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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成语·环境》是一部创意新颖的环境保护散文集，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环境科普读物，也是
我国目前唯一的一部适合中学生和中小学老师阅读的环境保护科普读物。
作者本着追求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统一的创作原则，由成语联想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以通俗、流畅、
优美的文学语言描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对人类的危害性，介绍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政策法规知识
。
作者既当过中学化学老师，又从事过环境监测、环境宣传、环境管理和环境监理业务工作，是站在中
学教师和环保业务官员的双重角度介绍环保知识的，因而对环保知识的介绍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又
避开了枯燥、难懂的专业术语，是一部真正适合中小学老师和中学生阅读的环境保护科普读物。
《人·成语·环境》既可以作为中小学老师的备课参考书，又是中学生迎战中考、高考的一个“法宝
”。
《人·成语·环境》也适合需要在短时间内了解环境保护常识的读者（如国家公务员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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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有心人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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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天：自然。
自然的灾害和人为的祸患。
元·无名氏《冯玉兰》第四折：“屠世雄并无此事，敢是另有个天灾人祸，假称屠世雄的么。
”　　古人把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飓风、地震等）和某些特异的自然现象（如日食、月蚀等）
称之为“灾异”。
古代的统治阶级和迷信者从唯心主义天命观出发，认为灾异是天地对人的示警或惩罚。
如，《汉书·宣帝纪》：“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意思是说，所有的灾异都是天地对人的告诫呀！
《龚胜传》：“灾异数见，不可不忧。
”意思是说灾异接踵而至，令人不能不担忧。
但是现在用环境科学的原理分析古人的观点，看来古人所说并非皆谬。
若把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说成是天地对人的示警或惩罚固然是荒谬的，但水灾、旱灾、飓风、地震
等天灾是天地对人类的示警或惩罚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灾异数见，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古谚道：“天有不测风云。
”如今，由于卫星云图、雷达、电子计算机、激光等先进技术在气象上的广泛应用，从而使风云可测
、天气可知。
然而，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喜怒无常的天气，大出气象学家们的意料之外。
　　1980年是世界气象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整个夏天，从西欧到英国，从东欧到前苏联的各大地域内，淫雨连绵，难见天日。
英国7月上旬的平均气温只有13℃，破300年来的夏季最低纪录，而欧洲的南部却异常炎热和干旱，甚
至使意大利和西班牙频频发生森林大火。
台风和暴雨在亚洲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印度北方2／3的土地被大水淹没，无数房屋被大水冲毁，2000多万人无家可归。
在越南，摇摇欲坠的经济在台风的打击下濒临崩溃的边缘。
　　自1980年以后，20世纪最严重的干旱象恶魔一样首先回荡在灾难深重的非洲大陆，使30多个国家
处于干旱和饥饿之中。
在干旱严重的地区，昔日的绿洲、沃土，变成了一片荒漠。
树木凋零，河流干枯，土地干裂，广大农牧民一贫如洗，男女老少骨瘦如柴，成千上万的灾民扶老携
幼穿过茫茫荒漠，成群结队四处逃生，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饥饿，真可谓“啼饥号寒，哀鸿遍
野”。
据统计，这场旱灾使3500多万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87年1月，强寒流袭击了欧洲北部，使温暖如春的阿尔巴尼亚南方出现了几世纪以来未见过的大
雪；特大飓风袭击了西太平洋的库克群岛，阿瓦鲁阿几乎成了废墟。
这年6月的比利时是20世纪最冷的；西德最高的楚格斯皮兹气温在零下5℃；同样是这年的7月，希腊经
出现了6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温，最高温度高达46℃，造成3000人活活热死；7月25日在伊朗暴雨引起的
洪水使很多人丧生，而正常年景，其时应最旱的季节。
这年我国也出现了罕见的“南涝北旱”，广东76县遭水灾，有的地方降雨超过了1000毫米。
　　各种自然灾害也折磨着龙年（1988年）中的中国。
早春二月，新疆马纳斯河洪，异常暖和的阳春气候加速了天山融雪，导致冰水猛烈宣泄，冲毁了农田
两万多亩。
川西、川西北、川西南和川中部分地区一月之内先后5次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有不少人丧生。
紧接着的秋天也不平静，长江中下游的秋季洪水被称作是“罕见的”。
　　1991年更是我国多灾多难的一年。
江苏等18各省市自治区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的肆虐，而江西等省却遭到了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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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又是一个世界性气候异常年。
