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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温室效应

田景春

(成都理工学院沉积地质矿产研 究所 )

〔内容搞要〕 温室效应是由于大量的二氧化碳
、

抓氟烃和氧化亚氮等气体向大气中释放而造成

的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效应
,

其结果则导致海平面上升
,

危及沿海城市
,

破坏生态平衡
,

促使疾

病蔓延
,

带来气候巨变等
.

因此
,

加强对温室效应的研究
、

采取相应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际意义
。

关键词
:

温室效应 原因 后果 对策

1 引言

1 9 世纪中叶
,

一位美国西雅图的部落首领就警告过美洲新大陆的开拓者们
: “
人类属于

地球
,

而地球不属于人类
。 ”

然而开拓者更坚信
:

人类将主宰地球
。

地球自有人类出现至今 已

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命所必须的条件
,

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对地球 的

开发利用使得地球正遭受着毁灭性破坏
,

其中温室效应即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后果
。

温

室效应的产生危及着地球整个系统
,

因而加强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对于缓解地球
、

造福人类有

着重要的意义
。

2 温室效应的起因

温室效应是由于大量的二氧化碳
、

氯氟烃和氧化亚氮等气体向大气中释放而造成地球

表面温度升高的效应
。

温室效应的具体表现是
:

地球吸收到太阳照射的可见光后会向大气放

射出它所吸收到的红外辐射线
,

其中一部分随即被大气中的上述温室气体吸收从而使大气

温度上升
; 另外

,

由于大量温室气体充持空中使得大气圈臭氧层遭到破坏
,

结果使地球表面

的热散失受到阻止
,

从而也使大气温度上升
。

由上述可以看出
,

引起温室效应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上述气体造

成的
,

在这些气体中二氧化碳已成为全球气温上升的罪魁祸首
。

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矿物

燃料 (煤
、

石油和夭然气 )的燃烧
。

作为二氧化碳的释放源主要是以矿物燃料做为动力的工厂

O 本文 1 9 9 6 年 s 月 28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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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电站以及机动车辆
.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最新报告
,

1 9 8 8 年全球二氧化碳释放量为 60 亿

吨
,

其中美国有 1 4
.

2 亿吨
,

占世界排放量的 23
.

7%
,

这就是说全世界 C O
:

排放量中有近 1 4/

是美国释放的
。

因此
,

做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应属西方工业国家
。

人类的生活条件

和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

家庭生活电气化的时代也已开始
,

大量使用 电冰箱
、

空调以及制

造塑料和清洗电子元件等每年消耗掉约 1 10 万吨氯氟烃
,

且向大气释放的氧氟烃就多达 70

万吨
,

结果使大气圈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
,

从而引起大气温度上升
。

总之
,

人类活动使得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 (表 1
、

表 2) .l[ 幻
,

引起温室效应的

最主要
、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类自己
。

对此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
,

1 9 9 0 年 11

月 7 日在日内瓦结束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和通过的《部长宣言 》
,

表明人类正在同自己斗

争
,

来控制温室效应
,

维护与自己依依相关的地球大气圈
。

表 l 大气中退室气体的浓度及变化趋势 (据郑宝山等
,
1 9 9 2 )

T a b l e 1 C on 沈 n t ar t i o朋 幼d
v
ar 五a t i o璐 1. t h e g r e e n b o u . e g韶es i . t加 a t m “ P h e r e

( a f t e r
Z h e n g B a os h a n e t al

. ,
1 9 9 2 )

二二二氧化碳碳 甲 烷烷 C F C一 n 中中 C F C一 1 2QQQ 氧化亚氮氮

大大气中浓度单位位 X 1 0一一 X 10
一 666 X 10 一 ,, 火 10

一 ,, X 10
一 1111

111 7 50一 18 0 0 (年 ))) 2 8 000 0
。

888 000 000 2 8 888

1119 9 0 (年 ))) 3 5 333 l
。

7222 2 8 000 4 8 444 3 1 000

目目前年增长速度度 1
.

888 0
`

0 1555 9
.

555 1 777 0 888

(((增长百分数 ))) ( 0
.

5% ))) ( 0
.

9% ))) ( 4
.

0写 ))) ( 4
.

0 % ))) ( 0
.

2 5% )))

大大气中存留时间 (年 ))) 5 0一 2 0 0匆匆 1 000 6 555 13 000 1 5 000

注
:

①c cF 一 n 和 c此一 12 是两种使用最广泛的抓扳烃制冷剂
.

