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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它们白色脸颊上顶着褐黑色的“帽子”，它
们频繁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它们身形娇小
且行动敏捷，它们经常出没在潮湿地区的柳树
丛中，它们组建一夫一妻制“家庭”生儿育女，
它们对巢穴的要求苛刻⋯⋯它们是褐头山雀
——英国目前生存“最受威胁”的留鸟。

据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介绍，过去 50
年，由于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生活在英国的褐
头山雀数量锐减了 94%。这个夏季，罕见高温
天气进一步加剧英国褐头山雀的生存威胁。

建造于煤矿遗址的英国费尔伯恩·英斯自
然保护区是褐头山雀中意的栖息地。在这个水
域开阔、芦苇丛荡漾、草地和树林随处可见的地
方，褐头山雀有一大群热闹的邻居：麻鸦的脾气
难以捉摸，翠鸟的服饰色彩斑斓，苍鹭的姿态霸
气十足，穿流而过的鱼儿是趴在木桥上的儿童
游客喜爱的玩伴，保护区工作人员每年还会给
这里带来蝴蝶等新成员。

今年夏季，罕见高温天气让这个原本潮湿
的区域遭遇凶险的野火。一场突发野火让费尔
伯恩·英斯保护区16公顷生态丰富的林地几乎
消失殆尽，这相当于大约 20 个足球场的面积。
火焰和烟雾不仅吞噬了包括褐头山雀在内的众
多生命，更毁坏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许多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同样付之
一炬。保护区地下储存的煤炭使火灾的破坏性
加倍。土壤在大火熄灭数天后仍如同篝火余烬
般闷烧，并将其原本已“锁住”的碳释放到大气
中。对于存活下来的动物，繁殖和觅食变得更
艰难。

手捧烧焦的鸟头骨，费尔伯恩·英斯保护区
负责人汤姆·哈曼指出，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树
冠下的植物异常干燥，并使林地的草变成易燃
物，极易引发火灾。这场野火造成的“后果是毁
灭性的”，让这个栖息地某些方面的修复工作

“倒退大约30年”，更糟糕的是对生态至关重要
的一些土壤将无法修复。“非常明确的迹象显
示，我们正面临气候危机”。

费尔伯恩·英斯保护区的灾难场景并非独
一无二。有关数据显示，这个夏季，英国各地火
灾导致的严重破坏是季节平均水平的4倍。火
灾不仅使野生动物失去生命，还对房屋、商店和
公共场所造成破坏。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评
论说：“这是一个明确的提醒，气候变化的毁灭
性影响就在我们家门口。”

不仅英国，欧洲大部分地区近期都经历了
一次又一次热浪侵袭，不少地区创下历史最高
气温纪录。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正
遭遇严重旱情，当地动植物、生态环境以及本就
艰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受到严重冲击。

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分支干涸的河床上
羊群已可穿行，幸存的水禽只能在匈牙利韦
伦采湖龟裂的土壤缝隙寻找水源，数十只鹿
在西班牙南部的巴萨山脉自然公园里死去，
数百只青蛙因为法国彼得吕斯湖的干涸窒息
而死⋯⋯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化学教授科琳
娜·勒凯雷对新华社记者说，气候变化对世界各
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广泛，气候变化的速度
比人类社会的适应性行动要快。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尔科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尔科··兰贝蒂尼兰贝蒂尼
日前接受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面临气
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三重危
机，这些危机交织叠加。地球是个相互关联的
生态系统，对于地球生态系统施加的任何压力
都会波及其他领域。”

兰贝蒂尼指出，应对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
团结携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等问题需要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在
全球范围内解决，“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
中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的共同
计划下真正走到一起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费尔伯恩·英斯保护区烧焦的土壤上，褐头
山雀遗留的一根白色羽毛格外触目。兰贝蒂尼
说：“过去几十年间，自然环境损失良多，今天仍
在继续。我们需要终止这种状态并逆转，通过
保护自然，才能有效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
来，这是双赢局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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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人类可以以更优质的能
源利用、更多的空调、更好的房屋设计、更
大的防洪系统等科技手段，来应对全球变
暖。动物似乎也可以以更快速度的进化来
适应新的环境。

而实际上，生物演化的速度远远赶不
上气候变化。人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对于两个邻近的物种，科学家能够估
计出它们分化的时间，从而推算出其共同
祖先的生活时期，及其栖息地的温度和降
雨量。