全球大部分热带地区降水量明显异常，东太平洋雨量大幅增加引起大水灾；而西太平洋和整个印尼雨
量明显少于常年，导致印尼和西太平洋许多地区发生大面积干旱和森林火灾。
　　为什么说现在的许多自然灾害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呢?　　气候相对于天气来说是较稳定的，但
也会发生变动。
当气候要素如：温度、降水等围绕其多年平均值振动时，其振动偏离平均值不大时，则称为气候正常
；当其振动偏离平均值较显著时，则称为气候异常。
1972年，日本、瑞典等国出现的暖冬现象，美国、菲律宾等国夏季遭受严重涝灾；1976年，我国出现
了少有的寒冷现象；1982年夏，美国及欧洲大部均遭受热浪侵袭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气候出现了异常
现象。
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公告称：1997年的世界气候异常年，是与1997年地球气候中发生的最突出的事
件——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现据有记载以来已有100多年历史。
最早的发现是在南美秘鲁、厄瓜多尔附近的太平洋海岸，有的年份出现了一支暖洋流，海水表面温度
异常升高，雨量增加。
这种现象，由于出现在圣诞节前后，当地渔民称之为“厄尔尼诺”，在西班牙语中为“圣婴”的意思
。
后来科学上用此词表示在南美西海岸（秘鲁、厄瓜多尔附近）延伸至赤道东太平洋向西至日界线（180
度）附近的海面温度异常增暖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目前普遍认为与大气环流和洋流的异常变化有关。
正常年份，沿赤道太平洋地区东向信风盛行时，海平面西高东低，平均海温分布西暖东冷。
南半球盛行东南信风，在南美秘鲁、厄瓜多尔附近沿岸为冷洋流，在离岸凤（东南信风）的作用下，
引起冷海水上翻，使这里成为更冷的冷水带，而海平面下降。
冷水带里有大量的无机盐，鱼类繁多，使这里成为有名的“渔场”。
这里气温高于水温，且处于沃克环流的下沉区，空气层结稳定，对流不易发展，降水量偏少，气候干
旱，而同纬度的太平洋西岸为向风海岸，有暖洋流经过，气候是湿润多雨的。
可是每隔数年，东南信风会突然减弱，甚至成为西风，南半球太平洋东岸的冷水上翻现象消失，赤道
逆流增强，在洋面的东西坡度作用下，更多的暖水从西向东回流，使东太平洋海平面升高，海面水温
升高，秘鲁厄瓜多尔沿岸由冷洋流转变为暖洋流，深层海水的无机盐不再涌向海面，导致鱼类的大量
死亡，原来干旱的气候变为多雨气候，甚至造成洪水泛滥，而同纬度的太平洋西岸地区雨量减少，由
原来的多雨气候变为干旱气候，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异常天气，导致气候的异常。
影响最突出的是降水量的异常分布，使某些地区降水过多而造成大水灾，而另一些地区降水过少而出
现大面积干旱和森林火灾。
　　厄尔尼诺现象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问题是由于人类对大气的污染，从而导致了厄尔尼诺现象出
现的频率增大，危害程度增强。
气候变化总体概念是指全球平均温度变化状况。
地球吸收和释放的能量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但由于人类活动增加，尤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进
程造成大量二氧化碳，大气温室气体增加，造成全球平均温度发生变化。
全球气候变暖，干扰气候平衡，导致气候极端事件频率增加。
为应对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现象，世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了政府问气候变化委员会，
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影响和对策。
委员会已发表了三份评价报告，确认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联合国已制定了《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天然的整体，大自然的报复不仅仅是在贫困地区，世界首富美国人也
尝到了大自然报复的滋味。
1988年，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到佐亚之间的地带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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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燥热的干风把土地吹得干裂了，久旱不雨使江河湖泊水位下降乃至干枯。
这场旱灾使美国谷物下降了31%。
如此同时，行凶肆虐的飓风席卷了加勒比海地区，无情咆哮的洪水给孟加拉国一个沉重的打击。
前苏联亚美尼亚大地震，使5万人丧生。
　　人类污染、破坏了大自然，大自然的忍耐超过了极限，她开始无情地嘲弄人类的过失。
人类对大自然的摧残反过来终于惩罚了自己。
为此，笔者不得不借古人的话大喊：“灾异数见，不可不忧！
”我们应该从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中至少得到三点启示：一是，各国都必须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高
度认识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
二是，温室气体排放最早、最多的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发挥应有的作用，应
该积极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先进节能技术援助，避免发展中国家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三是，世界各国气象部门之间必须加强横向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全球气象研究、探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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