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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少人可能有這樣的感
受：颱風、冰雹出現的頻率和強度越來
越高，高溫天越來越多，洪澇野火等自
然災害頻發……

6月14日，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
理局（NOAA）發佈最新數據顯示，
2021年5月是全球有記錄以來第6個最
熱的5月。

世界氣象組織4月發佈的《2020年
全球氣候狀況》報告顯示，2020 年是
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三個年份之一。

《柳葉刀》《英國醫學雜誌》《科
學》三大頂級醫學期刊接連刊登重磅文
章指出，如果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
(1850~1900年)高4℃，在這種環境下出
生的嬰兒將一生都受其影響，人群健康
或因此倒退50年。

地球到底怎麼了？《生命時報》邀
請權威專家總結氣候變化帶來的“傷
害”，並提出對抗氣候變化的科學建
議。
1 地球正在“發怒”

“全球氣候變化在加劇，而且不同
地區面臨著不同的健康威脅。”蔡聞佳
表示，目前對人群健康影響最顯著的氣
候變化有兩方面。

*全球升溫速度正在加快
今年4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披露了一個數據：過去 10 年是有記錄

以來最熱的 10 年，全球氣溫上升了
1.2℃ ， “ 正 迅 速 逼 近 災 難 的 臨 界
值”。

全球可能在十幾年後就突破《巴黎
協定》設定的1.5℃溫升控制目標。氣
溫升高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夏季高溫天越
來越多。

《中國版柳葉刀倒計時年度報告
(2020)》(以下簡稱《報告》)顯示，相
較於1986~2005年，2019年中國65歲以
上人口人均多經歷了 13 個熱浪天，在
高溫天最多的雲南省，每位老人則多經
歷了39天，給生命健康帶來威脅。

*極端氣候的頻率、強度上升
世界氣象組織統計顯示，2010~

2019 年，全球天氣氣候災害比上世紀
80 年代增加了 66%，而同期全球的地
震、海嘯、火山爆發等地質災害只增加
了20%。

從 中 國 的 數 據 來 看 ， 2016~2019
年，中國有 24 個省份每年的森林火災
人口暴露天數明顯高於2001~2005年；
相較於 1980~1999 年，2000~2019 年福
建、浙江等沿海城市出現強颱風和超級
颱風的頻率顯著增加。
2 氣候變化如何影響人類健康

“人類健康一直在改善，整體預期
壽命在提升，但氣候變化阻礙了人類健
康的進步。”黃存瑞表示，“健康或將

倒退 50 年”這一警示語
主要是提醒我們，氣候變
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越來
越顯著，尤其是對老人、
兒童、孕婦等人群，及社
會經濟發展薄弱地區。
專家表示，如果氣候變化
沒這麼劇烈，人類會更加
健康長壽。全球疾病負擔
數據顯示，氣候變化已成
為影響中國人健康的一個
顯著因素。
*高溫寒潮增加死亡風險
全球多地頻現極值溫度，
極端高溫、寒潮使得老
人、兒童、孕婦等脆弱人
群面臨中暑、凍傷、心腦
血管疾病發作等風險。研
究顯示，高溫天老年人的
死亡風險會上升10%。
《 報 告 》 顯 示 ， 2019
年，中國約有2.68萬人的

死亡與熱浪有關，而且呈上升趨勢。
1999~2009年，熱浪相關死亡人數

每增加 1000 人平均用時 3.8 年，而在
2010~2019年，平均只用了1.2年。

熱浪還可能增加意外傷害風險。溫
度上升加快了病原微生物的繁殖、變異
速度，改變其時空分佈特徵。

以登革熱為例，近年來蚊子傳播登
革熱的能力提高了37%，這與氣候變化
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聯。登革熱的地理
分佈也產生了變化，一項研究估計，到
本世紀末，全球將近一半的人口可能面
臨登革熱的威脅。

寒潮則會增加呼吸系統疾病、心腦
血管疾病的發病風險，導致人群總死亡
率增加3%。我國全人群死亡中，約有
10.36%與寒冷相關。

*自然生態系統變化引發傳染病
氣候變化會引發海平面上升、內陸

暴風雨和強降水，不僅會直接增加溺
水、意外傷害等直接死亡風險，伴隨洪
澇災害而來的傳染病，尤其是與飲食相
關的傳染病，還會嚴重影響老人、兒童
等弱勢群體的健康。

*乾旱野火影響生存環境
與其他氣候事件相比，乾旱持續時

間更長，農村地區家庭的基本用水需求
得不到保障；長久的乾旱甚至會破壞當
地的生態系統，導致作物減產，使農民

陷入貧困，被迫遷移。
與乾旱相關的野火還會大大影響呼

吸系統健康、精神健康，增加營養不良
和兒童傳染病幾率。

*空氣污染加劇過敏性疾病
氣候變化會加劇空氣污染，空氣中

的過敏原變多，增加呼吸系統疾病風
險。

花粉季節的延長還會影響過敏性鼻
炎、過敏性結膜炎、特應性皮炎和哮喘
的嚴重程度。

*精神心理疾病風險增加
多項研究表明，極端天氣事件頻發

會增加年輕人對精神疾病的易感性，還
可能導致兒童出現嚴重的心理疾病，主
要表現為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和焦慮
等。
3 或將影響下一代終身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化對下一
代健康的影響正在顯現。”黃存瑞表
示：

