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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可能引发多个地球系统突变
研究称遏制全球变暖比预想更难

“刷脸”靠谱吗？至少目前要打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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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研发“电子皮肤”

能高灵敏测人体信号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中美两国
研究人员 6 日说，全球变
暖导致森林土壤吸收主要
温室气体之一甲烷的能力
下降，这可能会加速提升
大气中的甲烷浓度，进而
加剧全球变暖。

四川农业大学和纽约
市立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
报告说，森林土壤可以通
过土壤中的微生物吸收大
气中的甲烷，但他们发现
全球多个地区森林土壤的
甲烷吸收能力被高估，其
中在森林土壤湿度增加的
地区，甲烷吸收能力降低
得最为明显。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
体，其温室效应比二氧化
碳高出 20 多倍。研究人员
认为，气候变化导致降雨
增多，降低了森林土壤捕
获甲烷的能力。研究人员

测量了 1998 年 11 月到 2016 年 12 月之间美国
马里兰州 4 个城市和 4 个农村地区森林土壤的
甲烷吸收能力，发现城市森林土壤吸收能力下
降 62%，农村森林土壤吸收能力下降 53%，而
同时期这些地方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增加。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 317 篇经同行评议的相
关论文，结果发现，1987 年到 2015 年间，世界
各处森林土壤的甲烷吸收能力平均下降了
77%。

论文通讯作者、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彼得·格
罗夫曼说，这表明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大自然解
决温室气体问题。正如树木和海洋无法持续吸
收二氧化碳，土壤也无法持续吸收甲烷。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一个
国际科研团队 6日说，把全球气温控制在《巴黎
协定》目标内比预想更难实现，原因是气温升高
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多个地球系
统发生突变，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国际社会 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提出把全
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摄氏度
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澳大利亚、瑞典和丹麦等国研究人员在新
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说，即

便各国实现《巴黎协定》中确定的减排目标，
地球也有成为“温室地球”的风险。“温室地
球”指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4
到 5 摄氏度，海平面比今天升高 10 到 60 米。

论文第一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威
尔·斯蒂芬在一份声明中说，人类排放的温室
气体不是全球气温的唯一决定因素。他们的研
究表明，全球气温升幅达到 2摄氏度有可能会
诱发其他地球系统发生变化，届时就算人类不
再排放温室气体，全球变暖也会进一步加剧。

研究人员提出了 10 个可能加剧全球变
暖的地球系统变化，包括永冻土融化释放甲
烷和二氧化碳、海底甲烷水合物中的甲烷逸
出、陆地和海洋储存碳能力削弱、海洋微生物
呼吸增强、亚马孙雨林退化、北方针叶林退
化、北半球雪盖减少、北极夏季海冰减少、南
极海冰减少和极地冰盖消退。

研究人员指出，有一些地球系统处于临
界点，一旦跨越临界点，就可能发生突变，引
发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停下来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如果‘温室地球’变为现实，那么地球上许
多地方将不再宜居”。

研究人员认为，要避免“温室地球”发生，
不仅要靠减少碳排放，还需通过改善对森林、
农业和土壤的管理以及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增强自然界储存碳的能力。另外，还要开发捕
获和储藏碳的新技术。

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气温已较工业化
前水平升高了约 1 摄氏度，并仍在以每 10 年
约 0 . 17 摄氏度的速度提升。

新华社“雪龙”号 8 月 7 日电(记者申铖)
在中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中，海冰观测是
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今年全球多地的高温
天气会导致海冰加速消融吗？北极还有多少
海冰？海冰消融又会带来哪些影响？针对上述
问题，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第九次北极科
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研究员雷瑞波。

局部高温会让海冰加速消融吗？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出现高温现象，北极
圈内的一些陆地地区也难逃热浪侵袭。人们
不禁猜测，局部地区的高温天气会导致北冰
洋的海冰加速消融吗？

对此，雷瑞波表示，科学界普遍认为，全
球气候变暖是导致近年来北极海域海冰覆盖
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今年局部
地区的极端高温天气是否直接导致海冰减
少，还有待观测和研究。

“从目前的海冰状况来看，位于大西洋
扇区的海冰向北退缩明显。例如，中国北极
科考站——— 黄河站所在的斯瓦尔巴群岛还有
格陵兰岛北部等地区的海冰退缩明显。”雷
瑞波说。他表示，这些地区的海冰退缩较
大，有可能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北欧
海在今年 7 月持续受到高压控制、气温异常
偏高有关。除气温外，还有多个其他因素会
引起海冰的消融。另外，夏季海冰的消退程
度还取决于冬季海冰的生长量。“因此，需
要开展更多的观测和研究，才可以最终得出
结论。”