早前，有科学家对 17 个种群的 570 种
现存脊椎动物进行了研究估算，发现其中
15 个种群的平均适应率慢于 1℃每百万
年，另外两个种群稍微快些，但仍然慢于
2℃每百万年。

而如今，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候变
化越发剧烈，以至于现在变暖的速度为
1.5℃每百年。根据预测，如果不加控制，这
个速度还将增加。换算起来，生物进化得
加速百万倍才能跟上气候变化。

这又怎么可能呢？
联合国 2019 年 5 月发布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全
世界 800 万个物种中，有 100 万个正因人

类活动而遭受灭绝威胁，全球物种灭绝的
平均速度已经大大高于1000万年前。

在甄莹看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当务
之急，因为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自然系统，

“承载着未来人类生存的可能性”。
世界上的食物链都是环环相扣、相互

依赖的。而今，地球上的传粉动物超过4万
种，75%以上的主要农作物和 80%的开花
植物都依赖于动物传粉。正是因为有了传
粉动物的多样性，才保证了多样植物一代
代顺利繁衍下去，同时也保证了人类的粮
食安全。

历史也确实告诉我们，人类粮食安全
是不能依赖大面积单一化的某种植物的。
例如，当马铃薯于 16 世纪末被首次引入欧
洲时，爱尔兰人把几乎所有耕地都用来种
植马铃薯，以至于当地的其他作物近乎绝
迹。直到 19 世纪中期，大面积单一种植的
马铃薯遭疫病毁坏。大饥荒蔓延了爱尔
兰，导致 100 多万人饿死，150 余万人移民
国外。

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
告诉我们，一代人生
活时，某些当下“不
重要”的物种的

灭绝，其影响往往会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才
会显现。

据研究，在自然界中，每一个物种的灭
绝，就会引起与其相关的大约 20 个物种的
灭绝。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们就曾提
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
想 ，体 现 了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理 念 。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
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我国也是最早签
署的国家之一。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
“易危”，青藏高原藏羚羊“万羊齐奔”的壮
丽景象又复现，“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
亮相⋯⋯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
性保护，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但从全球范围和时空的角度来看，生
物多样性保护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联合
国制定的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爱知目标》无一完全实现。
这条拯救“未来人类生

存的可能性”的路，仍任重
道远。

保护生物多样性 承载人类未来生存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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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今年夏
天可以用一个字总结，就是

“热”。
前几天，自我国建立气象预警机制

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
红色预警。

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则显示，今年这种规模和程度
的热浪在未来几十年中会越来越频繁；该组织今年 5 月发
布的最新全球气候变化更新报告预计，在 2022 至 2026 年
间，全球年平均气温暂时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的
可能性为 50%。此外，在 2022 至 2026 年间至少有一年将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概率高达93%。

一个事实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地球正在以一个前所
未有的速度变暖。

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事件对物种演化会产生非常长远的
影响。近日，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大约2.5亿年前，爬行动
物物种大爆发的导火索，可能是此前数百万年开始的全球
气温上升，而不是人们之前认为的填补哺乳动物大规模灭
绝留下的空白。

那么，在气候逐渐变暖的当下，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
命在未来会如何演化？会有再一次的物种大爆发出现吗？
无数研究告诉我们，现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我们所想。

从某种程度上说，气候确实和它们的演化有着很强的
关联度。科学研究显示，近几十年里，动物们正在以改变身
体或行为的方式，在变化的气候中生存下来。

鸟类是极佳的观测对象。随着全球变暖，数以百万计
的鸟类随着气温的改变被迫改变了生活习性。因此，它们
通常被称为“气候的哨兵”。

在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一个偏远角落，有科学
家收集研究了从1979年至2019年的40年间，77种非迁徙
性鸟种的资料。他们惊讶地发现，气候变化正在把这里的
鸟类变小——它们正演化出更长的翅膀和更小的身体。

研究指出，几乎所有观测的鸟类体重都有所下降，尤其
从1980年以来，每十年就减少高达2%的体重。同时，有三
分之一的鸟类则是翅膀变得更长。其中，灰喉蚁鵙的平均
体重下降了6.36%，而翅膀长度增加了1.62%。

