了吃
结果被公鸡“抓”进医院
被鸡抓伤出血要打破伤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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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沈梦辰去吃的
海记米粉生意火爆
现在一天要卖500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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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组在今年发布了新的

评估报告：如果当前政策保持不变，预

计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将于 2066年恢复

健康，世界其他地区上空的臭氧层将

于 2040 年恢复。本次报告证实，逐步

淘汰近 99%的禁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已

取得良好成效，使平流层上层的臭氧

层显著恢复。

那 么 ，臭 氧 与 臭 氧 层 有 什 么 关

系？为何人们常说臭氧有害健康，但

却又要积极保护臭氧层呢？

位置决定“好坏”

臭氧实际上是氧气的同素异形体

（单一化学元素组成，因排列方式不

同，而具有不同性质的单质），因其气

味散发着鱼腥味，且在常温下可以自

行还原成氧气而得名。

臭氧在分解成氧气的过程中没有

二次污染物产生，使得它在化工生产、

医疗卫生、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具有独

特的优越性。

距地面 15-50 千米高度的大气平

流层，集中了地球上约 90%的臭氧，而

在位于 20-30 千米高度的平流层中，

臭氧浓度相对较高，平均厚度只有 3

毫米左右。别小看这不足 3 毫米的臭

氧层，它可谓是地球生命的“保护伞”，

能让太阳光中的可见光通过，且能吸

收掉 99%以上的有害紫外辐射，同时

将其转化成热能，对大气有增温作用，

并对大气的循环具有重要的影响。

即便如此，臭氧对人体也是有危

害的。人们在臭氧浓度较高的环境中

活动一小时，就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

和肺功能下降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

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而

这些损伤往往是不可修复的。

此外，臭氧还会破坏人体免疫机

能，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过量接触臭

氧，胎儿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臭氧是好是坏其实与它所处

的位置有关——臭氧一旦进入近地面，

就会由“地球卫士”变成“健康杀手”。

按照我国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臭氧浓度 8小时均值超过每立方米 160

微克，就会形成臭氧污染；如果超过每

立方米215微克就达到了中度污染。

南极臭氧层空洞从何而来

臭氧层空洞不是一个“洞”，而是

臭氧含量的低值区。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英国南极科考队的科学家首次观

测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臭氧

层变薄现象，这也成为人类面临的全

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太阳活动引起的太阳辐射强度变

化、大气运动、大气温度等因素都会影

响臭氧浓度和分布。与此同时，自工

业革命以来，消耗臭氧层的物质被开

发、生产、应用、消费、排放……大气中

的臭氧可以与很多物质起反应而被消

耗破坏，比较常见的是含碳、氢、氯、氮

的几种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能消

耗平流层中的臭氧，打破臭氧平衡，导

致地面紫外线辐射的增强，从而给地

球生态带来一系列问题。

制冷剂的环保进化之路

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臭氧

层厚度的减小与一类被称为氯氟烃的

人造化合物有关，这类化合物主要用

于喷雾剂和冷却设备。

氯氟烃类物质就是人们常说的氟

利昂。当它被排放到大气层中时，会

在高空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释放出氯

离子。这种游离状态下的氯离子会与

极不稳定的臭氧反应生成氧气和次氯

酸根离子，两个次氯酸根离子遇到光

会分解产生游离状态下的氯离子和氧

气。这种反应会在循环中不断进行，

一个氯离子可以将成千上万个臭氧分

解成氧气，造成臭氧层的消耗。

1921 年，“空调之父”威利斯·开利

发明了第一台商用离心式制冷机，开

创了人类制冷空调的新纪元。

1930 年，一批卤代烃制冷剂相继

出现，这些制冷剂从安全性和性能均

大大超越之前的制冷剂，美国杜邦公

司将其命名为氟利昂。在随后的几十

年间，氯氟烃与含氢氯氟烃制冷剂占

到了极高的占比。

1974 年，科学家曾预言：如果氯氟

烃生产仍以每年 22％的速度增加，并