北极有多少海冰？

虽然今年的北极冰情还有待观测，但近
40 年来，北极海冰快速减退，是地球表面发
生的最显著变化之一。

从北冰洋的整体情况来看，雷瑞波说，截
至 7 月 31日，北冰洋海冰覆盖范围达到了自
1979 年以来的第四低值，只比 2007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同期高。

历史上，北冰洋海冰覆盖范围最小值出
现在 2012 年 9 月，为 341 万平方公里。

海冰有哪些作用？

在陆地上，植物花期的提前或延后，是所在
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佐证；在海洋里，海冰减少
或增加，也是所在海域气候变化的一个体现。

“海冰还是北冰洋气候的‘调节器’。”雷瑞
波说。在夏天，海冰通过自身消融吸收太阳辐
射和热能，可以缓解夏季北冰洋地区的升温；
在冬天，海冰通过自身“生长”，释放热能，可
以缓解冬季北冰洋地区的降温。正是由于海
冰的存在，北冰洋并不是北极地区夏季最热
和冬季最冷的地方。

雷瑞波表示，鉴于北极在全球气候变化
中的重要地位，直接体现北极气候变化的北
极海冰也成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风向标”。

海冰消融将带来哪些影响？

鉴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呈现消融

趋势。假如海冰继续消融，会带来哪些影响
和后果？

据雷瑞波介绍，海冰加速消融，海洋
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减弱，上层海洋吸收
了更多的热能，导致北极气候以全球水平
约两倍的速度变暖。“也就是说，如果全
球气温平均升高 2 摄氏度，北极地区的气
温或将升高 4 至 5 摄氏度。”他表示，北
极海冰减少会通过一系列的反馈作用，诱
发北极海洋、海冰、大气系统快速变化，
例如开阔水域的增多和沿岸冻土的融化会
加速海岸的侵蚀，影响原住民的生存环
境。

海冰的减少还会对北极的生态系统构
成威胁，产生海洋酸化和永冻带污染物大
范围扩散等重大环境问题，影响海洋生物
可利用的光合作用总量，影响大型哺乳动
物的生存环境，如北极熊可能由于海冰退
缩失去赖以生存和捕食的场所。

海冰消融对北极域外地区也会带来负
面影响。

“北冰洋海冰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
上诱发了如 2008 年冬季中国南方的冻雨以
及近年来北美、北欧地区的暴雪等灾害性
天气。”雷瑞波说。

更为严峻的是，海冰变化不是孤立事
件，而是一个导火索，或将引发全球海洋
和大气的一系列变化，如影响大洋环流和
北半球西风带强弱等。

“海冰的减少是一个未知的变量，将
打破地球上很多事物运行的规律，而我们
对于这个变量了解太少。”雷瑞波说。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李宓)2009
年，多名美国亚裔消费者投诉，尼康相机的
“眨眼提醒”功能总是错误地提示他们拍照时
眨眼了；2015 年，美国谷歌公司基于面部识
别技术开发的一种图片应用，将一位用户的
黑人朋友标记为“猩猩”。

面部识别技术越来越先进，并不断渗透
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人乐观地认为，“刷脸”
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可是，“刷脸”真的靠谱
吗？至少从目前看，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准确度欠缺

最近一段时间，“刷脸”接二连三地出糗。
在美国，有机构使用亚马逊公司的面部

识别系统扫描了 535 名国会议员的面部照
片，并与相关数据库中的 2 . 5 万张罪犯照片
比对，结果 28 名议员被系统识别为罪犯。

英国多个城市的警方开始试应用面部识

别技术。但最近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伦敦警
方使用的面部识别系统错误率高达 98%，被
批评为“几乎完全不准确”。伦敦警察局局长
克雷茜达·迪克对此辩护说，她不认为这项技
术会带来大量逮捕行动，但公众“期待”执法
机构测试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英国警方曾将面部识别技术应用在音乐
会、节日庆典或足球赛等场合。据英国媒体报
道，在威尔士加的夫举行的 2017 年欧洲冠军
联赛决赛中，警方使用的面部识别系统产生
2400 多次匹配，其中 2200 多次是“假阳性”
匹配，即把普通人错认为犯罪嫌疑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人
员测试了微软、IBM(国际商用机器)和中国旷
视科技 3家公司的面部识别系统，让 3个系统
判断 1270 张图片中人物的性别。结果显示，3
个系统对肤色较浅男性的判断错误率都低于
1%，识别效果较好；但对肤色较深女性的判断
错误率从 21%到 35%不等，识别效果差。

训练数据不理想

对于“媒体实验室”的研究，IBM 公司沃
森和云平台业务首席架构师鲁奇尔·普里说，
人工智能系统深度学习的有效性有赖于训练
的基础数据。即使人工智能模型本身设计优
异，不理想的训练数据只能导致高错误率及
带有偏见的判断。

