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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長期以來都認為，格陵蘭在過去250萬年間都是
一片冰封凍土。不過《自然》期刊發布一項最新研究發
現，就在約41.6萬年前，格陵蘭還是一片充滿綠意的無冰苔
原、當時地球的平均氣溫正好與現時接近，意味在相似環境下，格
陵蘭的冰層也可能大面積融化，增加全球海平面上升風險。
今次研究由美國佛蒙特大學研究團隊完成，他們對美國秘密軍
事基地「世紀營」科學家在1960年代，從格陵蘭西北部地表下約1,400
米處採集的一段冰芯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冰芯中含有沉積物、樹葉和苔
蘚，說明當時格陵蘭並無冰層覆蓋，或許還有林木和長毛猛獁象等大
型動物活動。
科學家解釋在過去約250萬年間，地球氣候在寒冷的「冰河

期」和較為溫暖的「間冰期」之間波動。這種波動源自地球
圍繞太陽公轉軌道的微小變化，產生的間冰期可能會非常短
暫但炎熱，也可能較為漫長且溫和，距今約42.6萬年至39.6
萬年的間冰期就屬於後者。

碳排放失控 全球均溫超「間冰期」
研究提醒稱，在這段格陵蘭無冰的間冰期，全球均溫與現時
相近，如果人類不密切控制碳排放，到本世紀末，全球均溫料會
較工業革命前水平上升攝氏3度，遠超40多萬年前間冰期的氣
溫。格陵蘭的冰蓋屆時料會大面積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1.3至5.4
米，足以威脅眾多沿海地區。
今次研究的作者之一、佛蒙特大學地質學家比爾曼坦言，研究結
果令人感到害怕。比爾曼提到用於測定冰芯年代的技術近年才出
現，這份研究提醒人們重視氣候變化的影響，格陵蘭島的過去
冰封於凍土之下，暗示地球會迎來一個溫暖、潮濕、幾乎沒
有冰層的未來，「除非我們能夠大幅度降低大氣中的溫室
氣體濃度。」 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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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長期以來都認為，格陵蘭在過去250萬年間都是

格陵蘭或變無冰 致海平面上升

全球多地地表熱浪逼人，海洋溫度也逐步攀
升。科學研究指出，人類碳排放導致氣候變化產
生的多餘熱量中，約90%都被儲存在海洋。過去
20年間，地球氣候系統的熱量積累速度加快一
倍，更明顯的海洋升溫影響海洋生態環境，讓物
種遷徙甚至死亡的現象更頻繁。
非牟利科研組織墨卡托海洋國際近期的研究發
現，位於西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周圍的海洋熱浪正
在加劇。截至上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沿海的海面溫
度較往年平均溫度高出攝氏2至4度，還有一些地點高出
攝氏5度。在愛爾蘭、英國、波羅的海、新西蘭和澳洲附
近海域也檢測到極端海水高溫。科學家還懷疑格陵蘭島以南
的拉布拉多海，可能也會出現熱浪。
海洋升溫的影響非常明顯。科學家指出，澳洲大堡礁2016年就
是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出現歷來最大規模的珊瑚白化，高溫會讓珊
瑚蟲排出組織內的共生藻類，露出內部白色石灰石「骨骼」，抑制珊瑚
繁殖。2017年的塔斯曼海熱浪，還讓該地區的原生物種南方巨藻大規模
死亡，南下的日本海帶隨之入侵，在新西蘭海域大量繁殖。

「吸碳」浮游植物數目下降
墨卡托海洋國際提醒，近期的熱浪已令北大西洋西部
海域浮游植物數目明顯下降，這些浮游植物是維繫該地
區海洋食物鏈的重要能量來源，也能吸收海洋中大量二氧化碳。
浮游植物數目減少，或會使海洋升溫更難遏制。

全球海洋溫度上升影響不少海洋生物，間接衝擊多國漁業和海產養殖
業。日本許多海藻養殖戶就抱怨稱，由於海水溫度升高，適宜培育海藻的
時間愈來愈短。還有漁民提到，許多水產產量近年都因海水升溫而下降，
想要吃到鮮味的鰻魚或生蠔或會更困難。

暖海水擾亂海產養殖
海藻通常生長在寒冷水域，然而由於海洋溫度升高，養殖戶要不斷推遲
海藻養殖時間，等到海水中營養物質含量最豐富的春季，海藻就不會再生
長，意味培育時間愈短，海藻產量愈少。雪上加霜的是，溫暖的海水提前了
黑鯛魚等魚類的活躍時間，撞正海藻生長期的魚群會大量食用海藻，讓養殖
戶蒙受更多損失。
在日本兵庫縣，當地鰻魚捕撈量較30年前減少7%，當地伊保漁業合

作社社長高谷茂樹（譯音）稱，「如今我們每天只能捕獲兩三條鰻
魚，反而是喜歡溫水的海鰻數量愈來愈多。」
英國海洋生物學協會專家斯梅爾也提醒，英國和愛爾蘭周邊原本涼
爽的海水如今愈來愈熱，平均氣溫較往年高出攝氏5度，「這種情況
持續到夏季，附近的海帶、海草、魚類和牡蠣就會大量死亡，帶來
毀滅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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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日趨嚴峻，熱浪席捲或成為人

