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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蔓延、良田变焦土、高温致死案例频发……近日，持
续极端高温天气袭击整个北半球，亚洲、欧洲、北美洲无一幸
免。面对同时期如此大范围的极端天气事件，恐怕已很难将其
归咎为“偶然”。究竟是谁在“焖烧”地球？

高温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

7 月 10 日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截至 8
月 1 日，中央气象台连续 19 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京津等地
最高气温 35至 36 摄氏度，内蒙古、辽宁、江西和福建等地的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37 至 39 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 40 摄氏
度。而截至 7 月 31 日，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
江中西部等地 35 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到 10至 18 天。 8
月 1 日，江南大部、重庆中部、广东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也仍保
持在 35至 36 摄氏度。

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 35 摄氏度定义为“高温
日”。研究发现，长时间暴露在极湿热环境中，人体排出的汗液无
法蒸发，会引起器官衰竭；在超过 35 摄氏度的户外湿热环境中
毫无防护地停留 6 小时以上，将有生命危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新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的一
项研究显示，在 2070 年至 2100 年，华北平原气温将会多次迈过
35 摄氏度的“门槛”，这对一些经常需要户外劳作的人，特别是
家中没有安装空调的贫困家庭来说尤为危险。

韩国和日本近日同样遭遇高温炙烤。韩国气象厅 8 月 1 日
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当天下午 2时 20 分左右，首尔气温高达
38 . 8 摄氏度，创 111 年以来最高值；当天江原道洪川郡气温高
达 40 . 3 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已把高温预警扩大至几乎全国所
有内陆城市，并预计极端炎热天气还将持续。

日本继本月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之后，又迎热浪考验。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 7 月 3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 3 个月因
中暑入院治疗的人数超过 5 . 7 万人，逼近 2013 年的最高纪
录，其中 125 人死亡。

大火烧入北极圈

一贯凉爽的北欧地区也难逃热浪侵袭，10 余起由高温导
致的森林大火已烧入以寒冷著称的北极圈。瑞典火情最为严
峻，仅 7 月以来就遭遇至少 60 起山火，数千居民被迫撤离受
大火威胁的家园。“欧洲恶劣天气”网站数据显示，北欧地区气
温在未来数天内还将持续高出平均值 8 到 12 摄氏度。

由于连日高温和大风，位于南欧的希腊近日也是森林火
灾频发。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不久前发生的森林火灾致 80 多人
遇难，上百人受伤。

除引发森林火灾、危害农业外，欧洲热浪还在威胁淡水鱼
类生存。德国莱茵河、易北河等一些河流因吸收了过多热量，
导致河中鱼类窒息。在汉堡，当地有关部门从河塘中捞出了 5
吨死鱼。

北美大陆也持续被“焖烧”。加拿大魁北克省 7 月初经受
几十年罕见连续高温。由于高温干旱，火势难控，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北部山火已燃烧一周，导致超过 500 座建筑物被毁，迫
使近 4 万人疏散，全州过火面积超过 1100 平方公里。

气候变化是“元凶”

科学家们对越来越频发的极端天气跟踪已久，希望揪出
背后的“元凶”。虽然此前他们不愿把极端天气简单归因于人

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但当极端天气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强
度和频率蔓延全球时，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密切相关性已
成共识。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刊文称，科学家们已完成对 2004 年
至 2018 年全球 190 起极端天气事件的归因研究，其中三分之
二的案例极可能归咎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变暖。

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科琳娜·勒凯雷说：
“我现在可以更勇敢地告诉人们，你们脑海中关于目前这些极
端高温、干旱和大火的逻辑是对的——— 确实是气候变化造成
的。”

世界气象组织 7 月 27 日发表声明说，北半球变暖速度
快于全球水平，高温使森林变得更加干燥易燃。近期一项研
究发现，北半球森林正以至少近 1 万年来未有的速度起火燃
烧。野火又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尽管人类已开始采取节能减排等诸多措施试图减缓气候
变化进程，但科学家预计，未来数十年，极端天气频发的现象
非但不能逆转，还会更加严重。

