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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2016年11月11日

地球“发烧”触目惊心
 

最新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升温

1℃这一事实已经对大范围的基本生物学过程（从

基因到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已经

清晰地反映在陆地、淡水以及海洋上，地球上没有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可以免受其影响。大量的证据表

明气候变化对人类也产生了影响，包括有害生物增

加、疾病暴发、渔场的变化莫测以及许多地区农业

产量的降低。

参与该研究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的理查德·托马斯·科莱特教授列举了很多案例，

珊瑚礁的变化最为显著，早在20世纪70年代，珊瑚

礁就由于水温升高逐步褪色和死亡，而这些年变得

更糟。在北极，冰圈缩小造成鸟类、海豹、北极熊等

物种的数量下降。频繁的干旱导致亚马逊雨林的树

冠结构变化和森林生物量的减少。在北美，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由于病虫害的爆发，毁掉了数百万

公顷的森林。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三大系统中，

春季每十年都来得更早些。

《朗缪尔》 2016年11月8日

新型储能材料有望应用于氢能源汽车
 

美国莱斯大学科研人员在美国化学学会新一期《朗缪尔》杂志上报

告说，以氮化硼纳米管支撑的石墨烯层结构研发的新材料，可能成为未

来新能源汽车存储氢燃料的理想材料。

用石墨烯搭建“高楼大厦的天花板和地板”，用氮化硼纳米管做“墙

壁和柱子”，隔出“房间”让氢原子住在里面——这是美国科学家新研发

出的可能应用于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储能材料。

通过电脑模型，研究人员测算出柱状石墨烯层的强度和韧度，随后

将氮化硼纳米管加入石墨烯层之间，模拟出可以存储氢原子的独特三维

结构模型。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材料的结构非常耐用，可轻松达到美国能源

部关于氢燃料罐可充放电1500次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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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护》 2016年11月3日

生物多样性需要公民科学家
 

如果只是在自家小区观鸟或监视树木花朵会对全球环境研究有贡

献吗？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答案是肯定的。“公民科学家们”事实上在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了大量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而真正的

价值还远不止这些，根据一项新的发表在《生物保护》杂志上的研究称，

公民科学家们定期提供或输入数据，如在社区监测物种或检查卫星图像

森林砍伐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证据，汇集起来有可能形成对更多的地区和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公民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门环境科学”，相关

研究员琳达说，“例如，大量的物种数据是由感兴趣的公众成员获取和发

布的。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大家的贡献来帮助填补科

学方面的空缺。”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2016年11月14日

从伦敦大雾到中国雾霾:硫酸盐的持续性形成
 

11月14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题为《从伦敦大雾到中

国雾霾:硫酸盐的持续性形成的文章指出，中国雾霾成因主要由细颗粒

(PM2.5)构成，与伦敦1952年“夺命”雾霾不同，氨氮这个中和剂在中国的

雾霾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控制氨氮在农业和交通领域的排放是

一种全新的治霾思路。

该研究团队试图通过充分理解液相二氧化硫(SO2)被二氧化氮(NO2)

氧化为硫酸盐这一促进雾霾形成的关键过程，找到伦敦1952年“夺命”雾

霾和中国现阶段雾霾问题的可能解释，进而提出干扰SO2的氧化过程、减

少雾霾产生的可行途径。

《自然—通讯》2016年11月9日

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长或暂时停滞
 

一项研究报告称，虽然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在增加，但大气

二氧化碳含量的增长率却出现了停滞。该成果11月9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

讯》。

研究人员表示，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提高增强了光合作用（一个二氧化碳吸

收过程），但全球温度上升减缓也减弱了释放二氧化碳的呼吸作用。这两种因

素都意味着植物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因此在2002年至2014年间，大气二

氧化碳的蓄积速率每年约降低了2.2%。

作者提醒，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长率的减缓很可能是暂时的，在绝对二氧

化碳含量持续上升的条件下，植物碳储存增加也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