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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致森林火灾和碳排放大增

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 12月 3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指

出，厄尔尼诺现象已大幅增加了泛热带森林中的火灾次数和由此产生

的碳排放量。研究发现，厄尔尼诺现象减少了泛热带森林中的降雨和

蓄水，助长了火灾的发生和扩散。这些大火遵循大陆热带地区的季节

性规律，或有助于科学人员预测火灾的发生。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ENSO）是一种海洋—大气系统的周

期性变化。东太平洋热带区域海面会出现温度变化现象——暖洋阶段

（厄尔尼诺）和冷洋阶段（拉尼娜）。目前，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

象已被证明会对气候的年度变化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此次分析了 1997 年至 2016 年（期间

出现 6 次厄尔尼诺和 6次拉尼娜现象）的卫星数据，鉴定与火烧地区

和燃烧排放物相关的气候条件。他们发现，相比于拉尼娜现象，厄尔

尼诺引起的降雨和蓄水减少使泛热带森林中的燃烧排放物（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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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133%。

研究表明，亚洲赤道地区的火灾次数在 8 月到 10 月达到峰值，

次年 1月到 4月转移到东南亚和南美北部，3月到 5月则进入中美洲，

最后在 7月到 10 月转至亚马逊南部。

本研究所描述的火灾行进路线，揭示了地球系统应对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现象的滞后，如能加以改善，则可以帮助建立火灾风险预报。

钱晶晶综合编辑

气候变化导致亚洲极端热浪天气

近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研究显示，2016 年全球气

温创新高，亚洲出现极端热浪，阿拉斯加岸外海域的水温也异常温暖，

均是因为人类活动如燃烧化石燃料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引发的。

这份报告题为《从天气角度解释 2016 年的极端气候》，是全球科

学家首次确认，极端天气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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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化虽然被认为提高了发生水患、

旱灾、风暴和热浪的风险，但并未被视为唯一原因。

亚洲 2016 年出现炽热天气，印度 3 月至 5 月热浪已夺走了 580

人的生命，泰国的能源消耗量也因民众纷纷使用冷气而创下新高。

全球温度在 2016 年创下新高，是近代史上最热的一年。该报告

指出，“只有百年来的人为活动才可能造成这创纪录的高温”。

冯春华综合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俄罗斯研发新环保燃料 有效利用工业废料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TPU）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技术，

即制造以浓缩煤或炼油后的工业废料为基础的环保燃料。该研究结果

发表在杂志《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上。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热能过程自动化部门负责人帕维尔•斯特里扎

克表示，该大学发明的燃料比初级燃料环保性能高 10 倍，还能立即

解决两个问题：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排放量,并有效地再利用工业废

弃物。

科学家们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高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

原因。另外，随烟气进入大气的粉尘可能含有重金属。而在有机燃料

燃烧的气体生成物中可含有有毒微量元素，致癌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有

害物质。科学家解释说：“最危险的是硫和氮氧化物的大气排放。结

合大气中的水分，它们会氧化并形成硫酸和亚硝酸的溶液，造成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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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的提高破坏了保护地球免受紫外线宇宙辐

射的臭氧层。”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的专家提议用煤或炼油浓缩后形成的废物来

提炼有机煤水燃料混合物（WCRR）。据科学家说，这种燃料的使用能

解决燃煤电力工程所面临的环境负荷问题。

斯特里扎克指出：“有机煤水燃料混合物是液体复合燃料，其中

约 80%是煤炭加工产品。作为有机煤水燃料混合物的组成部分，我们

使用四组物质：低级煤和洗煤废物中的固体可燃组分，液体可燃组分，

水以及增塑剂（稳定剂）。制造好的该燃料有一个粘稠的质地，可随

后在锅炉房燃烧。”

此外，其中的每部分都不适合用作“大型”的能量的燃料，但从

能源特点来看，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类似于传统煤炭的燃料。他指出，

使用这种燃料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要高得多。

该技术已通过克麦罗沃州的一家企业的测试。今后的发展将使煤

矿企业能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处理生产废弃物，并在那里通过燃烧生成

能源，这将减少收集和运输有害废物的成本。

韩俊综合编辑，来源环球网

核电站为何都临水而建？

核电站在运转的时候，需要大量冷却水降温。一座 100 万千瓦级

的核电站，每秒大约需要十一二立方米流量的冷却水。于是，专家们

在为核电站选址时，往往把目光转向水源丰富的地段。在一些内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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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造核电站因找不到濒临河海的水源， 就只能“掘地三尺”，开