一项最新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杂志上的
研究显示，到 2080 年，全球某些地区由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
最高将上升 2000%。研究人员称，未来的热浪将更频繁、更强
烈、更持久，对赤道附近国家如哥伦比亚、巴西、菲律宾的“杀
伤力”尤其大。

科学家称人们可能需要“学着适应”未来愈发频繁的酷
热天气，也必须研究更为有效的措施应对热浪导致的公共健
康危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居民的生命威胁。他
们提出了开设公共降温中心、将屋顶涂成白色以反射更多阳
光等措施。

(记者彭茜)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是谁在“焖烧”地球？

寒号鸟的故事流传很广：寒冷的冬夜，寒
号鸟冻得直哆嗦，下决心第二天一定垒个暖
暖的窝。可到了第二天，它却忘记了前一晚的
决心，趁着暖和冬日只顾玩耍。就这样日复一
日，得过且过。终于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夜，
寒号鸟被冻死了。这虽然只是个童话故事，但
寓意却让人深思。

最近一段时间，极端天气以强大的威力
肆虐全球。北半球诸多地方进入“烧烤”模
式……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认为，全球极端高
温和降水增多，正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全球近
3000 名科学家参与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认为，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天气变暖。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世界上
很多人却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
虽然明白有必要就气候变化采取应对措施，
但如果碰到触动自己利益的“奶酪”时，就不
情不愿，甚至背道而驰。把这种想法称作“寒
号鸟心态”，恐不为过。

一些与传统能源关联的利益集团竭力阻
挠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甚至别有用心抛出
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企图为自己的行动
“正名”。美国政府也因一己之私，做出退出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这样不负责任的决定。这
些短视之举，在危及全人类命运的同时，也将
最终损人害己。毕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当前全球减排力度与期待实现的减排目
标尚有不少差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去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各国目前的减排承诺只
能达到 2030 年温控目标所需减排水平的三
分之一；即便各国完全履行当前的减排承诺，
到 2100 年，全球气温也将比工业化前上升 3
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提出的 2 摄氏度目标。一旦美国在
2020 年按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形势更加堪忧。

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得过且过，不计长远的
“寒号鸟心态”要不得。

(记者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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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重军团队及学生在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内（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在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内，覃重
军在讲述关于人造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的研究内容（ 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在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合成生物
学重点实验室内拍摄的单条染色体真核酵母（ 7 月 31 日
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这是覃重军在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
所内展示的研究笔记（7 月 31 日摄）。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

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

色体的真核细胞，是继原核

细菌“人造生命”之后的一

个重大突破。北京时间 8 月

2 日，该成果在国际知名学

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 8 月 2 日，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研究员覃重军在
发布会上解读研究成果。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在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内，覃重军（右）与团队
成员邵洋洋在实验室内研究交流（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上接 1 版)自然科研机构中国区总监保罗·埃文斯说，
尽管融合操作显著改变了三维染色体结构，但经证实，改造
后的酵母细胞出乎意料地稳健，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没有
表现出重大的生长缺陷。

“天然酵母染色体的遗传基因有许多重复序列，这增加了
细胞的不稳定性，容易导致突变或变异。而我们创造的全新酵
母细胞删除了这些重复序列，化繁为简。”覃重军说。

他透露，将酵母染色体数量“ 16 合 1 ”的最终目的是
发现自然界中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内核，最终用于治疗人类
疾病。“在保证细胞正常存活的前提下，染色体数目简化得
越多，越容易更精准地找到生命体的遗传密码到底哪些可
变、哪些不可变。”

单染色体真核细胞已问世，然后呢？

人工智能的到来引起了人类的恐慌，强大的机器让人们
担心终有一天我们将被机器统治，而单染色体真核细胞的问
世或许也会从另一个角度引起人们的忧虑。未来某一天，人
类会不会创造出比自身更强大的生命？