英国《自然》杂志在近期一篇评论文章中
也指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开发出复
杂算法会广受赞誉，但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关
注数据如何收集、处理和归类。导致人工智能
产生偏见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训练所使用
的数据质量不佳。

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乔纳
森·弗兰克尔认为，很多用于面部识别的图片
质量不佳，尤其是那些街头监控摄像头拍下
的图片，也是导致面部识别技术在实际应用

上经常出错的一个重要原因。

忧心隐私安全

除本身存在技术问题，面部识别大量使用
还引发了对个人隐私的担忧。美国乔治敦大学
法律中心一份关于技术与隐私的报告显示，美
国目前有 16 个州允许美国联邦调查局使用面
部识别技术，将犯罪嫌疑人照片与相关数据库
中的驾照照片进行比对。

美国数字化权利保护组织电子前沿基金
会的詹妮弗·林奇说，很多人并不同意警方在
寻找罪犯时比对自己的照片，他们并不知道州
政府有这种政策。

出于对隐私和安全的担忧，一些人甚至研
制推出了反监测装备。德国人亚当·哈维曾在
德国混沌通信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研制的“假面”
产品，比如在衣服上绘制起迷惑效果的图案，
让面部识别系统难以识别真实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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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董瑞
丰)中国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种冠心
病诊断新技术，比常规冠脉造影检查准
确率提高 33% ，日前已获得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将弥补国内冠心
病精准评估工具稀缺的短板。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
心血管病报告 2017 》推算，全国心血
管病患病人数已达 2 . 9 亿，其中冠心
病患者 1100 万人。长期以来，大多数
国内患者采用常规冠脉造影检查，精准
度有待提高。而国际公认高精准度的冠
心病评估技术，需要复杂的手术过程和
上万元费用的耗材，导致在国内应用率
偏低。

由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
的这一新技术，名为定量血流分数
(QFR)测量系统，通过影像数据对冠状
动脉进行三维重建和血流动力学分析，
不需要额外手术、耗材和药物。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的多
中心临床研究显示，该技术可在 4 分钟
内完成冠脉功能的快速评估，准确度与
目前的世界“金标准”结果一致，比常
规冠脉造影检查准确率提高 33% 。

“新技术将成为医生的好参谋，帮
助准确判断冠心病患者要不要放支架、
放几个支架等问题，降低冠心病精准防
治的费用。”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仪
器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
说。

创新性的临床研究带来诊疗策略创
新，是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之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
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表示，
QFR 具有非常高的准确率和灵敏度，
根据其结果可以判断哪个病人应该介入
治疗，哪个病人应该药物治疗，在冠心
病诊疗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卫生经济学效
益。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樊攀、魏梦佳)记者从清华大
学获悉，清华大学微纳电子系任天令教授团队日前研发出
多层石墨烯表皮电子皮肤，该器件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可
以直接贴覆在皮肤上用于探测呼吸、心率、发声等，在运动
监测、睡眠监测、生物医疗等方面具有重大应用前景。

这一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纳米领域著名期刊《美国化
学学会·纳米》上。据介绍，电子皮肤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医
学传感器，要求器件拥有好的柔韧性和可伸缩性、高灵敏
度、好的贴合度和舒适度。“石墨烯由于其出色的导电性和
柔韧性，是电子皮肤的理想材料。但是将石墨烯更加舒适、
美观、稳定、可靠地贴合在皮肤表面，从而采集人体各种生
理信号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任天令解释。

通过对激光直写石墨烯微观结构的分析研究，任天令
教授团队建立了以石墨烯带状结构为基元的裂痕理论模型，
较好地模拟了由应力引起的阻值变化过程。“多层石墨烯表
皮电子皮肤可以通过电阻变化实现对皮肤表面的微小形变
等的监测，通过贴附在口罩、手腕、喉咙等多个位置分别实现
对呼吸、心跳、语音等生理体征信号的测量。”任天令说。

此外，在器件研制过程中，团队创造了湿法剥离氧化
石墨烯的新工艺，去除石墨烯氧化物，只留存石墨烯，使得
器件更加美观，灵敏度更高，可耐受更高的温度。

新华社昆明 8 月 7 日电(记者岳冉冉)我国
科学家发现两种可食用或药用的甜味植物：翅
果藤、毛果鱼藤，从中分离出的化合物甜度为蔗
糖的数十倍以上。该系列成果近期相继发表在
国际期刊《农业与食物化学杂志》上。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对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特色食用、药用植物的野外调查，并结合
味觉感官评价，发现了多种甜味植物，并对其中
两种甜味植物——— 翅果藤和毛果鱼藤的甜味成
分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杜芝芝介绍，萝摩科植物翅果藤在
云南当地被称作“土甘草”或“大对节生”，其果
皮可用于腌制咸菜、根可入药、全株可治肺结
核。豆科药用植物毛果鱼藤具有甜味，有时在民
族药中被用来替代甘草。

