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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世界气象组织：

欧洲千年极寒说

是“臆测”

世界气象组织19日说，

有关欧洲将面临千年一遇严

寒的说法是“臆测”，并无科学

依据。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在给

记者的一份正式回复中说：

“最近有报道称欧洲将面临千

年一遇的寒冬，这种说法是一
种臆测，没有权威的和确切的

科学依据。目前，所有长期预

报都没有显示欧洲的这个冬

天将格外寒冷。” 据新华社

俄气象专家

“千年极寒”说

夸大其词

就目前俄媒体普遍提及

的“千年极寒”说，俄罗斯气象

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他们认

为这一说法缺乏科学根据，与

气象部门的预报也不吻合。尽

管今冬气温要比往年冬天的

平均气温低，但其寒冷程度甚

至还比不上去年冬天，因此

“千年极寒”说未免有些夸大

其词。

针对有人认为今年4月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引发

墨西哥湾流变缓的说法，俄专

家伊兹拉埃尔认为，从地质意
义上来说，这场灾难的影响是

微不足道的。

俄罗斯科学院石油和天

然气问题研究所所长阿纳托

利·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认为，

洋流的温度变化是正常现象，

数百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情

况：由于地球寒冷，北美大陆

形成了巨大的冰川，后来由于

种种原因冰川开始融化，于是

在大湖地区汇集了大量的寒

冷淡水，后来流到大西洋与温

暖的咸水汇合。一些人据此推

测，从那时起墨西哥湾流开始

变冷，而湾流经过的沿岸地区

此后变得凉爽，“就算如此，我

也并不认为这将带来什么致

命的损害”。 据新华社

千年极寒？以讹传讹！

无人知晓无单位

媒体纷纷报道的版本是这样

的：波兰学者预测说，在“拉尼娜”

现象的影响下，来自北大西洋的墨

西哥湾暖流活动速度减缓和变冷，

导致欧洲将出现千年极寒。然而翻

看国内媒体，没有一家说出是波兰

哪个机构的学者所说，他姓甚名

谁，哪个媒体先报道的，也都含糊

不清。在国外，对这一消息报得最

多的俄罗斯媒体，多数也给不出答

案。仅有个别媒体指出是一个叫米

哈伊尔·科瓦列夫斯基的波兰人说

的，也有媒体不知道专家名字，却

说其供职于波兰国家气象与水文

研究所。

然而在所谓波兰专家的家乡，

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过此类消息。

这名波兰学者到底是谁？连波
兰国家气象与水文研究所新闻办

公室负责人卡塔瑞娜·别聂科也称

不知道。她说，该机构专家没发表

过这样的言论，在波兰国内也没有

哪位有名有姓的科学家出来对此

予以承认。她本人也是从罗马尼亚

媒体向她查证此人时，才知道有这
么个报道。

记者了解到，该国媒体也是

看到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而产生了

疑问。俄个别媒体说是波兰气象
与水文研究所，而罗马尼亚许多

媒体为了验证真实性，打电话给

波兰的这家机构，获得了以上一

样的答案。至此，这名专家是谁，

已查无对证。

罗马尼亚多家媒体甚至怀疑

“千年极寒”报道是条假新闻。

多数欧洲媒体无报道

既然是欧洲要遭遇千年一遇

寒冬，这样重大的预测应该先上欧

洲学术期刊，或者是欧洲主要媒

体，才能让欧洲乃至全球的人都知

道。更何况，欧洲人应该更关心这
一预测才对。

奇怪的是，包括波兰、英国、法

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主要媒体

也都没有报道，更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一消息，连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

听到记者询问此事时，也表示不知

情，并希望求证这一消息的出处。

然而这则消息能够不走寻常

路，它说的是欧洲的事，却能在欧

洲多数国家以外的部分国家掀起
轩然大波。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在俄罗斯，这一消息不胫而

走，由于消息和一些英国与俄罗斯
权威专家对今年冬天天气的谨慎

预测联系到了一起，让更多的人以

为这是一条已被证实且有根据的

消息。这在俄部分民众中造成恐

慌，由于担心市政工程无法保障供

暖，一些人开始抢购电暖器，引得

专家纷纷出来“辟谣”。

对此，俄罗斯水利气象中心主

任罗曼·维尔凡德说，“千年极寒”

论与气象部门的正式预告并不吻

合，“没有任何一家专业气象杂志

发表了类似的预测，而媒体却接连

不断地说欧洲气象学家预告今冬

将遭遇千年最冷的天气，这一切无

疑显得很可笑”。

耸人听闻不科学

被问及有关“千年极寒”说时，

世界气象组织对记者说，“这种说
法是一种臆测，没有权威的和确切

的科学依据。目前，所有长期预报

都没有显示欧洲的这个冬天将格

外寒冷。”

