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天气频现

厄尔尼诺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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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诗人瓦莱里长诗《海滨墓园》中的这句

名句，因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起风了》中
出现而再度为人们所熟知。

人的一生，就是一段需要努力生存的
过程，而在巨著《动物生活史》中，英国博物
学家约翰·亚瑟·汤姆森以自己翔实的观察
与记录，向我们呈现了动物有趣的“生活之
道”，同样充满了艰辛与努力。

《动物生活史》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科
普作品。对于科普作品，若要评定好坏，往
往取决于两个因素——内容与写法。内容
要充实且具有价值，但在内容保持水准的
同时，如何做到普及，即深入浅出，真正带
给大多数读者以愉悦和收获，才是一部科
普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

乍一看，《动物生活史》这个书名，显得
略宏大，似乎并不容易驾驭。但作者对于
这一话题的研究和领悟，使得作品的写作
始终紧紧围绕动物生存的“目的性”进行阐
释，收到了很好效果。

“ 动 物 生 存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生
存”，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不算新颖了，但
在《动物生活史》成书的二十世纪初，关于
进化论的争论尚未平息，人类对于自己“高
贵地位”仍然恋恋不舍，“目的”这样充满智
慧的字眼，配给“动物们”似乎并不恰当。
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考察与思索，以一个个
极 具 说 服 力 的 事 例 ，将 动 物 生 活 的 全 貌
——它们怎样解决食、色、地盘、种族四大
永久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论证了
动物生存的目的性，从而让人们更新了对
动物世界的看法。

作者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千变万化
的剧场，每一个生物体都扮演着各自的角
色，虽然这一出生命大戏已演出上万年，但
会一直演下去。理性地看待动物生活，其
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人类世界、认识人类
自己。

地球本应是个欣欣向荣的所在，所有
动物都在努力生活，共同守护这个美丽且
唯一的家园。如果人们愿意将目光投向或
许平凡，但绝不卑微的动物世界，你会发现
世界的界限其实更为宽阔，而自然世界则
更为神奇。

“这是一个一再重复的故事，个体会数
百万只、数百万只地消失。”汤姆森这样写
道，“但自然总会护佑着它的种族，而不使
之灭绝。”如果说这世上的确有值得万物敬
仰与膜拜的，那便是自然本身，因为它总是
温柔且有力，主宰着腐朽与神奇。正因为
它的护佑，这世上的每一个生命，才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奇迹。

参透世界和了解自己同样都是不容易
的事情，因为这两件事，都需要人们以理解
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其他生物。《动物生活
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毕竟远离自然
的现代人，很难近距离观察蚂蚁们的采集，
或是信天翁笨拙的求偶技巧。好在已经有
人以优雅的笔触，把它们记录下来。每天
睡前翻上几页，对疲惫空乏的人们而言，也
许会是有益的放松和启迪。

人类与猿类具有许多共通的
特 征 ，例 如 都 组 成 部 落 社 群 ，都
有 超 强 的 好 奇 心 、爱 心 、暴 力 性
等。在演化树上，离人类最近的
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从它们的
群体关系、家族构成、性格，甚至
两性关系中，可以窥见我们人类
自己。

弗朗斯·德瓦尔的《黑猩猩的
政治》是对黑猩猩进行了细致观察
后写就的学术著作，而《猿形毕露：
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
性》则是进一步加入了他对倭黑猩
猩的研究，而写成的一部幽默风趣
的科普书籍。到底我们人类更像
生性好斗的黑猩猩，还是温柔乐观
的倭黑猩猩？

为了解开这个谜底，弗朗斯·
德瓦尔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与黑
猩猩和倭黑猩猩生活在一起，通过
对它们的观察和研究，将它们的个
性、生活方式、种群关系等特征与
人类进行了对比。

弗 朗 斯·德 瓦 尔 是 荷 兰 著 名
心 理 学 家 、动 物 学 家 和 生 态 学
家，现为美国埃默里大学灵长类

动 物 行 为 学 教 授 。 2007 年 被 美
国《时 代》周 刊 选 为 当 今 世 界 具
有 巨 大 影 响 的 百 位 世 界 文 化 名
人，《猿形毕露》是他的代表作之
一。在书中，作者用轻松有趣的
文字，将一个类人的猩猩世界栩
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并试
图 通 过 家 庭 、权 利 、性 欲 、暴 力 、
善良等几个章节内容，揭示人类
的进化之谜。

在书中，弗朗斯·德瓦尔略带
哀伤地讲叙 了 一 个 惊 心 动 魄 的
故 事 。 老 谋 深 算 的 叶 伦 和 暴 君
尼奇为了合谋夺回领袖地位，残
忍 地 杀 害 了 路 维 特 。 读 完 这 个
故 事 ，我 们 不 禁 想 知 道 ，路 维 特
临 死 前 在 血 泊 中 发 出 的 一 声 叹
息，是在哀叹即将失去的生命还
是权力呢？