研究者通过对翅果藤的味觉活性追踪分
离，发现其果皮中含 10 个新的甜味甾体糖苷类
化合物，甜度为蔗糖的 50 倍至 400 倍不等；而
其根部发现的 7 个新的甜味化合物甜度为蔗糖
的 25 倍至 400 倍不等。

而在毛果鱼藤中，研究者发现了 4 个新的
甜味三萜皂苷类成分，其中有 2 个化合物甜度
是蔗糖的 150 倍和 80 倍。杜芝芝说：“我们
通过动物急性毒性实验，发现在所测试浓度下
这 2 个化合物未显示毒性，从甜味觉的角度证
实了毛果鱼藤在民间被用作甘草替代物的合理
性。”

新华社伦敦 8 月 5 日电(记者张家伟)
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长期处于轻度空气
污染环境中也可能会影响心脏，导致与心
力衰竭早期阶段类似的心脏变化。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等机构研究
人员分析了英国一项长期调查积累的数
据，共涉及约 4000 名英国志愿者。这些
研究对象在调查中回答了生活方式等方
面的问题，并接受了心脏和血液等方面
的检查。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循环》杂志上的
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居住在马路附近、长
期暴露于二氧化氮或 PM2 . 5(细颗粒物)
污染中的人，更容易出现左、右心室肥大
现象。而且，空气污染越严重，这种心室
肥大问题就越明显。在心力衰竭早期阶
段，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心脏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志愿者所处环境
的空气污染年平均水平都处于英国建议水
平之内，即低于每立方米 25 微克。

研究人员表示，这只是一个观察研
究，并不能得出因果结论，但人们看到，
在即便是轻度的空气污染环境中，心脏结
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轻度空气
污染也可能影响健康。研究结果再次提醒
人们应重视空气污染治理并做好自我防
护。

轻度空气污染也可能影响心脏
新发现两种甜味植物

化合物甜度远超蔗糖

新华社微特稿爱尔兰三一学院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
腹部脂肪多关联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程度严重。研究人员
认为，这一发现意味着降低肥胖率可能有助减少老年痴
呆症发病率。

研究人员分析 5000 多名 60 岁以上老人的智能测试得
分、身高质量指数(BMI)和衡量腹部脂肪的腰臀比。结果表明，
腰臀比数值大关联认知功能衰退多。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
因为腹部脂肪多引起发炎风险上升，从而关联认知功能受损风
险增加。研究论文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营养学杂志》双月
刊。法新社 8 月 3日援引论文作者科纳尔·坎宁安的话报道：
“我们已经知道，肥胖关联不良健康后果，我们的研究增加了
证据，显示肥胖以及多余体重的分布可能影响大脑健康。”

老年痴呆症正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患病人数
2001年达到 2430万人，2040年预计将增至 8110万人。(黄敏)

老年人腹部脂肪多

增加大脑受损风险

女性如发生心脏病

同性救治存活率高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美国一项大型医学研究发

现，心脏病发作紧急送医后，女性患者如果由女医生实施救
治，其存活率要大于那些由男医生救治的女患者。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网
络版上。通常来说，心脏病发作(急性心肌梗死)被送至医院
急救的患者中，死亡率大约为 12%。而据医学统计分析，其
中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男性。

哈佛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对 1991 年至 2010 年间美国
佛罗里达州因急性心肌梗死被送至医院急救治疗的超过
50 万例病例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患者与救治医生
之间的性别匹配“事关生死”：女性患者如果由女医生实施
急救，其存活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为何女性患者由女医生救治生存概率更佳？研究人员
认为，这可能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女性患者的症状与男性患
者不太一样，而且女性患者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延误抢救
时机的情形。急救过程中，女医生能更好识别女患者的各种
心肌梗死症状。

男医生救治女性心肌梗死患者似乎更为棘手一些。从
数据来看，男医生急救处置的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数量
越多，救治生存概率会相应更高一些。这表明，男医生需要
靠救治更多女性患者来积累针对女性患者的特殊救治经
验，才能缓慢提高救治效果。此外，如果男医生在实施急救
时团队中有更多女医生参与，其救治的女性心肌梗死患者
生存率也会有提升。但研究人员说，以美国为例，医院急救
系统中男医生比例要明显高于女医生，因此从长远来看，最
简单有效的举措是着力提高急救体系中女医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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