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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 推测，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的情况下，
到 2100 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 1 米，到 2300 年为
2~7 米。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海平面也会继
续上升。联合国建立的模型显示，2030 年前全球
有 6 个国家的城市面临被淹没的风险。为了应对这
个危机，4 个高风险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

意大利：78 个巨大闸门保护威尼斯

意大利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其国土面积略超
30 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 71 名，但其海岸线长
7600 公里，世界排名第 15，而且约 60%的人口居
住在沿海地带。因此，海平面上升对意大利的影
响非常大。意大利一项气候模拟及影响实验显
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本世纪末，意大利
许多海域的海平面将上升 50~100 厘米，约 5500 平
方公里的沿岸地区将被淹没。

在意大利各城市中，“水城”威尼斯是最有名
且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最大的城市。威尼斯坐落于
亚得里亚海北端潟 （音 xì） 湖内，平均海拔只有 1
米，冬季多雨加上潮汐作用，会抬高亚得里亚海
的水位，将海水倒灌入城，导致冬季水灾频发。
2019 年底，威尼斯更是遭遇特大洪水，水位高达
187 厘米，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导致 80%面积
被淹。更严峻的是，亚德里亚海一直在“增高”，
官方数据显示，1872 年~2016 年，威尼斯海平面升
高近 35 厘米，每年约 2.5 毫米。

为防止海水进一步侵蚀城市，威尼斯于 2003
年启动“摩西工程”，即在潟湖的 4 个入口处安装
78 个巨大闸门，每个水闸的活动板重 300 吨，宽约
28 米，高约 20 米。海平面正常时，闸门充满水并
平放在海底；当预测涨潮将超过 110 厘米时，压缩
空气将被引入闸门以排空水，使闸门上升，直到
露出水面，阻止潮水进入潟湖；潮水退去时，再
将闸门充满水放回海底。该系统十分灵活，可根
据潮汐大小判断关闭入口的数量。

2020 年 10 月，“摩西工程”终于投入使用，最
终耗资近 55 亿欧元 （约合 377.4 亿人民币）。截至
2021 年底，该工程的闸门已升起 25 次。“摩西工
程”意大利政府特别专员斯皮兹表示，目前“摩
西工程”已经很好地发挥了它的防洪作用。

荷兰：“漂浮社区”扛住风暴

自 1900 年以来，荷兰海岸附近的北海海平面
上升了 19 厘米。过去的 20 年间，全球海平面上升
速度加剧至 3 毫米/年，比 20 世纪平均速度增加
50%。同时，荷兰土壤流失严重，沉降速度高达 8
毫米/年。据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最新预测，2071
年 ~2100 年，荷兰南北海的海平面将比 1981 年 ~
2010 年高 25~80 厘米。

造成荷兰海平面上升的原因不仅是气候变
暖，也与荷兰低洼的地势有关。荷兰大部分国土
由填海而成，海拔不到 1 米，是全世界地势最低的
国家，其中 1/3 土地低于海平面，海拔最低点甚至

在海平面以下 7 米。因此，荷
兰人常称自己的国家为“低地
之国”，至今仍经常面临洪水
泛滥造成的各种灾害。不过，
去年 7 月，欧洲中西部的极端
降雨引发了大面积洪水，德
国、比利时均遭重创，而与洪
水灾区相接壤的荷兰却没有人
员伤亡和被淹没的报告。这得
益于近千年来，荷兰与洪水

“搏斗”中获得的充足经验和
优良的防洪管理设施，如各种
防洪堤坝、有疏导作用的河岸
以及沿海沙丘等。

随着海平面不断上升，“漂浮社区”正逐渐成
为荷兰主流建筑。“漂浮社区”即水上房屋社区，
这种房屋可根据水势涨落而上下浮动、改变位
置，从而在洪水和暴风中安全度过难关。阿姆斯
特丹的“明净船漂浮社区”在去年 10 月的风暴中
就成功经受住了考验。不仅如此，“漂浮社区”还
能缓解土地稀缺问题，因此，荷兰民众对其需求
日益增加，当局政府也在不断扩大“漂浮”概
念，比如采用水层储能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等。近十年来，“漂浮社区”已成为荷兰工程师主
攻的大型项目之一。