②进入大气层的 C O :
被海洋或植物吸收时

,

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不同

表 2 中国沮空气体排放 t 估测 (据高树婷
,
1 9 94)

T a M e 2 E s lt m a et d d l s比 a gr
e a m o u . t s o f th e g r

ee 皿 g o u se g as e s i n C h i n a
( . f et

r G a o S h u t lo g
,

1 9 9 4 )

种 类
现 状

( 1 9 9 0 年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 2 0 2 0 年

C 0 2① 煤炭

石油

天 然气

4 7 5 7 7

6 9 5 0

水泥

小计

稻田

5 2 4

2 8 5 2

5 7 9 0 3

1 1 9 0

6 3 1 2 2

1 2 1 1 3

1 0 3 2

5 16 8

8 1 4 3 6

1 1 9 0

8 5 6 6 5

1 3 8 9 9

2 2 3 5

6 2 9 7

10 8 0 9 6

1 0 7 3 0 7

1 5 1 4 2

3 4 3 9

7 6 7 0

1 3 3 5 5 8

反当动物

工业

其他

小计

78 2

1 4

丝兰旦
3 11 2

11 9 0

9 35

l 9

1 2 18

33 62

1 1 9 0

1 0 8 9

2 4

1 3 1 0

3 6 1 3

532n03L]一肋

C F C一 5 C F C一 6 C FC一 2

N : 0 0

合计 6 0 0 0 0 8 4 5 5 0 1 0 5 1 60 13 7 2 0心

注
:

①以碳计 ,②以氮计 ; ③单位为万吨

3 温室效应的后果

温室效应已越来越受到人类社会的注意
,

这是由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
,

全球气候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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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

最终将破坏生态平衡
,

威胁人类生存
。

正如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戈德温
·

奥巴西于 1 9 8 9

年 n 月所发出的警告那样
: “
到 2 0 2 0 年地球气温将上升 4℃ ,

这将在生态平衡方面给人类

带来严重的后果
” 。

温室效应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3
.

1 引起海平面上升
,

危及沿海城市

温室效应可能使海平面上升 2 c0 m 至 1 4 c0 m
。

英国科学家已发现北极冰盖 10 年来由于

温室效应引起融化而明显变薄 3j[ ;
英国核潜艇在格陵兰以北地 区冰层下的声纳测量表明

,

该

区冰层的平均厚度已从 1 9 7 1 年的 6一 7m 减至 1 9 8 7 年 4一 sm
。

冰层的融化必将引起海平面

上升
,

结果将使沿海城市被淹没一些专家认为
:

如果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释放量不断增加
,

在未来 40 年中地球表面温度将上升 3一 8℃
,

结果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使恒河
、

尼罗河和

密西西比河几个大三角洲被淹没
;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国家

,

如马尔代夫
、

图瓦卢
、

汤

加
、

基里巴斯
、

马绍尔群岛等不复存在
;
海水也将漫过 日本东京 30 %的地面

;
濒临北海的荷

兰以及中国的上海均将从地球上消失
。

我国学者近几年通过对中国沿岸海平面变化研究也

发现海平面处在不断上升之中 (表 3) s1[
,

韩幕康等 ( 1 9 9 0 )应用 T M 遥感影像与地理信息系

统
,

估算出海平面上升 3 0c m
,

天津市泛滥面积将占有总面积的 44 %
,

其中塘沽
、

汉沽完全被

海水淹没 6j[
。

表 3 中国沿海岸近几+ 年相对海平面上升趋势估算 (据杨桂山等
,
1 9 9 5)

T a U e 3 E s t im a t e d
r a t es f o r r e l a t i ve s e a 一 l e

v e l r i s e s a l o n g t h e C h i n es e

coa
s st i n las t d e e a ds s

( a f t e r Y a n g G
u is h a n e t a l

. ,
1 9 9 5 )

研究者及发表年限 平均上升速率 ( m m /a) 资料依据

K
.

0
.

埃黔里等 ( 1 9 8 7 ) 2
.

5 ( 一 1
.

9一 1 1
.

5 ) 8 个验潮站 19 5 0一 1 , 8 0

王道永 ( 1 9 8 6 ) 2
.

1 (一 3
.

0一 1 0
.

8 ) 1 6个验潮站 1 9 6 0一 1 9 8 6

王志紊 ( 1 9 8 6 ) 3
.

5 (一 9
.

5一 1 0
.

5 ) 2 0个验潮站 1 9 5 0一 1 9 8 0

周天华等 ( 1 9 9 2 ) 0
.

7 (一 2
.

9一 2
.

6 ) 7 个代表性站 1 9 5 0一 1 9 89

黄立人等 ( 1 9 9 2 ) 0
.

3 (一 3
.

3一 2
.

2 ) 1 2个验潮站 19 53一 1 9 6 3

郑文振 ( 1 9 9 5 ) 1
.

4一 2
.

0 5 0 个验潮站

任美钾 ( 1 9 9 3 ) 1
.

0一 4
.

0 (一 3
.

4一 2 7
.

