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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变化 

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	

受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中温室气体（以 CO2 为主）

的浓度不断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类燃料和大面积

砍伐森林，大气中 CO2浓度从 1750 年的 280ppm 增加到了 2011年的

390ppm。 

 

 

 

 

 

 

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

度上升了 0.6±0.2℃。 

 
1861年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气温距平的变化（IPCC，2007） 

温室效应示意图                                              化石类燃料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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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巨大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尺度、全方位、多层次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并存，但它的负面影响更受关注。 

 
地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导致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冰川和积雪融化加速，水资

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气候变化还引起海平面上升，沿

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影响更为严重，小岛屿国家和沿

海低洼地带甚至面临被淹没的威胁。气候变化对农、林、牧、渔等经

济社会活动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加剧疾病传播，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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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暖使海水增暖、冰川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海水酸化、

大洋环流结构改变以及海洋灾害加剧；气候变化也使得海洋食物网结

构变化，部分种群在群落结构的演替和种间竞争中失去优势、生物多

样性被改变、海洋/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退化。 

 
气候变暖使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IPC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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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增暖	

全球增暖导致了海温的变化，全球大洋普遍呈增暖的趋势。 

南极中层海水温度 20 世纪 80 年代比 50 年代升高了 0.17℃，升

温幅度大于全球其他海域，并且主要集中在南极绕极流海域，几乎与

南极气温的增暖量值相当。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深海也发现了温度升高

现象，900m深的海水温度在 1962‐1987年间升高了 0.5℃。南太平洋

深海也有类似的情况。   

 
预计到 21 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增温将达 1.1‐6.4℃。（IPC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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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酸化	

海水是一种很好的溶剂，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碳储藏库，海洋容纳

的碳比大气容纳的碳多出 50 倍，海洋中的冷深水是二氧化碳的主要

储藏库。当化石等燃料燃烧时，二氧化碳被释放到大气中，大约有一

半的二氧化碳迅速溶解在海水里，并被带入深海。 

据估算，从 1800～1994 年，海洋吸收了人类活动释放到大气二

氧化碳 48%，海洋目前已经达到了它 1/3的存储能力。以目前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计算，到 21世纪末，海洋的表层水将呈现明显酸性。 

 
海水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酸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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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	

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也在不断的上升。全

球海平面在近 100 年来已经上升了约 18厘米。 

海平面上升使沿

海地区有被淹没的危

险，对经济发展和人

类生存造成严重的威

胁。据美国环境保护

署估算，若全球海平

面上升 1 米，全球 10 亿人口生存环境将受到威胁，500 万平方公里

土地遭到破坏，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泰国曼

谷、日本东京、意大利威尼斯、俄罗斯圣彼得堡和中国上海都将沦陷

在海水中。 

 
因海平面上升而导致的“上海淹没”景象合成图（资料来源：2009年 10月 15日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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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冰川融化	

随着全球变暖，极地越来越多的冰川融化。据英国利兹大学与

NASA 等组成的研究小组推算，过去 20年内南极与格陵兰岛的冰盖总

计消失了 4.26 万亿吨。其中，格陵兰岛冰盖融化就达 2.94 万亿吨，

融化的冰水导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约 1厘米。 

 

2012 年 3 月至 9 月，北极融化海冰面积多达 1183 万平方公里，

比整个美国国土面积还大，冰层覆盖面积创“历史新低”。 

 
北极夏季海冰覆盖度变化明显 

 

1984 年 9 月 14 日 2012 年 9月 13 日

海冰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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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流结构变化	

海洋的温盐环流系统是大洋中最重要的海水运动，一般被形象地

称为“大洋输送带”。在这个系统中，北大西洋表面冷而致密的海水

下沉到海洋深处，再经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最终回到大西洋。这整个

循环过程要花费数个世纪之久，是调节地球上大陆之间热量的最重要

的循环之一。 

 
温盐环流在地球上温度和盐度都不同的大洋之间输送着营养物质和热量 

 