人类有详细气象记录的历史

不过 150 年，而“千年极寒”一说竟

然能预测到欧洲今冬会遭遇千年

一遇的寒冷。美国有线及卫星电视

“气象频道”高级气象学家斯图·厄

斯特罗认为，“那项无从证实的预

测似乎太过猜测性且耸人听闻，事

实上，人类至今仍无法获得千年前

的准确气象记录，又怎能说今冬是

千年最冷的冬天呢？”

关于墨西哥湾流变冷将是引
发欧洲千年严寒的“罪魁祸首”一
说，俄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尤里·

伊兹拉埃尔认为：“墨西哥湾流变

冷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此这一问

题曾经备受关注，但关于它变冷的

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只有当整个

格陵兰岛都融化了，才会出现湾流

变冷的现象，而目前情况远非如

此。”

俄罗斯水利气象中心主任罗

曼·维尔凡德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

初以来普遍的暖冬天气相比，今年

冬天无疑要寒冷得多，到时候将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寒冬”。尽

管如此，与去年冬天相比，今年冬天

仍然要暖和一些。 据新华社

格评论

不能为求“轰动”忽略真实
一条不太靠谱的“寒冷”消

息，用了“千年”和“极”的修饰，经

过一些媒体不厌其烦的报道，在

一些国家掀起波澜。这一炒作“怪

相”很值得人们深思。

在众多媒体“凑热闹”，争相

报道“千年极寒”消息时，有多少

人想过核实一下提出观点的科学

家身份？遗憾的是，不少媒体人云

亦云，“援引”“波兰科学家”的话

后，便不再“深究”他究竟是谁。更

有甚者，还有人将此消息与一些

权威专家对今冬天气的预测联系

在一起，带来更多误导。

天气新闻、寒暑现象，与人息

息相关，“极”而言之，容易制造“轰

动”，但新闻报道终究还是要有原

则：不能为求“轰动”而忽略真实、

准确。事实不会因炒作而改变。

“极寒”报道一度引发了“热

闹”的讨论与传播，带来一些不正

常的社会“反应”：在俄罗斯，这一

消息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忧虑，一

些人开始抢购电暖器。而在个别

国家股市，保暖御寒产品厂商和

能源生产商股价飞涨，热衷于概

念炒作的行为又开始显现……此

后，权威专家和机构又不得不站

出来以正视听。

民众担忧，商家乐观其成，

“极寒”几近演变成一场“闹剧”。

推波助澜者真应该深入反思一下

自己的社会责任。 据新华社

一条破绽百出的新

闻，被不少媒体郑重地报

道；一个没有科学根据的

观点，不少人信以为真；一

个连出处都甚少提及的消

息，却许久看不到对它的

追根溯源。欧洲将遭遇千

年一遇严寒的新闻已在媒

体上热闹了一阵，甚至引

得不少权威专家出来驳

斥。如果消息只是引用学

者个人观点，倒也无妨，但

这一消息的背后，呈现出

诸多怪异特点。

从9月10日开始，有关“千

年极寒”的消息开始在波兰境

内各大媒体发酵，并于9月16日

出现在了“俄罗斯Regnum新闻

网”，其报道称———“波兰气象

学家日前表示，欧洲将迎来

1000年以来最冷的冬天。温暖

的墨西哥湾流正在变弱，将停

止为欧洲提供抵御北极严寒的

屏障……”作为一家联邦级的

通讯社，“Regnum”在俄语媒体

中最有话语权。几乎就在同一

天，该新闻在东欧各国传了开

来——— 乌克兰境内最有影响力

的“VLASTI”网站和《今日亚

美尼亚》报刊等……

10月4日，24小时滚动播报

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进一步

“推波助澜”，让这则消息传遍

世界，并以俄罗斯中部地区此

前低于平均气温两三摄氏度的

现象，予以了“证实”。 (宗合)

格链接

“千年极寒”

专家

消息

观点

格专家回应

法国专家

欧洲不太可能

出现极寒天气

针对有报道称波兰科学

家认为欧洲今冬将遭遇千年

以来最冷的冬天，记者采访了

法国气象台气候部副主任让-

皮埃尔·塞龙。塞龙表示，根据

目前的预报，欧洲今年冬季的

气温要比往年偏低，但出现极

端严寒天气的可能性较小。

塞龙说，不管“千年极寒”

的说法是否正确，首先应该指

出的是，这只是一个季节性的

预报，没有细节，也无关气候

变化的趋势。气象部门进行天

气预报主要依赖两个指标，一

个是热带海洋的状况，另一个

是整个海洋的变化，因为后者
会对大气层产生影响。

他说，根据法国气象台的

初步预报，今年冬天欧洲地区

的气温将比往年偏低，但应该

不会出现极端的严寒天气。

“从总的大趋势来看，全球的

冬季正在变得越来越暖。所以

当我听说有波兰科学家认为，

今年将遭遇千年一遇的严寒

时，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不知

道这是他的原话还是媒体的

演绎，总之从现在的情况来

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据新华社

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

个码头享受秋季时光。

10月20日，在德国南部的费尔德贝格，一家人在清理汽车上的积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