●胎兒
高溫暴露會增加孕婦的氧化應激炎

症反應和感染風險，進而引發流產、早
產、低出生體重甚至死胎。

●兒童
氣候變化引起的糧食減產會加劇兒

童營養不良問題；洪澇後的感染性腹
瀉，同樣也使兒童更易感。

由於兒童青少年免疫系統、呼吸系
統尚未發育成熟，若遭遇溫度和濕度水
平的快速變化，很可能患上呼吸道疾病
或傳染病。

有研究顯示，平均氣溫升高與小兒
腎結石和川崎病的患病率較高有關。若
在青春期遭遇空氣污染，心臟、肺等重
要器官受到的損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
斷累積，持續到成年期。
4 做好5件事，對抗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對人群健康的威脅正在加
劇，尤其是 65 歲及以上的人群，更容
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專家們表示，如果不儘快幹預全球
氣候變化進程，人們的生命健康將被重
新定義。

為應對氣候變化，對個人來說，更
重要的是改變現有的生活模式。

1. 多吃蔬果少吃肉
人們日常所吃的食物，其種植、生

產、運輸和包裝等，“貢獻”了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總量的約1/3。

人們最好吃應季的本地食品，在滿
足營養攝入的前提下控制肉類攝入。因
為飼養牲畜的能量消耗、廢氣排放遠超
農作物種植。

2. 不要浪費食物
全球每年生產的食物約32%都會被

浪費，人人都該踐行“光盤行動”。
在食堂或餐館就餐時，儘量吃多少

要多少，吃不完的打包帶走。在家裡做
飯時，定量採購每天的食材，及時清理
冰箱，避免浪費。

3. 選擇綠色出行
出行儘量選擇公共交通工具，尤其

當下共享單車在各地普及，可以合理利
用。

4. 減少塑料袋使用
購物或者就餐時，儘量避免使用一

次性塑料袋、紙盒、筷子等。郵寄快遞
時，避免過度包裝，造成浪費。

做好垃圾分類，將舊物捐贈，廢物
儘量回收利用。

5. “隨手”節能
在家裡使用長效節能燈，稍稍調低

空調溫度等；在辦公室雙面打印，盡可
能少使用一次性水杯等。

此外，各方應該一起努力，為守護
地球出一份力：

*政府亟需研究以保護人群健康為
目的的應對戰略

例如，“碳達峰”“碳中和”和
“適應氣候變化”等方面都有待改善。

*加強基礎建設，提高適應氣候變
化的能力

例如，抗風、抗旱、抗洪等基礎設
施要加強，氣象科技能力要提升。專家
建議，各地氣象部門要及時監測跟蹤氣
象信息，發展健康氣象服務，建立早期
預警系統，針對老年人、兒童、孕婦等
特定人群，開展氣象信息服務。

*提升極端天氣的應急響應和災後
防病能力

在自然災害發生後，我們要有能力
去及時處理、恢復，同時做好醫療救
援，防止疾病的傳播和蔓延。

*學術界加強氣候健康領域的國際
合作

不同人群和區域的氣候脆弱性千差
萬別，甚至在同一個區域氣候變化對不
同疾病的影響都不一樣。地方政府在設
定應對氣候變化戰略時，要選擇利於當
地人群健康的最優路徑。

TA一“發怒”，人類健康將倒退50年？

在中國，很久以前就有著嫦娥奔月
的神話傳說。詩人們也常以月亮為主題
吟詩作對，並且賦予了它無數美好寓
意。這昭示了人們自古以來對月亮的嚮
往。

直到如今，人們為了探索月球依然
在不斷努力著。最先開始相關研究的是
蘇聯。

1959年，蘇聯發射了月球1號和月
球2號，但都沒能成功軟著陸。

在這之後，蘇聯與美國共發射了
12 艘航天器，在月球上軟著陸後，通
過這些航天器進行相關科學研究。1970
年9月，蘇聯的月球16號探測器首次成
功採集了月球土壤並返回。

只有美國在 1969 年實現了載人登
月，不過，至今還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美
國撒的一個謊。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
是當時那艘載人飛船的錄像無故丟失
了，剩下的只有宇航員用哈蘇相機拍下
的照片。比起視頻資料，靜態照片的說
服力顯然要小得多。

