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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进展与展望
·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研究新动向

罗云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00 0 8 5)

[摘 要 〕 本文简要介绍了 20 0 2 年 4 月 29 日一 5 月 3 日在美国夏威夷召开 的
“

大气污 染物的气候

强迫
”

国 际专题研讨会的情况
,

以及 由此产生的该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及未来可 能的环 境政策动

向
。

而我国相应研究领域 的国际性
、

权威性研究成果太少
。

因此
,

无论对这些重要领域的科学研究

本身
,

还是从我国在国际环境外交领域争得主动权等角度看
,

进一 步加强大气污染
、

大气环境 与气

候变化和人体健康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关键词 」 空气污染
,

气候强迫
,

新动向

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全球千百万人的健康
。

据估

计
,

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在发达 国家 占国

民生产总值 ( G D )P 的 1 % 一 2 %
,

在发展中国家所 占

比例则更高
。

许多直接影响人体健康的污染物 同时

也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严重影响
。

那么
,

能否有切

实可行的办法和战略
,

既大大降低影响人体健康 的

大气污染物
,

同时又降低能引起气候变暖的化学物

质的排放 ?

这是 20 0 2 年 4 月 29 日一 5 月 3 日在美国夏威

夷召开
“

大气 污染物 的气候强迫
”

( iA
r

oP llu it on as
a

e li m at e F o cr in g w
o kr s h o p )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宗 旨

。

本次研讨会是 由美 国环境保护署 ( E PA )
、

美 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 ( N A S A )
、

H EW L ETT 基金会 等共 同

资助组织的
。

参加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定向邀请的来

自不同领域
、

具有国际前沿研究成果 的 60 多名气候

学家
、

化学家
、

污染学家
,

和高技术领域专家
、

健康学

家以及美 国
、

欧盟等各主要政策和科研管理部门的

10 多位官员
。

我 国共有 4 位科学家邀请做大会报
Z」匕
「习 。

目前
,

对大气污染及污染物对气候强迫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已引起各国政府
、

工业界
、

消费者等各个方面的重视
。

本次会议试图使 目前国

际科学界对大气污染物 的气候
、

健康 和环境效应 已

有的研究成果和 目前的主要不确定 因素有一个明确

的认识
,

并将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两个重要的全

球环境难题联系在一起
。

会议认为
,

通过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努力
,

国际

社会已经成功地避免了氟里昂增加引起的温室气体

的气候强迫
,

这次会议希望
,

能像对氟里昂温室气体

气候强迫的明确认识而使其含量被减低一样
,

通过

本次会议的科学交流能有助于提供区域和全球气候

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的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

此次会议的总的目的是
: 阐明大气污染在全球

气候强迫中所起的作用
,

全面了解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情况和对气候强迫 目前 的研究水平和不确定性
,

并且强调空气污染物在影响气候变化的同时
,

其对

人类健康与环境的综合影响
。

本次会议首次将大气

污染
、

气候变化
、

人体健康
、

减排技术与管理和政策

者联合起来
。

被美 国科学界认为是一次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会议
。

本次会议的科学 目标被限制于对两

类重要的大气污染物气候强迫效应的聚焦
:

一是大

气气溶胶
,

二是受大气污染物控制的温室气体
,

即
:

对流层 臭氧 ( 0 3 )和 甲烷 ( C执 )
。

因此
,

会议 主要讨

论影响对流层臭氧 ( 0 3 )和 甲烷 ( c 氏 )含量 的气溶胶

和其他污染物 (碳黑
、

N O X
等 )的排放

、

其对气候和人

体健康的影响和减排技术等
。

会议认为对这两类大气污染物环境
、

气候效应

的了解对于决定降低大气污染物 的气候强迫
、

人体

健康与环境影响效应有效战略的制定是非常重要和

必要的
。

会议试图回答
:
大气污染物对气候强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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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何才能使空气质量既有利 于气

