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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为什么不能

下滩踩水和下水拍照？
8月7日，在九寨沟景区，4名游客随意

离开游览栈道，下滩踩水，被景区处罚。九
寨沟的水为什么不能踩？

景区管理部门解释，九寨沟之所以能
有神奇变幻的优美水景，主要是因为湖泊
海子与瀑布滩流有千万年来形成的钙华
衬托，天然钙华的沉积速度极其缓慢，每
年沉积厚度不超过1毫米。人为的物体进入
水体，会对钙华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并且
无法自然修复。而且九寨沟的湖泊(海子)
是贫营养水质，水体非常敏感。人为物体
进入水体，将会使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
类大量繁殖，水体沼泽化。

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高级工程师肖
维阳表示，九寨沟水体里面钙的含量比较
中等。这种微流环境中，钙华的形成过程
相对比较缓慢，一旦人为干扰，更不容易
沉积，而且沉积下来的钙华很容易被水带
走。所以建议各位游客尽量少去接触这些
水体，特别是有钙华沉积的湖泊。

语言能有多伤人？

辱骂负面词堪比打脸
语言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过，语言也会对人造成伤害，负面词汇
会传递攻击性和消极情绪。最近发表在

《传播学前沿》上的一篇论文显示，不管辱
骂是在何等情景下发生，听到冒犯词汇的
人，都像挨一个“小小的耳光”。

在一个心理语言学的实验中，如果说
话者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侮辱会产生词
汇上的“微型打脸”，因此，参与者在阅读
强烈的负面评价性词汇中，注意力会自动
被吸引，与词汇的提取频率无关。

研究结果表明，与积极词汇相比，我
们的大脑对消极词汇的敏感度更高。侮辱
会立即引起大脑注意，因为侮辱的情感意
义，是从长期记忆中提取出来的。这表明
在人际关系中，相对于正面情绪，我们更
容易注意到消极情绪。

油腻食物吃太多

不仅会长膘，还会伤脑子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高脂肪食物不仅

会增大你的腰围，还会伤害你的大脑。
在南澳大学神经科学家主导的一项

国际研究中，研究人员连续30周给小鼠提
供高脂肪食物。结果小鼠在患上糖尿病的
同时，认知能力也出现了退化，出现了焦
虑症、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症状。

研究人员发现，小鼠的高脂饮食和认
知衰退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由于大脑变
化也会导致代谢不良，认知功能受损的小
鼠同样更有可能体重过重。该研究结果发
表在《代谢性脑病》上。

科学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
量，预计到2050年将突破1亿，这项研究为
慢性肥胖和糖尿病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
的联系提供了更多证据，“肥胖和糖尿病
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加剧精神疾病和认
知衰退。我们在对小鼠的研究中证明了这
一点。”

未预测到的太阳风暴

带来了特殊天文现象
8月7日晚，美国航空航天局深空气候

观测站发现未预测到的太阳风暴撞击地
球磁场，其强度在之后急剧上升，速度超
过每秒600千米。目前太阳正处在11年周期
的活跃期，所以今年已经观测到数次太阳
风暴。这次太阳风暴属于一次温和的G2级
太阳风暴(强度从G1到G5逐渐上升)，因此
并没有为地球带来负面影响。

由于此次太阳风暴粒子与地球大气
层撞击，极光现象在比往常纬度更低的地
方出现，并在加拿大南部形成了被称为史
蒂夫的天文现象。该现象与极光不同，外
形通常是一条边缘伴随绿光的巨型紫色
光带，常在太阳风暴时出现，目前仍需更
多研究。 据环球科学、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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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以来，“地球第三极”呈变暖变湿趋势
地球第三极包括青藏高原及其周

边山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是地球
上除南北极以外最大的冰雪储存库，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山生态系统。今
年4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第三极
环境科学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第
三极冰川加速融化，冰崩和冰湖溃决
事件频发。环境变化直接影响着亚洲
水塔的稳定性，进而威胁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冰芯和树轮古气候指标显示，第

三极气候经历了多个冷暖事件，并在
过去两千年以来呈整体变暖、变湿趋
势。变暖在20世纪进一步加剧，并在本
世纪达到峰值。与变暖趋势相似，降水
增加开始于20世纪，且至今仍在继续。

有迹象表明，未来随着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还会增加。积雪
厚度、面积和持续时长，在过去几十年

里有所减少。同时，第三极地区大部分
主要河流的径流量都有增加趋势。

模型预测指出，第三极气温在21世
纪晚期将比参考时段(1995-2014)上升1.4℃
-5.6℃。如果全球增温速率在本世纪末期
一直维持在1 .5℃，那么随海拔升高而加
剧的增温速率，将维持在1.8℃±0.4℃，降
水量将在21世纪末相应地增加6%-15%。科
学预测表明，未来更暖、更湿的气候会带
来不可忽视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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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多月就用光全年可再生资源，今年“负债日”再提前

地球紧急发来“欠费通知”
地球生态超载日，又

称“生态负债日”。如果把
地球当成银行，生态资源
视为存款，那么，在今年的
7月28日，地球人已把本年
度可供消耗的自然资源用
光。剩下的日子，地球将处
于“生态超支”状态。

环保组织“全球生态
足迹网络”发布报告说，到
7月28日，人类已“用完”
2022年全年的水、土壤和
清洁空气等自然资源定
量，“地球生态超载日”再
次提前至7月。