气候变暖使北极冰川不断融化并快速漂移到海洋中，为其注入大

量淡水，改变了温盐环流结构。淡水不再下沉（淡水的密度比咸水低，

密度高的咸水才会下沉），将切断循环的下沉线路，从而停止全球性

的热能传输，随后欧洲等地区可能会陷入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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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何全球在变暖冬天却更冷？	

近年来，异常寒冷的天气正在席卷全球，很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变暖”，认

为近来的极度寒冷和“全球变暖”的说法相矛盾。事实上，冬天的极寒天气，正

是全球变暖的结果。 

全球变暖导致极地海冰大量融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影响气流和洋流系统，

超级寒冬出现了。全球变暖导致海冰融化，随着海冰减少，北极海域裸露出大片

水域。深色系的海水比雪白的海冰更易吸收热量，从而影响极地高压天气系统的

发展，北极冷空气南下将北极和西伯利亚的寒风带到广阔的欧亚大陆。 

冰山融化使更多的淡水流入海洋，海洋表面温度的升高，海水盐度减小，这

可能让温盐环流减缓甚至完全停滞。没有温盐环流，来自赤道的热能将无法被传

送到北大西洋地区，于是，北美东部和西欧等地区就会变得寒冷。 

当然，冬季极度的天气是由诸多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造成，而全球变暖是背后一

个重要的推手。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冬天可以变得越来越寒冷。 

2012年 2月 2 日，欧洲东部、中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雪和极端严寒天气，白天气温降

至零下 10℃到 20℃左右，到晚上气温可低至零下 20℃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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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加剧	

气候变化使沿海地区的风暴潮灾害发生频率增大，强度加强，损

失加重；咸潮发生时间提前，持续时间增长，强度加大；生态灾害（赤

潮、绿潮等）发生频次高，范围扩大；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土壤盐

渍化等灾害在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下进一步加重；淡水资源污染加重，

城市供水受到影响；海平面上升严重影响入海河口区域的行洪，沿海

城市排水能力下降，堤防防御标准降低，港口功能下降。 

 

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海洋灾害最频发、灾害程度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 90年代以来，极端天气过程和海洋灾害

频发，沿海地区由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平均 150 多亿

元。未来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海洋灾害的影响，主要海洋灾害发生

频次增多、灾害区域扩大、灾害损失程度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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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研讨表明，气候变化将从很多方面给海洋生物的生存带来威胁，

它们的食物来源、迁徙模式、种群的规模等都会受到影响。海洋生态

系统也可能因此发生改变，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总体繁殖能力都将与

以往不同。这将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并危害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沿海

地区的食品安全。 

随着气候变化进程

加剧，比如鲨鱼、鲸鱼、

海豚、金枪鱼、长嘴鱼

类、海龟、海鸟等，正

越来越多地受到风向、洋流、气温、水温以及降水量变化的负面影响。

全球变暖可能导致部分金枪鱼类的理想繁殖区域严重缩减，到 21世

纪末期，金枪鱼捕捞业将因此受到损害。 

尽管科学家可以限制捕杀、

航运和离岸石油开采行为，但

面对全球变暖造成的海冰不断

消融，以及因此引发的海象、

北极熊和海豹的栖居地不断缩

减，他们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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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白化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日趋增多，海水酸化导致全世界大部分珊

瑚礁正面临死亡的威胁。据英国《卫报》消息，一份新公布的研究表

明，到 2050 年，全球 98%的珊瑚礁将无法在过度酸化的海水环境中

继续生存。海水酸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大型珊瑚礁的消失将使很多鱼类和海洋生物失去栖身之所，从而

给依靠这些生物生存的种群带来灭顶之灾。海岸线也将因此失去天然

屏障，不得不遭受海浪的冲击，旅游业也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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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堡礁 27年减一半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证实，大堡礁的珊瑚正在受热带气旋和