美国：提升建筑高度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称，如能大
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预计到 2100 年，美国海平
面将比 2000 年高出约 0.6 米；若温室气体继续高水
平排放，导致冰川融化，到 2100 年，将可能上升
2.2 米，2150 年则可能上升 3.9 米。今年 2 月，美国
航天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地质
调查局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冰川、
冰盖融化以及海洋、陆地与冰之间的相互作用
等，预测至 2050 年，美国海平面高度将比现在平
均上升 25~30 厘米，未来 30 年海平面上升幅度或
与过去百年相当。

海平面上升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
威胁着人口密集、富裕的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桥梁、地铁、供水、油气井、发电厂、
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上升的海水会侵蚀
沙滩，在飓风来袭时加剧洪水，让建筑物更易被
海水腐蚀，并破坏下水道、水库等设施。另一方
面，还将侵蚀海岸线，并加剧暴风雨灾害带来的
影响，例如飓风“卡特里娜”、超级风暴“桑迪”
都向内陆推进得更远。此外，美国跨部门联合发
布的海平面上升预测报告指出，海平面上升将显
著增加未来 30 年，美国沿海地区洪灾的发生频率
和强度；至 2050 年，中等程度洪灾的发生频率将
是目前的 10 倍以上。美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沿海
城市，已经着手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

2016 年，旧金山市发布“适应海平面上升”
行动计划。旧金山投资计划委员会制定行动指

南，将海平面上升纳入投资计划，并规划出可能
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脆弱区域。旧金山地区采
取的整体措施主要聚焦两个层面。一是政府管理
相关的战略，包括改变现有的分区规划、增强现
有设计标准、调整现有的维护手段和程序等。二
是发展相关技术手段，如修建更多的绿色基础设
施、提升建筑结构的海拔、加强防洪堤的建设等。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市提出“升高”项
目，计划到 2025 年，将 60%的路段抬高大约 60 厘
米，并在相关地段安装抽水系统。该市还把“洪
峰基线海拔”(洪水水位预计可升到的高度)从以前
的 5.44 英尺 （１英尺 =0.3048 米） 提高至 6.44 英
尺，并要求新建筑比“洪峰基线海拔”高出至少
１英尺。当地气候官员称，这些渐进型适应措施
将与周围城市达成合作，通过分享数据资源共同
应对海平面上升危机。

马尔代夫：重金兴建人工岛

马尔代夫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国家之一，超
80%陆地海拔不到 1 米。近年来，马尔代夫海平面
年均上升 3~4 毫米，且一直在加速。2016 年，马尔
代夫的珊瑚礁群发生大范围白化现象。没有珊瑚
礁的保护，岛屿更易受到上升的海水侵蚀。根据
调查报告，按照目前的全球变暖速度，到 2050
年，马尔代夫近 80% 的地区可能无法居住。目
前，马尔代夫已有 90%的岛屿发生过洪水灾害，
97%的海岸线被侵蚀。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气
候变化，马尔代夫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消失。

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风险，马尔代夫正努力
加强自己的气候适应能力。1.国家将 35%的财政预算
用于海岸保护和防洪，比如建造海堤、岩石护岸等。
2.努力建造开发人工岛屿，比如首都马累附近的胡鲁
马累岛，就来自填海造地，目前居住着24万人。填海
项目还扩大了斯拉法胡岛与古丽法胡岛的珊瑚环礁，
有助于抵御海平面上升。此外，马尔代夫还尝试通过
3D打印技术制造人工鱼礁，以防止珊瑚礁白化（人工
鱼礁有利于珊瑚虫附着），并计划建造一座浮岛城
市，在不开垦土地的情况下建造房屋。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马尔代夫计划到 2023
年，将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高到 85 兆瓦，并于
2020年宣布，2030年将减少26%的温室气体排放。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发布的 《2021 年世界
阿尔茨海默病报告》 显示，这一疾病在全球范围
内影响了 5000 万人，平均每 3 秒钟就有新的痴呆
症病例出现。目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
率、死亡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阿尔茨海默病
（即老年痴呆） 的起病年龄平均为 65 岁，发病率一
般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65 岁后，每增长 5~
10 岁，发病率可增加 1 倍。65 岁人群中，阿尔茨
海默病的发病率为 4%~7%，而 85 岁以上人群的发
病率则高达 20%~30%。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乔立艳表示，阿尔茨海默病除了会