“地球生态超载日”的
概念由“全球生态足迹网
络”及英国智库“新经济基
金会”提出，2012年8月23
日起开始设立。

其计算方法为：全球
生物承载力(地球当年能
生产的自然资源总量)除
以全球生态足迹(人类这
一年对资源的总需求量)，
再乘以365天，即(全球生

物承载力/全球生态足迹)×365=
地球生态超载日。

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人类的
生态足迹越高，超载日越提前，即意
味着地球“超支”情况越严重。

就像失去尾巴的壁虎，我们的
地球其实可以“自愈”：它可以让植
物再生长，可以恢复鱼类资源，重新
吸收空气中的碳，让干净水重回湖
泊，但这些过程需要时间。

自文明发祥以来，地球补充资
源的速度快于人类消耗资源的速
度。然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
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我们最终跨
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
格尔·安德森强调：“如今的经济增
长和发展模式，将我们推向了三重
星球危机：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自然危机以及污染和浪费危
机。事实上，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正
在改变整个气候系统。自然和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正在破坏生态系统
有效运作的能力。污染和浪费正在
毒害我们的地球。”

今年才过完7个多月，一年的资
源就用完了，剩下的几个月咋办？一
年一年透支下去，地球还撑得住吗？

在过去的20年中，“地球生态
超载日”提前到来了2个月。在
1961年，人类一年只消耗大约三
分之二的地球年度可再生资源，
大多数国家还有生态盈余。约从
1970年起，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开
始超越地球生态的临界点。自那
以后，我们消耗资源的速度，与资
源再生速度之间的差距日渐扩
大，从裂缝变成了鸿沟。

从1986年有记录以来，“地球
生态超载日”逐年提前：1993年是10
月21日，2002年是9月28日，2003年提
早至9月22日，2010年是8月28日，
2017年是8月2日，2018年是8月1日，
2019年、2021年提前至7月29日(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为8月22日)。这一日
子每年都在提前，意味着地球的

“生态赤字”越来越高。
2012年时，已经需要1 . 5个

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资源的需求，
2017年需要1 .7个地球。“生态负债
日”提前到7月28日，意味着人类使
用自然资源的速度，比地球生态系
统更新速度快1 .75倍，相当于使用
1.75颗地球。也就是说，从地球生态

超载日到年底，人类将在生态赤字支出上
运作。“我们现在靠预支后代的资源活
着。”世界自然基金会如是评论。

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包括种植庄稼、
饲养动物、捕鱼、建设城市、交通等，每一
项都需要消耗土地或水域面积，这被称
为人类的生态足迹。

在这些需求中，碳排放是最消耗地
球资源的，已占人类生态足迹的60%，成
为推动地球生态超载日不断提前的主要

“加速器”。“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创始人
马西斯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生存的
基础，“我们不可能使用1 . 75颗地球而
没有破坏性后果。”

如果超载到一定程度，是否意味着
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马西斯表示，研
究提供了“收支”对比，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资产负载表”，因此，并不知道人类
欠的这些“债”到底该如何还清，也不知
道哪一天，生态系统会以“崩溃”等后果
来“要债”。

但他表示，如果支出持续超过收入，债
务只会越积越高。一些“生态债务”，如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可以慢慢累积很长时间；过
度捕捞会导致渔业资源萎缩；过度使用地
下水，或土壤侵蚀，会导致农业产值下降。

“生态资源可能不一定有‘债务上限’，更多
是逐渐退化，有些退化是不可逆转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从
1970至2010年，地球生命力指数
显示了52%的下降率。换句话说，
目前地球上的哺乳动物、鸟类、
爬行类和鱼类数量，平均约为40
年前的一半。

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同时，人
口和人均消费的增长，正驱动着
全球“生态足迹”增加。“到本世
纪中期，或许需要三个地球才能
满足人类所需。”世界自然基金
会中国总干事卢思骋指出。

据施耐德电气预计，未来40
年，全球能耗将是现在的1 . 5倍，
但仍有约10亿人口未用上电，
6300万欧洲人口处于能源匮乏
中。

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各
国生态债务情况显示，南非、美
国、卡塔尔各需要2 . 1个、1 . 9个
和5 . 1个本土生态资源。

若是按国家消耗自然资源
的速度来看，这个数据更为“吓
人”。据“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数
据，若是人类像美国人这般消耗
自然资源，需要5个地球才能支

撑；若是像澳大利亚，需要4 . 1个地球；
若是像英国、法国、意大利那样消耗，则
需要2 . 7个地球。

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全球生态
足迹网络呼吁人们控制生态足迹，努力

“还债”，延迟每年“地球生态超载日”的
到来。

例如，如果全球碳排放总量能在
2030年前减少30%，超载日将有望被延
后整整一个月。如果化石燃料开采减
半，有助于将日期延迟93天。

由于畜牧业的甲烷排放量较高，若
将50%的肉类消费变为素食，可将日期
推迟15天。

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粮食产品
被浪费，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将食
物浪费减少一半，这将使“地球生态超
载日”延后13天。

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提出的目标是，
每年将“地球负债日”往后推迟5天，最
终在2050年达到一个地球就够用的终
极目标。

目前，一些国家已通过太阳能和风
力发电，以抵消对环境的冲击。

“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
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联合国人类环
境宣言》中的警示，或许是我们必须对
地球进行生态减负的最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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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球能说话，除
了“好热好热”，她大概也
会说一句“好累好累”。

7月28日是2022年“地球
生态超载日”，我们在7月28
日这天，用光了地球2022年
全年的可再生资源，之后的
每一天，都是在向未来“透
支”。截至今年4月18日，全球
238个国家人口总数约为79
亿。也就是说，今年剩下的
几个月，79亿地球人皆是

“负翁”，需向大自然“借债”
度日。

记者 于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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