2020年，嫦娥五號登陸月球，帶著
1731克月球樣品成功返回地球，引起了
全世界關注。

在嫦娥五號拍攝傳回的照片中，有
一張是五星紅旗的照片。這又讓人們想
起了月球上的那面美國國旗，並對當時
的登月真實性再一次發出質疑。因為在
月球上的五星紅旗是方方正正的，而且
保持靜止不動的狀態。

但美國公開的照片上卻顯示，美國
國旗是在飄揚的。要知道，月球表面屬
於真空，並沒有空氣流動。難道，美國
的初次登月真的是假的嗎？
為什麼人類要探索月球？

除了中國之外，許多國家都有關於
月亮的神話傳說。

在北歐神話中，有一隻追逐月亮的
狼，名為哈提，它的名字的意思是“憎
恨”。當這只狼把月亮吞下的時候，就
出現了月食。

而在加利福尼亞海岸的丘馬什印第
安人眼中，月亮是負責守護人類健康的
女神。古希臘神話裡也有象徵月亮的女
神，叫做塞勒涅，

她的哥哥是太陽神赫利俄斯，當他
們兩人駕車在空中交替而過的時候，就
是晝夜輪換的時刻。在人類的認知裡，
月亮大多數時候都是美好的。人們會形
容炎熱夏季的陽光毒辣刺人，卻認為月

光永遠溫柔皎潔。不過，剛開始探索月
球的時候，除了對月亮的美好嚮往，還
有一個更現實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進入冷戰
時期，為了穩固國防，蘇聯斥钜資進行
武器研究，很快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研
發出火箭、洲際導彈、人造衛星等等設
備的國家。

這讓美國感受到了空前的壓力，於
是阿波羅計劃誕生了。儘管在當時航天
技術也是政治家在談判中的籌碼之一，
但同時也推動了高新技術的進步，加快
了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的步伐。

如今，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已經不
再，各國進行月球探索更多的是為了科
學研究。也不乏有人會問：我們探索月
球的意義是什麼？

有很多科學家都給出了回答：滿足
好奇。

人類的本性中就充斥著求知和探索
的欲望，所以才能從猿人進化為人類。
在這種本性的驅使下，人類才能在不斷
的探索中進步。

正因如此，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才
會不斷進行科學研究，有了這些專家學
者的努力，地球和全人類的未來才有更
大的可能性。

1970年，有一位修女給NASA馬歇
爾太空飛行中心的科學副總監恩斯特•
史都林格寫信，信中質問，如今地球上
為溫飽發愁的人還很多，怎麼能把數十
億美元花在那些遙遠得看不見的星球
上？

史都林格在回信中十分誠懇地向她
解釋了航天事業對於各個學科以及社會
的重要意義：太空項目能夠為學術研究
工作提供實踐機會，還能為物理學、天
文學、生物學和醫學等學科的科研人員
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對各種行星進行
研究，能夠為尋找新能源提供更大的可
能性。

相信這封信能夠解決很多人對於科
學家們強烈渴望推動航天事業發展的困
惑。古人對月亮的嚮往也許只是主觀意
識作用，認為月亮美好又神秘，所以想
要一探究竟，但是在現代，探索月球對
於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具
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比如煤、
石油這類資源，遲早有開採完的一天。
但是在月球上有豐富的礦藏，其中還有

5種已知礦藏是地球上沒有的。而且，
月球環境非常有利於太陽能的採集，如
果可以鋪設大量太陽能電磁板，就能把
月球上的太陽能轉化為電能輸送到地
球，為人類所用。

最重要的是，在月球的土壤裡，科
學家們發現了一種名為氦-3 的元素。
這種元素在地球上極為罕見，是一種可
以長期使用的高效、清潔、安全、廉價
新型燃料。
美國國旗為什麼能夠在月球上飄揚

阿波羅計劃就是美國在探索月球的
進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

阿波羅計劃的執行時間為 1969 年
到 1972 年，是迄今為止最龐大的月球
探測計劃。

在 1969 年，阿波羅 11 號飛船第一
次完成了載人登月和安全返回地球的目
標，宇航員阿姆斯特朗成為了世界上的
登月第一人，並在登上月球時說出這句
名言：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
的一大步。

經歷過一時的震驚和歡欣鼓舞之
後，有人發出了質疑的聲音。其中流傳
最廣的說法是，NASA丟失了阿波羅11
號的錄像磁帶，因此美國成功載人登月
的說法很有可能是一場精心虛構的騙
局。

即便NASA公佈了登月宇航員拍攝
的月球照片，也未能讓這些人完全信
服。雖然NASA一直沒有正面回應，但
是他們在 2006 年成立了“磁帶搜尋小
組”，也算是變相承認了磁帶的丟失。
不過，這個搜尋小組一無所獲。