候变化又有利于环境( 包括农业和生态) 和人类的健

康; 如何停止并进一步转变大气污染物增 长的技术

等
。

会议分非 c o :温室气体( 甲烷 c 执 和臭氧 03 )
、

大气气溶胶及气候强迫
、

减少气溶胶
、

c 氏
、

03 前体

物和C o :的技术
、

气溶胶和温室气体对人体
、

农业和

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 4天半的报告和

半天的总结
。

有几个明显的特色 :

( ) l 本次会议聚集了一批美国气候
、

环境
、

环境

高技术
、

人体健康研究领域的主流科 学家和主要政

府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
。

( ) 2会议首次将气候变化
、

空气质量
、

人体健康
、

减轻污染的高技术和政府政策联系在一起
。

( 3 ) 通过美国主流科学家和其他 国家科学家的

科学报告
,

会 议总结时强调 了几个方面的重要性
:

( } ) 非 C O : 的其他温室气体的重要性
。

即
,

强

调对流层臭氧 ( 0 3 )
、

甲烷 ( C氏 )
、

N o x 的相互作用和

对气候
、

环境
、

人体健康 的综合影响 ; 认为对流层臭

氧 ( 0 3 )
、

甲烷 ( C氏 )的增暖潜势很大
。

因此
,

减轻对

流层臭氧 ( 0 3 )
、

甲烷 ( C氏 )
、

N o x
等温室气体的影响

是既有利于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
,

又有利于环境和

人体健康
,

也是技术上可行的
,

是产生双赢效果的战

略举措
。

( ” ) 对于大气气溶胶
,

强调了碳黑类 ( S OO T )气

溶胶的重要性
,

认为碳黑类 ( SOO T )气溶胶会导致全

球气候的变暖
。

因此降低此类气溶胶的含量同样是

具有双赢效果的战略举措
。

( 川 ) 对于以往强调较多的硫酸盐类气溶胶
,

会

议认为因其对气候有冷却作用
,

可以在局部抵消温

室气体的增暖效应
,

因此
,

对这类气溶胶的减排被认

为虽对环境有利
,

但对气候变暖不利
,

只是单赢的措

施
。

与会科学家普遍认为
,

这次会议 的召开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

它对下一步该领域国际最新研究发

展方向
、

对国际环境谈判和各 国战略措施的制定均

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

会上
,

约有三分之一的报告涉及我国的情况
,

如

由于燃料效率不高
、

家用燃煤炉的普遍使用等
,

我国

碳黑类 ( S O O )T 气溶胶含量很高
,

由于污染物的排放

和大 面积 稻 田
,

我 国大气 对 流层 臭 氧 ( 0 3 )
、

甲烷

( C H 4 )
、

N O x
等温室气体含量也很高等

。

据说
,

布什政府 在去年拒绝签署 《京都议定书 》

时明确提出美国要尽快拿出一个可替代的更合理的

方案
,

那么这个方案究竟是什么 ? 各国翘首以待
,

但

美国迟迟没有拿出
。

显而易见
,

对美国而言
,

降低以

上这几类大气成分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低于 c o : 减

排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
。

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和在

会间的了解
,

我们认 为本次会议的举行 可 以相信将

会是布什政府将要提出的用于替代不签署 (京都议

定书》中关于 CO : 减排新方案 的重要 的科学依据和

下一步的策略
。

那么
,

到底这些科学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

信性 ? 到底我国实际情况如何? 我国在下一阶段应

如何应对这种有
“

充足科学依据
”

的替代 C o : 减排的

方案? 这种
“

科学方案
”

对我国是否有利 ? 等等
,

都

需要我国科学家和政府有及时
、

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

就近年来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看
,

对于大气

气溶胶和非 C仇 温室气体的物理
、

化学特性 和分布

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

国内的研究成果在 国际主流科

学界影响很小
,

涉及到污染物对 区域和全球气候的

影响的研究则更弱
,

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刚刚

起步
。

而这几个重要领域的交叉
、

综合研究就更谈

不上
。

因此
,

无论对这些重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本身
,

还是我国在 国际环境外交 领域争取 主动权 等角度

看
,

加强大气污染物
、

大气环境与气候变化和人体健

康领域的交叉研究已是时不我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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