与之相对应的气候因素是，研究期间的亚马逊地区平
均温度正在上升，降水却在减少。换言之，那里的气候在整
体上变得更热、更干。

不仅仅是鸟类，还有科学家通过研究中国的蝙蝠、猪和
兔子发现，这些哺乳动物的身体也在悄悄发生微小的变
化。它们的尾巴、耳朵和腿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稍微变大了。

根据伯格曼法则，生活在温暖地区的物种体型总是较
小，体表面积比例相对高；艾伦法则则进一步补充道，生活
在炎热地区的温血动物比生活在温带地区的温血动物有更
大的附属物，以增加动物身体体积的表面积。

简而言之，动物们正演化出更大的体表面积比例，以适
应越来越热的天气，以便散热。以至于科学家大胆推测道，
我们可能会见证童话照进现实，迎接一只真实世界里的“小
飞象”。

“这种演化趋势是具有合理性的。”从在美国攻读博士
后至今，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甄莹一直在参
与一个有关基因多样性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这项研究也
佐证了气候变化对生物演化程度的重要影响。

这项国际合作项目从全世界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区域非
洲热带雨林中，选择了从植物到大型哺乳类动物的 9 个代
表性物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解环境如何影响现有的生
物遗传多样性，结合模拟的未来环境，以推断能适应几十年
后环境的生物应当变成什么样、拥有怎样的遗传多样性。
这种研究有助于帮助今人选址自然保护区，那些所需变化
越大的地区越需要保护——因为现实中，它们可能更难在
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研究发现，在涵盖降雨量、树木覆盖率、日照长度等
多个环境因素中，温度和海拔是最能影响基因多样性的
因素。而生物的基因多样性越丰富，代表其能适应快速
变化的环境从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越大。甄莹相信，生
物的演化过程以遗传变异为基础，由于基因突变的产生
是随机的，加上生物受到的选择压力多重复杂，因此，总
体而言，精准预测某个具体物种未来演化的进程仍较有
挑战性。

“达尔文演化论告诉我们，环境因素带来的选择压力会
在生物的基因池里选择那些能更好地存活和繁殖的种类。
如此一来，族群在环境剧变来临时，如果种群中有个体已经
携带能适应环境生存下去的基因，它们就能够产生更多的
后代，让整个种群更加适应未来环境。”她说。

鸟类随气温改变习性
演化出更长的翅膀和更小的身体

那么，高温会对人类的基因产生影响
吗？

国际上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气
候变化很可能通过改变生态环境，影响人
类的行为方式，进而左右进化。

比如，人类内部的某些抗病基因会产
生变化。

以地中海贫血为例，从世界发病范围来

看，它的高发地区和疟疾高发地区基本一
致，集中在地中海、东南亚、非洲等一些蚊虫
肆虐的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

这种血液病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
们有一个对人类有益的副作用——携带特
定基因的人能够抵抗疟疾的严重发作。在
缺乏医疗手段的远古时期，面对疟疾的死亡
威胁和不一定严重致死的贫血时，活下去才

是人类的至上大事。所以，环境选择了这些
地区的人群留下了地中海贫血的基因，以交
换抵抗疟疾的能力。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疟原虫是通
过受感染的蚊子传播的。昆虫的生长发育
受环境温度决定。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已
经有报道称某些蚊子物种的分布范围发生
了北移，这样蚊子携带的病原菌的分布范围
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也会影响人类相关疾病
的分布范围和热点地区。”甄莹提醒。

原先的疾病高发区会不会因为环境改
变，转而出现什么样的新疾病，当地的人群
基因又将作出什么样的应对？这些问题还
有待科学家们研究。

甄莹所研究的鸟类小绿鹎在不同地域
间的基因变化已经快到物种分化的边缘
——它们不太一样的叫声将会大大影响交
配行为。她的研究取样跨越了热带雨林到
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多个群体。结果发
现，“地理隔离和环境都是影响基因组分化
的重要因素。”

比如，昆虫这种群体数量大、世代推进
快速的物种演化更快。近年来，有科学家为
了消灭登革热等流行病，试验过给蚊子绝
育。他们把携带一种内生菌的雄蚊子放到
一个岛上去和不带这种内生菌的野生雌蚊
子交配。按照预期，它们交配是不能产下可
育的后代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蚊子数
量，这个策略在前几年是有显著的效果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人们发现，岛上
的蚊子慢慢的逐渐携带了这种内生菌。

可能改变生态环境 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