发利用地下水来解决核电站的冷却问题。

研究表明，核电站的核反应堆芯一旦失去冷却，燃料元件熔化，

几分钟内，就会有 15%的放射性物质挥发出来，几小时后就会有 25%

的放射性物质进入一回路水中。如果一回路管道破裂，大量放射性物

质便会泄漏出来，发生核事故。 因此，冷却水往往被视作核电站正

常运行的 “血液”， 对于生产安全非常关键。

胡周颖综合编辑，来源百科知识

冬天洗澡的注意事项

在冬天忍着寒冷洗个澡，然后马上躺在暖洋洋的被子里，是不是

感到格外的舒适呢？洗完澡真的可以马上躺被窝里睡觉吗？还有什

么需要注意的呢？

一、 洗澡不要过勤。

很多人认为洗澡越勤，身体才会越干净。但随着冬天的来临，皮

肤也变得越来越干燥脆弱，皮肤瘙痒也容易盯上这些“勤洗澡族”。

有的人甚至认为，皮肤痒是说明个人卫生没做到位，于是，澡就洗得

更勤、更彻底，但皮肤的瘙痒程度反而加重了。洗澡过勤会把皮肤表

面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菌群洗掉，容易伤害到

皮肤的角质层，由此导致皮肤瘙痒，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减弱，反而容

易得病。用力的搓洗也会致使本就脆弱的表皮受损，细菌、真菌趁虚

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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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澡后不要立即喝水。

洗澡后身体会因大量出汗而丢失盐分，肠胃的血管处于收缩状

态，吸收能力差。立即喝水，会引起闷胀感和消化不良。此外，洗澡

时，血液多运行于身体外周，心率较快，马上喝水会加重心脏负担，

体弱者容易出现心慌、气短、出虚汗等症状。洗完澡，最好先休息 5～

10 分钟，等体温和心跳慢慢恢复正常后，再小口多次地喝温开水。

三、洗澡后不要立即睡觉。

科学研究指出，睡意往往在体温下降后来临，热水澡会让血液循

环加快，体温升高，使得大脑推迟释放“睡眠激素”。因此，洗澡后

立即上床睡觉会影响睡眠，建议最好在睡前 1～2小时洗澡，需提前

入睡时，可用湿毛巾冷敷额头 5分钟。

四、洗澡时不要紧闭门窗。

很多人冬天洗澡都喜欢紧关门窗，唯恐外面的冷空气偷偷潜入。

但如果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这种行为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用燃

气热水器洗澡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如安装不当、维护不好，都会

带来危险，特别是在洗澡时极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建议：洗澡时别

紧闭门窗，超过半小时一定要上前看看。否则若中毒超过半小时，会

有生命危险。

五、洗澡后不要立即喝冷饮。

中医讲“形寒饮冷易伤肺”，洗完澡，人体气血飞腾，脏腑功能

处于活跃状态，马上受凉，易引发胃痛、拉肚子等，更会对脏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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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损伤阳气。因此，洗澡后，切忌马上吃冷饮，尤其是虚寒体质

的人。

六、不要空腹洗澡。

回到家中，很多人喜欢先洗澡，再坐下来享受晚餐，但这种行为

背后也有健康隐患。洗澡时因水传热快而使人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人

体的热量主要来源于血液中的葡萄糖。饥饿时，血中葡萄糖水平本就

偏低，不能满足能量需求，此时洗澡容易发生低血糖，易疲劳、头晕、

心慌，甚至虚脱。

七、洗澡时不要用碱性太强的沐浴露。

冬季皮肤本就干燥脆弱，如果使用清洁能力较强的沐浴露，会加

重损害皮肤的保护层，加重皮肤问题。冬节洗澡的时候我们宜选择性

质温和的沐浴用品，以避免对于肌肤的刺激。沐浴后最好涂一层可以

润肤、保湿的护肤品。每天多饮水，还可以在房内放上一盆水，或使

用空气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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