“偷走”人的记忆外，还会使患者发生运动障碍，
自理能力逐渐下降，严重者还会出现行为异常，
丧失综合判断能力，需专人 24 小时照料。

此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前沿老化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在
老年痴呆症状出现的前 11~15 年，就有认知障碍的
迹象发生。乔立艳表示，其实早在出现典型症状
的前 20 多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组织就可能
发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临床诊断中，阿
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临床前阿尔茨
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源性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
茨海默病源性痴呆。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是最早
有临床症状的阶段，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检
测、诊断和防治最重要的窗口期，此时进行干
预，可有效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因此，如
果能够识别轻度认知障碍的“蛛丝马迹”，将会对
老人的身心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老人
在生活中常说以下 4 句话，就要高度警惕了。

“我的钥匙怎么又找不到了”。乔立艳表示，
如果发现老人经过认真记忆，但仍找不到常用物
品，这种短期记忆力下降可能是轻度认知障碍的
一种表现。日常生活中，老人可养成记笔记的习

惯，这样既不会遗漏，又能帮老人活动大脑，降
低痴呆风险。

“你刚刚说啥来着”。常说这句话的老人可能
存在注意力下降的问题，倘若时常无缘无故地注
意力不集中，就需引起警惕。乔立艳建议，老人
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不熬夜，保证 7~9 个
小时的充足睡眠，让大脑充分清理其中的“垃
圾”，也是对大脑的一种保护。

“怎么连这种小事都做不成了”。常有老人感
到自己慢慢地连简单的家务也不会了，拿起扫帚
却忘了扫地，无法把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执行任
务的能力大大下降。乔立艳提醒，这也是轻度认
知功能障碍的表现之一。对于这类老人，家属应
鼓励其尽可能地多做家务，可采用写纸条提醒的
办法帮助老人记忆。例如，在醒目的位置写清
楚，“九点钟扫地，要先到厨房拿扫帚和簸箕，先
扫客厅再扫卧室，最后把簸箕里的土倒在垃圾桶
里。”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如果发现老人忘记常
去的地方怎么走，要特别引起重视，这是老人走
失的重要原因。乔立艳表示，家属一定要为已有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佩戴定位装置，并养成
习惯，主动按时询问老人的活动状态及位置。

乔立艳特别强调，产生上述症状的原因很
多，若发现以上情况，应首先找神经内科医生进
行评估，确定是否为老年痴呆，“对症下药才是上
策”。此外，为预防老年痴呆，仅弥补语言、记
忆、执行力等某一方面是不够的，需要全面改善
大脑、增加认知储备。因此，乔立艳建议，老人
要在闲暇时间多读书看报、学习新的技能、参与
社区活动，既可以丰富晚年生活，提升自我价
值，又能活动大脑，降低老痴风险。

很多人认为，肾结石与熬夜或睡眠不良没有
任何关联。然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
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
石风险大。

为弄清中国成年人睡眠状况与肾结石风险之
间的具体关联，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
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
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 501701 名参试者的相关
信息展开分析。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
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研究人员收集的
参试者睡眠数据具体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
睡、午休习惯、打鼾以及睡眠时长。研究人员还
根据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和睡眠时长对参试者睡
眠质量进行评分 (0~3 分)，并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
归模型分析了各种睡眠因素、睡眠评分与肾结石
风险的关联。

在平均 10.7 年的随访期间，共有 12381 名参试
者首次确诊肾结石。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后，分析
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参试者相比，有入睡
困难或过早醒来症状的参试者罹患肾结石的风险
分别增加 12%和 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 7 个小
时的参试者相比，睡眠时长不足 7 小时的参试者罹
患肾结石的风险高出 13%。与睡眠评分为 3 分 (睡
眠质量最高)的参试相比，睡眠评分为 2 分、1 分和
0 分的参试者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 8% 、
16%和 19%。不过，新研究未发现使用安眠药、白
天嗜睡、午休习惯和打鼾等因素与肾结石风险存
在明显关联。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研究结果表明，确保
充足睡眠是全身健康关键，睡不好会增加肾结石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