類需適應的新常態。在極端高溫天氣影

響下，從自然環境、工業生產以至日常生

活，我們都要面對不少變化。隨着冰蓋日漸消

融，地球兩極或許有朝一日，不再是我們熟悉的

冰封凍土。餐桌上鮮美的海產或會離我們而

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時間或也要為避暑作出調

整……種種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的改變都

提醒我們，若不重視氣候變化問題，

我們未來或要面對一個更「水

深火熱」的世界。

高

高溫天氣近年愈來愈頻繁，各行各業亦都要思考如何尋找高溫
下的生存方式。專家指出，從建築、製造、基礎設施再到工業生
產，工廠的選址或要改變思路，選擇更為涼爽的環境，許多材料也
要更換為更耐熱的產品，還要定期進行更換，由此衍生的物流、交
通和維護等成本也會增加，讓經營者面臨更多挑戰。
英國特許建築學會政策研究專家里斯—埃文斯表示，高溫天氣不但

影響地盤工人，也會影響材料，「部分鋼材會在高溫下變形，混凝土成
品也更容易開裂，強度和耐用性都會下降。」里斯—埃文斯提醒，建築公
司若未留意高溫影響材料質素，可能就要因材料耗損被迫重新採購，推高
生產成本。

涼爽環境有利精準控溫
英國機械工程師協會專家肯特也提到，現代製造業生產往往需要複雜的加

熱和冷卻工程，對溫度把控非常嚴格，如果工廠設在平坦無遮擋的地區，太陽
直曬會讓環境溫度極高，實現生產流程精準控溫會更難，「例如許多工業需要
用到冷卻水，但高溫天氣也會影響附近河流的水溫，加大冷卻難度。」
炎炎夏日被曬得滾燙的路軌，也可能成為安全隱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專家
卡林提醒，從火車鐵軌、道路瀝青、橋樑鋼材再到機場設施，很多零部件都
會因高溫折損使用壽命，很多察覺不到的缺陷會讓基建損壞風險更高，各
種零部件都要更頻繁地更新換代，成本也會隨之上升。
氣候諮詢公司E3G項目負責人萊恩還指出，貨運物流也會受到氣候影

響，例如歐洲最主要水道之一的萊茵河在過去5年間，有3年都因高溫乾旱天
氣導致水位下降，無法讓載重較大
的貨船行駛，影響許多燃料和化學

品的供應，「長期以來，我們
傾向在河流邊選址建立

工廠，利用水路
運輸大宗商
品，但現在
不論是選址
還是生產什

麼產品，企業都
要重新考量。」

城市的熱島效應讓高溫天氣更難捱，即使在富裕地區多數住宅都配備冷
氣，也並非一勞永逸。專家指出，長者或低收入群體經常會為節約電費，減
少開冷氣的時間甚至放棄使用冷氣。高溫天氣下各類建築物集中使用冷氣，
也會加劇電網負擔，需要適時調節電網。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政策與管理項目主任科恩提醒，許多富裕地區
政府官員或會認為給所有住宅安裝冷氣，是應對高溫的最好方法，
「但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冷氣的能源和設備開銷，只是一種假設。」
科恩指出，由於庇護中心容量不足或環境惡劣，部分露宿者只能留在
酷熱的戶外，還有一些低收入人士需長期從事戶外工作幫補家用，
「如果電費高企，『慳電』的群體會愈來愈多。看到窗邊的冷氣，並
不意味它就在運行。」

專家促電費維持可負擔水平
公共事務專家建議，政府和電力公司需留意調節電網，配合補貼等措

施，讓電費維持在可負擔水平。政府也需投入資金協助改造住宅房屋，包
括在屋頂和道路等吸熱表面使用淺色塗料反射陽光。除為住宅安裝冷氣外，
開放更寬敞的避暑設施、延長公共游泳池開放時間，或是增加綠化面積，
都是有助民眾解暑的多樣選擇。

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多有午休的習慣，如今歐洲熱浪愈來愈頻繁，這個曾被質
疑影響工作效率的習慣開始得到更多關注。德國公共衞生組織日前就建議民
眾仿效南歐做法，在一天氣溫最高的中午時間段小睡，或會更好適應夏
日炎炎的常態。

德國衞生部長勞特巴赫表示，他支持高級公共衞生官員建議民眾午睡，「這不
是一個壞建議。」德國聯邦公共衞生部門醫生協會主席尼森也解釋，人體在高
溫環境下，工作和學習效率都會下降，如果夜間沒有明顯降溫，也會影響睡眠
質素，讓人醒來後難以集中精神，「清晨早起、上午高效工作、中午午睡，應
是我們夏季的做法。」

包括倫敦大學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多項研究也表明，定期午睡有助保護
大腦，隨着年齡增長依然維持健康。有研究估計習慣午睡的人相較

不習慣午睡者，腦容量差異相當於年輕約2.5歲到6.5歲不
等。尼森建議若民眾工作場所沒有冷氣，可以充分使用風
扇或穿上輕便衣服，部分居家辦公人士還可依照自身需
求，浸泡冷足浴保持舒爽。
勞特巴赫建議，如果員工希望有午休時間，可以與僱
主磋商。代表約600萬德國工人的工會「執行委員會」
成員皮爾也稱，工會建議僱主應關閉室溫超過攝氏35度
的室內辦公室，減輕員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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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漁民在
靜岡縣小西市水
產養殖池餵鰻
魚。 網上圖片

◆ 澳大堡礁出
現歷來最大規模
的珊瑚白化。

網上圖片

◆ 美國冷氣技
工忙於維修各戶
冷氣。網上圖片

◆ 英國早前受熱浪侵襲，有火車路軌變
形。 網上圖片

◆加卑詩省消防人員撲
救山火。 網上圖片

◆ 融冰從挪威斯瓦爾巴群
島的冰蓋中湧出。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