最终完全释放到大气中，那么到 1995

年，全球臭氧总量将下降 5％。后来的

卫星和地面观测资料都证实了这个

预言。

1987 年 9 月 16 日，联合国为了避

免工业生产中氯氟烃化合物对臭氧层

的损害，继 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

公约》的基础上，邀请 26个会员国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蒙

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对 CFC-

11、CFC- 12、CFC- 113、CFC- 114、

CFC-115等五项氯氟烃化物及三项哈

龙（灭火剂）的生产做了严格的管制规

定。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普遍

通过的条约，这一天也在全球范围内

被标记为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我国致力保护“地球屏障”

制冷剂是除甲烷和氧化亚氮外，

我国第三大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源，我国的制冷剂回收处理也将是未

来一个时期保护臭氧层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重要工作之一。

根据统计和估算，我国目前国内

所有制冷设备中的氢氯氟烃和氢氟烃

制冷剂保有量大约有 200 万吨。如果

不能控制它们的排放，这些数量的制

冷剂基本都会在未来 10年里排放到大

气中。这还不包括未来 10年中新投放

市场的数量。

有专家提醒，在家用空调维修过

程中，如果维修工人提出要添加氟利

昂，一定要提醒师傅寻找制冷剂的泄

漏源，让师傅将泄漏点维修好了再加

氟（制冷剂），否则泄漏将继续发生，不

仅没有达到维修效果，同时泄漏的制

冷剂将加剧气候变化。

制冷剂合规回收处理的好处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回收减少大气污

染物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等），二是通过再生处理综

合利用而提高经济效益。

经过 10 年的广泛宣传和不懈努

力，我国制冷剂回收处理数量由最初

的一年十几吨发展到 2022年的制冷剂

回收量约 1800吨。

在保护“地球之盾”的道路上，全

世界已经携手行动起来，有计划地淘

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据《重庆科技报》）

臭氧是“好气”还是“坏气”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副教授曾振中团队在《全球

变化生物学》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

研究成功构建了一个基于遥感的全球

高山林线数据库，深入揭示了在全球

气候变暖背景下高山林线正在逐渐上

移的现象，为理解气候变化对全球生

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丰富证据。

该研究中，科研人员特别关注了

高山闭环林线，这些在山顶形成闭环

的林线较少受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

响，为深入探索气候及气候变化对林

线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条件。研

究团队利用高分辨率的森林覆盖影

像，详细分析了全球 243 个山脉近 100

万公里的高山闭环林线。论文第一作

者 何 心 悦 介 绍 说 ，从 2000 年 到 2010

年，全球约 70%的高山林线平均每年

上移约 1.2 米。其中，热带林线移动速

度最快，平均每年上移约 3.1 米，变化

幅度最大。

例如，在非洲的马拉维、大洋洲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东南亚的印度

尼西亚，部分林线以每年 10 米的速度

向上移动。相比之下，温带地区一些

林线表现出轻微的后退，每年平均向

下移动约半米。

该研究发现，在气温是控制林线

的主要因素的地区，林线上升速度最

快。而在温带地区，降雨更为重要，因

此林线的变化不那么明显。此外，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中，约 70%的高山林

线已经向上移动，尤其在热带地区，林

线的移动速度最快，变化幅度最大。

“虽然林线上移意味着更多树木

能从大气中吸收更多碳，也扩大了某

些森林物种的栖息地，但同时也给高

海拔地区的脆弱生态系统带来挑战。

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往往对环境变化

非常敏感，随着林线上移，它们开始争

夺空间和营养，这可能导致一些特有

物种受到严重威胁。”何心悦介绍说。

论文通讯作者曾振中表示，该研

究构建的全球高山林线数据库不仅有

助于生物多样性和碳评估，也为生态

模型的构建以及物种应对未来气候变

化的适应性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据《中国科学报》）

全球高山林线呈上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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