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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周 刊

全球温升速度正在加快

今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披露了一个数据：过去10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全

球气温上升了1.2℃，“正迅速逼

近灾难的临界值”。全球可能在

十几年后就突破《巴黎协定》设定

的1.5℃温升控制目标。气温升高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夏季高温天越

来越多。《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年

度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相较于 1986~2005

年，201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人

均多经历了13个热浪天，在高温

天最多的云南省，每位老人则多经

历了39天，给生命健康带来威胁。

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增多

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强度

和持续时间增多。世界气象组织

统计显示，2010~2019 年，全球

天气气候灾害比上世纪80年代

增加了66%，而同期全球的地震、

海啸、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只增

加了20%。从中国的数据来看，

2016~2019年，中国有24个省份

每年的森林火灾人口暴露天数明

显高于 2001~2005 年；相较于

1980~1999年，2000~2019年福

建、浙江等沿海城市出现强台风

和超级台风的频率显著增加。

地球可能正在“发怒”！
别让“气候病”拖了健康后腿

做好5件事
对抗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威胁正

在加剧，专家们表示，为应对气候变

化，目前最迫切地要做到几点：

1.政府亟需研究以保护人群健

康为目的的应对战略。

例如，“碳达峰”“碳中和”和“适

应气候变化”等方面都有待改善。

2.全社会要加强基础建设，提高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例如，抗风、抗旱、抗洪等基础

设施要加强，气象科技能力要提

升。专家建议，各地气象部门要及

时监测跟踪气象信息，发展健康气

象服务，建立早期预警系统，针对老

年人、儿童、孕妇等特定人群，开展

气象信息服务。

3.提升极端天气的应急响应和

灾后防病能力。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要有

能力去及时处理、恢复，同时做好医

疗救援，防止疾病的传播和蔓延。

4.学术界要加强气候健康领域

的国际合作，为公共健康提供决策

支持。

地方政府在设定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时，要选择利于当地人群健康

的最优路径。

5.人类是地球的一员，因此每个

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地球健康

尽微薄之力。

例如，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工具；做好垃圾分类，将旧物捐赠，

废物尽量回收利用；绿色消费，减少

铺张浪费；节约能源，使用长效节能

灯，适度使用空调等。此外，还应该

有意识地去获取气候健康信息，提

高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意识。

近年来，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

受：台风、冰雹出现的频率和强度越

来越高，高温天越来越多，洪涝野火

等自然灾害频发……这不禁让人深

思，地球到底怎么了？不久前，《柳

叶刀》《英国医学杂志》《科学》三大

顶级医学期刊接连刊登重磅文章指

出 ，如 果 平 均 气 温 比 工 业 化 前

（1850~1900年）高4℃，在这种环

境下出生的婴儿将一生都受其影

响，人群健康或因此倒退50年。面

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健康威

胁，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在保护

健康方面我们怎样做的更好呢？本

期健康周刊为您带来了专家的提

醒，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 蔡富根/整理

指导专家：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系主任、教授 黄存瑞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 蔡闻佳

高温寒潮增加死亡风险

全球多地频现极值温度，极

端高温、寒潮使得老人、儿童、孕

妇等脆弱人群面临中暑、冻伤、心

脑血管疾病发作等风险。研究显

示，高温天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会上

升10%。寒潮则会增加呼吸系统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导致人群总死亡率增加3％。我国

全人群死亡中，约有10.36%与寒

冷相关。

自然生态系统变化引发传染病

气候变化会引发海平面上升、

内陆暴风雨和强降水，不仅会直接

增加溺水、意外伤害等直接死亡风

险，伴随洪涝灾害而来的传染病，

尤其是与饮食相关的传染病，还会

严重影响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

健康。

干旱野火影响生存环境

长久的干旱甚至会破坏当地的

生态系统，与干旱相关的野火还会

大大影响呼吸系统健康、精神健康，

增加营养不良和儿童传染病几率。

空气污染加剧过敏性疾病

气候变化会加剧空气污染，空气

中的过敏原变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

风险。花粉季节的延长还会影响过

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

炎和哮喘的严重程度。

精神心理疾病风险增加

多项研究表明，极端天气事件频

发会增加年轻人对精神疾病的易感

性，还可能导致儿童出现严重的心理

疾病，主要表现为抑郁、创伤后应激

障碍和焦虑等。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对下

一代健康的影响正在显现。”黄存瑞

表示，高温暴露会增加孕妇的氧化

应激炎症反应和感染风险，进而引

发流产、早产、低出生体重甚至死

胎；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减产会加

剧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洪涝后的感

染性腹泻，同样也是儿童更易感；由

于儿童青少年免疫系统、呼吸系统

尚未发育成熟，若遭遇温度和湿度

水平的快速变化，很可能患上呼吸

道疾病或传染病。

■ 来源：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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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在加剧，而

且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的健康

威胁。”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

主任、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系副教授蔡闻佳告诉记者，目

前对人群健康影响最显著的气

候变化有两方面。

对下一代健康的影响正在显现

“人类健康一直在改善，整体预期寿命在提升，但气候变化阻碍了人类

健康的进步。”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系主任黄存瑞教授表示，

“健康或将倒退50年”这一警示语主要是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

影响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对老人、儿童、孕妇等人群，及社会经济发展薄弱地

区。专家表示，如果气候变化没这么剧烈，人类会更加健康长寿。全球疾病

负担数据显示，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中国人健康的一个显著因素。气候变

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有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