8 ) 5 2 个验潮站 1 9 6 0一 1 9 8 9

注
:

表中上升速率栏括号内数据为依据各潮站资料计算出的变化范围
,

其中
“

一
”

表示相对海平面下降
,

资料依

据栏中的资料年限各不一样
,

表中所列为代表性年限

.3 2 破坏生态平衡

有人曾经说过
,

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 比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更大
,

而由温室效应

引起的地球表面温度上升正在破坏着地球上的生态平衡
,

这主要表现在植物
、

动物和昆虫出

现迁移现象
,

以适应气候变化 ; 一些动植物因不适应环境而被毁灭
「7」; 一些农作物的产量由

于气温上升而下降
,

甚至无收
;
沙漠地 区由此不断扩大

;
森林面积不断减小

;
干旱连年发

生 la[ 〕
。

这种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势必产生不良影响
,

也将使得人类自身付出

昂贵的代价
。

.3 3 促使疾病蔓延

温室效应造成的气温升高和臭氧层变薄而引起的紫外线辐射加强会使某些疾病蔓延
,

同时也会损害人体自身对疾病的预防能力
。

由于气温升高
,

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由吸血蝙蝠传

染的狂犬病
、

登莱热和黄热病有可能传播到北美洲
。

紫外线的辐射不仅会导致癌症
,

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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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变或消除免疫系统
,

加剧了一些与皮肤有关的疾病的产生
,

如麻疯病
、

天花
、

皮肤溃疡和

疤疹等
.

据证实
,

臭氧层的臭氧量减少 1 %
,

放射到地面的紫外线则增多 2%
,

皮肤癌的发病

率相应增多 4%一 6%
,

过量的紫外线还可以加速艾滋病的发病率
,

甚至引起天然电磁场的

变化
,

影响人类的整个健康 33[
。

3
.

4 带来气候巨变

温室效应最终使围绕地球的大气圈的平衡遭受破坏
,

从而带来气候巨变
,

这主要表现

为
:
( l) 干旱

。

80 年代以来
,

随着温室效应的影响使得整个地球大部分地区遭受干旱
,

仅 1 9 8 9

年上半年
,

西欧
、

北美和南美地区的降水量只有往年的 25 %
,

地中海沿岸滴雨未下
。

干旱还

引起森林火灾
。

非洲大陆因干旱而失去家园和土地的难民达 10
,

。00
,

0 00 人以上 〔’ 」; ( 2) 高

温
。

1 9 8 8 年 7 月热浪袭击欧洲
,

意大利的科森察气温升到 44 ℃
、

希腊雅典 42 ℃
、 ,

开罗达

40 ℃ ; ( 3) 咫风
。

以高速流动袭击人类赖以生存的周围环境 sj[
。

总之
,

得不到控制的温室效应

所引起的气候现象足以在 50 0 年内毁掉全部人类文明
。

温室效应对于人类生存的环境
、

人类自身
、

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

影响
,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控制
,

海平面在 40 年内可能上升约 2 c0 m
,

到下个世纪末

会上升 “ c m
,

珊瑚岛和低洼的滨海地区将遭受灾难
,

60
, 0 00

, 0 00 左右的人将成为环境的受

害者或环境的难民
; 同时诸如虫灾和森林大火等灾害将增加

;
生态构成将发生重大改变

。

4 温室效应的对策

温室效应已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并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

近年来各有关专家已相继

展开了一系列的地区性和国际性会议
,

诸如 1 9 8 9 年 n 月初 68 个国家的有关部长在荷兰诺

德威克召开国际大气污染和气候变暖会议以及 1 9 9 0 年 n 月 7 月在 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届世

界气候大会等
,

共同商讨具体措施和对策
。

控制温室效应的对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减少 C O
:

的排放量
.

据推算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大气中的 C O
:

含量从 27 4 又 10
一 `
上升

至 35 0 x 1 0
一 ’ ,

若 C 0
2

升至 55 o x l o 一 ` ,

全球每年平均气温将上升 3一 9下
。

所以
,

尽可能减少

向大气排放 CO :
是最主要的对策

。

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

其一
,

从利用传统的矿物燃料逐步转

向利用再生能源 (如太阳能
、

风能
、

水力发 电和太 阳能发电以及核能 ) ;
其二

,

提高能源利用率

和节能
。

2
.

改变交通工具
,

完善机动车辆
。

每年用于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各种车辆所排放的废气

是大气中 CO
:

的主要来源
,

因而改变交通工具由机械代替机动对控制温室效应将起重大作

用
;
另外加速研究新的装置安装在各种机动车辆上来吸收

、

净化其所排放的废气也是控制温

室效应的重要措施
。

3
.

限制氯氟烃的生产
,

研制新的制冷剂
,

代替传统的气雾剂
,

是缓解温室效应的途径之

4
.

努力合作
,

共同研究
。

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是全球性的
“

灾难
” ,

因此
,

各国有关

的专家
、

学者应通 力合作
,

共同研究
,

并制定出科学的方法
,

缓解现存问题
,

控制未来新的温

室效应的再形成
。

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而来的温室效应已在无声无息地危及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

因

此加速对其形成原因及后果的研究对实施 合理的对策来缓和清除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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