书 中 还 有 一 个 群 体 争 夺 领
地 的 故 事 。 一 个 群 体 为 争 夺 领
土 ，持 之 以 恒 有 计 划 、有 步 骤 地
在边界伺机而动，将另一个群体
成员逐个击毙，直至数年后赶尽
杀绝。

个 体 之 间 、群 体 之 间 无 不 是

血 腥 、暴 力 和 争 夺 ，猩 猩 与 人 类
如 此 相 似 。 于 是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将 人 类 的 雄 性 权 力 、自 私 、暴 力
等 名 正 言 顺 地 视 为 人 类 原 本 的
动物属性而坦然接受，甚至加以
宣扬。

鉴于人类同时具有善恶两面，
弗朗斯·德瓦尔大胆假设，人类是
具有暴力倾向的黑猩猩与热爱和
平的倭黑猩猩的共同后代。他认
为，自然选择造就了我们竞争和攻
击性的一面，同时也造就了我们的
道德情操，人类应该保持这两面的
平衡。

可是，生物进化理论出现后，
主流的声音都是对人类动物性的
负面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
甚嚣尘上。我们看到的是，理性
经 济 人 秉 持“ 物 竞 天 择 ，适 者 生
存 ”的 信 条 竞 争 夺 利 ，不 甘 落 后
的 人 在 丛 林 法 则 的 激 励 下 握 紧
拳头，感性多情的人开始在进化
心 理 学 的 研 究 中 怀 疑 情 感 和 文
化。尽管，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
择 ，并 不 必 然 是 强 者 胜 出 ，“ 适
者”不一定是自私的利己者，也可
能是一个和平的合作者。

弗朗斯·德瓦尔不仅在倭黑猩
猩身上发现人类祖先和平乐天的
一面，并认为猩猩、大象、海豚等灵
长类动物，都具有设身处地为他人
思考的能力，如理解他人的需要而
提供帮助，为他人遭受的痛苦感到
难过给予抚慰等。

一直以来，富 有 感 情 和 智 慧
被 认 为 是 人 与 动 物 的 根 本 区
别。若非亲眼所见，有几人会相
信 大 象 会 守 在 落 陷 的 同 伴 身 边
不肯离去，怕水的猩猩会为援救
落 水 的 同 伴 牺 牲 自 己 呢 ？ 弗 朗
斯·德瓦尔将动物这种“善”的能
力 ，称 为“ 共 情 ”。 共 情 也 即 同

理心，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表 达 ，基 督 教 用“ 爱 人 如 爱
己 ”阐 释 ，正 是 这 种 慈 悲 的 同 理
心，使得人类能在身处绝境时互
相扶持避免灭绝。他在另一部耗
费 十 年 心 血 的 著 作——《共 情 时
代》的序言中说：“贪婪的时代已经
过去，共情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类的“猿形”，并不仅仅是自
私夺利。在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
经济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关于人类
演化的另一种声音，唤起人类本性
中原本存在却被忽视的利他、互
助、合作等更有利于人类共同生存
的动物本性。

目前 ，已 有 中 国 、美 国 、日
本 等 多 国 承 认 厄 尔 尼 诺 现 象
正式形成。专家表示，地球是
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厄尔尼
诺 发 威 是 导 致 太 平 洋 沿 岸 国
家 近 期 出 现 极 端 天 气 的重要
原因。

2014 年 10 月，中国国家气
候中心第一个确认了厄尔尼诺
事件，并预计我国长江中游至江
南西部、松花江流域、西南地区
东部、华北大部分地区等均会受

到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2015 年 5 月 12 日 ，日 本 气

象厅发布 2015 年 5~11 月的厄尔
尼诺气象展望报告；澳大利亚气
象局也表示热带太平洋海域出
现厄尔尼诺现象；5 月 14 日，美
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赤道
太平洋海域已经出现轻微至中
度的厄尔尼诺；6 月 15 日，世界
气象组织确认热带太平洋地区
大气和海洋当前已处于厄尔尼
诺状态。

厄尔尼诺只是一个不大区域里海
水温度的变化，为何能对全球气候产生
影响？

气象界有句话，叫“海气不分家”，
就是说，虽然天气看起来只是“天”的事
儿，但它实际上受到海洋状况的极大影
响，海-气相互作用是气象研究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

厄尔尼诺就是海-气间互相作用
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厄尔尼诺发生时，
东太平洋的海水变温暖，本来冷却下沉
的空气被削弱了，太平洋东西两侧的温
度差值变小，整个沃克环流的强度也会
减弱。不仅如此，沃克环流原本上升和
下沉的位置也会发生偏移，这种大型环
流的变化，会对全球的天气、气候都产
生影响。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最明显的影响
是导致全球降水量比正常年份明显增
多，这导致太平洋中东部及南美太平洋
沿岸国家洪涝灾害频繁，同时印度、印
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一带则严重干旱，
世界多种农作物将受影响。