同時，美國宇航局稱，他們並沒有
丟失任何錄像資料，這些視頻只是被轉
換成了可以在電視上播放的格式，那些
原始資料很有可能是被認為已經沒有價
值所以抹去了。

2009年，NASA對這段錄像進行了
掃描恢復，並向外界公開。有趣的是，
在 2019 年的一場拍賣會上，有一名來
自NASA的前實習生，聲稱自己想要拍
賣包含人類首次登月記錄的原始錄像磁
帶。

不過，當時質疑的人還認為，月球
上沒有大氣層的？，本應該能看到滿天
星斗，但是在這些照片上卻沒有星星。

科學家對此的解釋是，這兩位宇航
員是在白天登上月球的。而月球上的白
天十分漫長，一天相當於地球上的半個

月。在太陽的強光照射下，微弱的星辰
光芒自然就看不見了。

還有人提出，月球土壤裡並沒有液
體狀態的水，為什麼宇航員踩上去會留
下清晰的腳印？

實際上，正是因為月壤中不含液態
水，沙土更為牢固，不易崩塌，才能更
輕易地留下足跡。至於引發人們再一次
質疑的“美國國旗飄揚事件”，背後的
理由其實顯得有點無厘頭。

1969 年，阿波羅 11 號飛船成功登
月，宇航員拿出美國國旗吃力地插進月
球地表。

這面國旗長170釐米，寬71釐米，
是由特殊的耐高溫尼龍材料製作的。他
們還特意將一根一英寸長的鋁管橫著固
定在旗杆頂部，兩根杆拼接形成一個垂
直的數字7，便於讓國旗保持展開的狀
態。

不過，由於國旗的另外兩側沒有杆
作支撐，有一半就顯得皺巴巴的，看起
來就像是在飄揚。

其實，美國在阿波羅計劃期間成功
進行了6次載人登月，帶回的月球表面
土壤樣本重達300多公斤，這就足以證
明美國登月的真實性。
“嫦娥”的奔月之路

自 2004 年起，中國也開始了自己
的探月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航天中起的
名字有著特別的寓意，被廣大網友稱為
“中國人的浪漫”。

比如，我們將探月工程命名為“嫦
娥工程”，將在月球上進行探測的月球
車稱為“玉兔”，幾乎讓人立刻就能聯
想到那個經典的神話傳說。

按照我國的計劃，嫦娥工程分為
“大三步”和“小三步”。

大三步的第一步是“探”，也就是
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無人探月階段。

第二個是載人登月階段，如果工程
開展順利，預計能在 2030 年代實現載
人登月。

第三個是長久駐月階段，實現月球
基地的建立。

在第一大步中，又分為“繞”、
“落”、“回”三小步。

嫦娥一號負責完成第一小步——

“繞”。
這指的是完成繞月飛行，對月球進

行全球探測。在繞月飛行 16 個月後，
嫦娥一號成功受控撞向月球，成為第一
顆進入月球軌道的中國人造衛星，並獲
得了非常精確的完整立體月面圖。

此後，科學家們基於嫦娥一號的備
份星進行技術改進，發射了嫦娥二號，
作為實現下一步工程的先導星。

嫦娥三號和玉兔號聯合完成第二小
步——“落”。

這指的是在月球表面進行軟著陸，
並且釋放月球車進行自動巡視勘察。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號攜玉
兔號降落在雨海，後來，這個著陸點被
命名為“廣寒宮”。

作為嫦娥三號備份星的嫦娥四號，
在 2018 年攜帶著玉兔二號一起奔向月
亮。在浩瀚宇宙中經歷過 2018 和 2019
的交替之後，它們也成功降落在了月球
上。

而且，這次它們降落的地方是月球
的背面。玉兔二號成為了第一個登上月
球背面的月球車。

嫦娥五號探路星、嫦娥五號、嫦娥
六 號 則 負 責 完 成 最 後 一 小 步 ——
“回”。

這指的是將月球上的土壤和岩石樣
品收集起來送上返回器，再讓返回器將
這些樣品帶回地球。

在這一階段，嫦娥五號探路星主要
負責發射前的技術工程試驗，被親昵稱
為“舞娣”、“小飛”。有了嫦娥五號
探路星做的前置工作，2020年，嫦娥五
號成功在月球著陸，順利完成了月球表
面的採樣工作並返回，時隔 44 年後再
一次為人類帶回了月面樣本。

嫦娥六號預計會在 2023 年或 2024
年啟動發射，繼續執行第二次月球採樣
任務。

如今，中國的嫦娥工程正在有條不
紊地進行中，並且不負眾望取得了傲人
的成果。

相信在未來，我國一定還能在對月
球、對宇宙的探索歷史中留下更輝煌的
一頁。

人類第一次登月是真的嗎？
為啥美國國旗能在月球上飄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