一种本地海星破坏等因素的影响，在过去 27 年中消失了一半。 

科学家称，全球气候变暖，海水温度的上升，以及热带风暴的侵袭，是导致

大堡礁缩小的原因之一，而洪水和含农药废水的流入也在危害着大堡礁环境，蚕

食着大堡礁的珊瑚群。如果珊瑚礁消失的趋势不能阻挡，会有更多的生态面临威

胁。 

科学家警告，大堡礁的珊瑚礁消失速度比原来预测的要快，如果按照目前的

趋势发展下去，到 2022年大堡礁的珊瑚礁规模将继续变小，生物多样性将降低。

在调查的 214处珊瑚礁中，珊瑚覆盖率从 1985年的 28%下降至 2012年的 13.8%，

只有 3处未受到明显影响。 

美丽的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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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海拔沿海地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	

低海拔沿海地区（靠近海岸线、海拔 10 米以下的地区）仅占世

界陆地面积的 2%，却居住了 13%的城市人口，是气候变化的脆弱区

域。这些区域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发生在这些地区的洪涝、

风暴潮和台风等灾害的致灾程度。 

荷兰有 74％的人口生活在海拔不到 10米的地区。而这个国家早

就经历了一场海水带来的惨剧。1953 年 2 月 1 日，风暴潮冲垮了拦

海大堤，海水涌进了荷兰的陆地（荷兰有将近一半的土地位于海平面

之下），侵入到海岸以内 60 多公里的地方，淹没了约 20 万公顷的农

田，数千人在这次灾难中丧生。荷兰人由此痛定思痛，建立了世界上

著名的最大规模拦海大堤。 

 

 
荷兰的拦海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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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被海水淹没 

半个世纪之后，类似的悲剧

在美国南方城市的新奥尔良重

演。2005 年 8 月底，飓风“卡特

里娜”袭击了墨西哥湾地区，风

暴潮把大量的水注入了平均高

度已经低于海平面 2.4米的新奥

尔良城区，随后整个新奥尔良市

区被水淹没。直到三年后，新奥

尔良一些受灾最严重地区仍然

断瓦残垣，复兴之路举步维艰。 

我国的沿海低海拔地区主要分布在辽河三角洲沿岸、渤海湾和莱

州湾及黄河三角洲沿岸、苏北和长江三角洲沿岸以及珠江三角洲沿岸

等，其面积约为 12.6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1.3%，人口约

为 1.4 亿人，是全球低海拔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低海拔沿海地区

生活的人们需要更多的考虑海洋灾害风险。 

 

辽宁盘锦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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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得到各国政府与公众的极大关注。1979 年，第一

次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并呼吁保护气候。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全

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并定期发布评估报告。 

 

2009年，马尔代夫召开世界上首次水下内阁会议，提醒人们全球气候变暖对岛

国造成的影响，告知人们低地岛国面临的危险和困境 

1992 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

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到目前为止，UNFCCC已经收到来自 185

个国家的批准、接受和支持，并成功地举行了 6次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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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谈判停滞或导致公约失去法律效力 

2010 年，有近 200 个国家达成共识，致力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平

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摄氏度以下，降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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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能做什么 

社会公众应具有气候变化的海洋忧患意识，增强节能减排意识，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为减缓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贡献自己的力

量。 

（1） 多使用节能环保的电器，比如，不用常规灯泡，使用节能灯。 

（2） 随手关灯，关闭电器电源，不让电器处于待机状态。 

（3） 不要把平底锅和水壶装得太满。灶火大小要适合你的平底锅。

保持冰箱处于无霜状态。 

（4） 夏季天气不算十分炎热时，最好用扇子或电风扇代替空调。

使用空调时，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 

（5） 使用经济型、小排量汽车，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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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自行车。你有想过跟家人、朋友共

乘一辆汽车吗？仔细想想你旅行需求。你真的需要飞行吗？

可能一个电话会议更节省时间，金钱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7） 使用再循环材料，自备购物袋或重复使用塑料袋购物，注意

购买包装简单的产品，减少废物排放。 

（8） 购买季节性的水果和蔬菜能减少温室生长的农作物。很多温

室都消耗大量的能源来种植非季节性的产品。 

（9） 合理使用纸张，减少粮食浪费。 

（10）你还可以告诉更多的人，有关地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知

识，让更多人跟你一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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