对于我国来说，厄尔尼诺易导致暖
冬，南方易出现暴雨洪涝，北方易出现
高温干旱，东北易出现冷夏。

比起单纯的气温变化，极端天气更
容易引发危险，可导致多种气象灾害发
生。1972 年，厄尔尼诺导致世界范围
干 旱 ，粮 食 大 量 减 产 ，水 资 源 严 重 匮
乏。1997 年，高温干旱导致苏门答腊
和婆罗洲出现大面积森林火灾。1998
年，爆发了 50 年来最强厄尔尼诺，导致
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

厄尔尼诺的影响力与其强度密切相关。关于 2014 年~2015 年厄
尔尼诺的强度，目前相关判断仍存争议。美国夏威夷大学科学家阿
克塞尔·蒂默曼按照其气候模型分析，认为这次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
强的“超级厄尔尼诺”，强度堪比 1997 年~1998 年那次。

而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则认
为，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较小。首先监测海域升温不够；其
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形成过程中先后经历趋缓或停顿过程，这种态
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难有大作为；另外，南美沿岸形成的信风在不
断走强，使相关海面底层冷水上泛，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抵消。

美国：多机构协调共同应对

美国联邦政府有多个机构预测极
端天气并协调应急工作。如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提供最权威的气候预测，
包括风暴、洪水和干旱的数据，并且研
究厄尔尼诺现象，为美国应对极端天气
提供科学依据；国家气象局在全国有
122 个天气预报所及海啸预报中心，提
供预警及协调各级政府紧急应变机构；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则负责灾害
发生后的应急处理。

日本：预警与常训两手抓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与极
端天气较多的国家。在应对方面已做
到有法可依，如《灾害对策基本法》，明
确了国家、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

责任。城市建设中，也会着眼于防灾目
的建设防灾基地，如划定防灾安全街
区、规定疏散地点、避难途径等。同时，
对所有居民以确认避难路线、应急物品
为主开展日常培训。

澳大利亚：注重发布“未来报告”

澳大利亚庞大的国土面积，决定了
其气候的复杂多样，是发达国家中受气
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为应对气 候 变 化 ，澳 大 利 亚 加
强 了 气 候 变 化 对 供 水 、生 态 环 境 、
农 业 、林 业 、渔 业 、工 业 和 人 们 健康
影响的研究分析。同时，澳大利亚发
挥 地 方 政 府 作 用 ，出 台《地 方 政 府 气
候 变 化 应 对 行 动》，将 应 对 极 端 天 气
作 为 地 方 政 府 全 面 风 险 管 理 制 度的
一部分，纳入地方应急反应或风险管理
计划。

多国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近两年的极端天气

厄尔尼诺如何影响全球气候？

极端天气如何应对？
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

目前，我国判定厄尔尼诺事件主要以尼诺（NINO）综合区海温
距平均指数的多少为依据。第一，若 NINO 综合区海温距平均指数
持续 6 个月以上≥0.5℃（过程中可有单个月份未达指标），为一次厄
尔尼诺事件；第二，若这一区域指数持续 5 个月≥0.5℃，且 5 个月的
指数之和高于 4℃，也可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对于从 2014 年 5 月开始的这一轮厄尔尼诺，世界气象组织发布
的简报显示，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在高于平均值 1~1.5 ℃间浮动，表
明目前厄尔尼诺处于中等强度。我国气象专家预测，此次厄尔尼诺
可能持续到今年年底，或将成为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

据资料显示，2014 年 6 月底，
持续强降雨在南美洲引发洪水，
巴拉圭、阿根廷等多地 36 万多人
被迫离开家园。而水资源充沛的
巴西却遭遇了 1930年以来最严峻
干旱，900 多个城市水资源告急。
美国中东部地区冬季先后遭遇6次
大范围暴风雪天气。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更是在
全球频繁出现。

印度遭受高温热浪袭击

自 5 月以来，印度半岛频繁
遭受高温热浪袭击，局部地区日
最高气温超过50℃，因酷热高温而
死亡的人数已有上千人。印度历
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高温天
气发生在1998 年，当时“超级厄尔
尼诺”爆发导致 2541 人死亡。

美国部分地区成水乡泽国

今夏，美国降雨量可能较去
年同期增加 1/3 到一半左右，西
部太平洋沿岸将可能比去年同期
增加 1 倍甚至以上。与此同时，
加州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持续干
旱。而中西部多个州也遭受到冰
雹、狂风、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
侵袭，约 5000 万人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迎来最干冬季

自 6 月起，澳大利亚东南部
目前 80%的土地遭受旱灾，乃至
整个冬季降水量都将低于平均
值，整个冬天都将在干旱天气中
度过，且气温高于往年平均水平。

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能否发展成为“超级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的强度划分

厄尔尼诺现象如何产生

西班牙语“圣婴”的意
思，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
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
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通
常每2~7年出现一次，可
造成全球气候异常。

图解厄尔尼诺

东经 120 西经 120

冷水区

温跃区

暖水区

表层海流方向

海气互动

注：距平是指某一系列数值中的某一
个数值与平均值的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