对此，覃重军表示，目前人类对生命基因组遗传密码的

运转机制所知甚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对单个基因
有了一定了解，但他们彼此间如何协作、又怎样变化我们知
道很少。目前，我们处在简单模仿自然的水平，真的去创造
尤其是脱离大自然的‘蓝本’去创造几乎不可能，所以距离
‘ 100% 人造生命’还差得很远。”

大手笔改造酵母染色体基因组的过程中，覃重军深深感
慨于自然的神奇。“微生物的变化非常快，你稍做改动，大
自然就会以完全嘲笑人类理解能力的方式，变化出更多可
能。”

他认为，科学家一定要有坚定的伦理操守。“坚决不能
做致病生物的改造，因为你不知道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所
以我们拿酿酒酵母这种可食用的微生物做改造，目的是找到
阻止其变异、恶化的解决办法。”

酵母三分之一基因与人类同源，人造单染色体真核酵母
细胞的诞生为研究人类染色体异常疾病提供了重要模型。端
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结构，端粒的长短与过早衰老、基因
突变、肿瘤等疾病形成有关。单染色体真核酵母细胞仅有 2
个端粒，这为研究上述疾病也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下一
步，科研团队将借助该模型研发人类染色体缺陷或倍增等相
关疾病的治愈方法。

此外，保罗·埃文斯认为，人造单染色体真核酵母细胞
也可成为研究染色体生物学基本概念的强大资源，包括染色
体的复制、重组和分离，这些都是生物学领域十分重要的主
题。

“创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合成生物学

如何迈入新时代？

人造生命对应的学科叫合成生物学。如果说基因编辑还
是对生命遗传物质的“小修小改”，那么合成生物学则是
“推倒重来”。

本世纪初，合成生物学在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工程
学等多学科基础上逐渐形成。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形
成初具规模的合成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
发团队，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相继建立。

2017 年 3 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以封面文章形式
发表了美、中、英等多国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人工合成酵
母染色体项目”的部分成果，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 5 条酵
母染色体，其中，中国科学家合成了 4 条，相比“人类基因
组计划”中国科学家所承担的 1% 基因测序有了大幅进步。

此次成果不仅完全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而且对酵
母全部 16 条染色体进行大剪大拼，最终合成为 1 条，可
谓在去年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说在“人工合成酵母染色体项目”中，我国科学
家扮演了“挑大梁”的角色，那么在此次“单条染色体真
核酵母细胞”的合成中，我国科学家掌握了核心关键技
术，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接下来，合成生物学如何迈入新时代？覃重军认为，
“思想上大胆创新+工程上精细实施”，是未来中国合成
生物学取得重大突破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西方合成生
物学的研究模式强调精细化工程实施，但只有工程实施远
远不够，敢于跳出权威束缚、有原创思想引领才是保持领
先优势的关键。”

此外，业内专家一致认为，要对合成生物学可能带来
的负面影响与国际同行加强伦理讨论、建立预警机制、完
善监管制度。生命是大自然的“作品”和生物长期进化的
结果。下一步，合成生物学要对生物种类、生命基因的改
动设置明确的“红色警戒线”，谨防破坏既有生态系统、
引发生物安全风险。

新华社上海 8 月 2 日电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2 日电(记者张泉、王琳琳)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
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是继原核细菌“人造生命”之后
的一个重大突破。北京时间 8 月 2 日，该成果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在
线发表。

历经 4 年，通过 15 轮染色体融合，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
所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采用工程化精准设计方法，成功将天然酿酒酵
母单倍体细胞的 16 条染色体融合为 1 条，染色体“16 合 1”后的酿酒酵母
菌株被命名为 SY14。

经鉴定，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 SY14 酵母具有正常的细
胞功能，除通过减数分裂有性繁殖后代减少外，SY14 酵母表现出与野生
型几乎相同的转录组和表型谱。从而颠覆了染色体三维结构决定基因时
空表达的传统观念。

此外，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的“诞生”，突破了人们对于真核生物和原
核生物界限的传统认知。

专家表示，该成果表明，天然复杂的生命体系可以通过人工干预变简
约，甚至可以人工“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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