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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本报告的目的是扼要概述与保护大气层有关的

事实材料 此摘要主要依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届

会议的深入审查 也利用补充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规划署 和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组织 所建立

的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气候小组)工作中获得

的最新资料 在 1990年代十年期间和自在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以来 大气状

况已有几种不同变化趋势 这些趋势已延续了几十

年  

一. 全球大气层变化趋势 
 
 

2. 自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 地球的气候相对稳定

在过去的 1 万年中 每百年全球温差变不到 1 在

这时期 现代社会进化了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成功地

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及其自然的可变性 然而 目前地

球的气候正在变化 二十世纪地球的表面温度
1 
显然

高于过去千年中任何其他世纪的温度 也就是说 二

十世纪的气候显然反常性 据气候小组说 过去百年

中接近地球表面的大气层整个变暖 增加了 0.4 至

0.8 陆地上的空气比洋面气温高 而且二十世纪

最后 20 年是该世纪最热的时期 气象组织的最近研

究表明 10个最热的年份都出现在 1983年以后 其

中有 8 个年份年出现在 1990 年以后 新世纪伊始

全球平均气温比二十世纪初的估计气温高 0.6

2000 年尽管太平洋赤道的拉尼娜现象产生了持久的

降温作用 该年却是连续第 22 个高温年 全球平均

表面气温超过了 1961 年至 1990年的正常气温  

3. 在全球范围内 地表附近的大气普遍变暖 除了

温度记录提供的直接证据之外 海平面不断上升 至

少部分原因是海水的热膨胀 世界的许多冰川消退

和北极海冰变薄也是佐证  

4. 温度上升将改变疟疾和热带其他疾病病媒的分

布 不利地影响到世界已经很脆弱地区的农业方式

海平面上升将使低地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水淹 霍乱及

水传播的疾病的危险 此外 预计极端气象现象会越

来越多和 或 加剧 并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而穷

人要承担起不成比例的负担  

 A. 全球和区域降雨量 
 

5. 现有证据证明 降雨模式正在系统地发生变化

世界各大陆的广大地区都经历了持续上升和下降趋

势 二十世纪 北半球各大陆的多数中高纬度地区

还有澳大利亚与南美洲的许多地区 除这两个大陆的

西海岸外 降雨量每 10年增加 0.5%至 1% 二十世纪

赤道以北的热带和亚热带陆地 包括非洲 东亚和南

北美洲 许多地区的降雨量都减少了 虽然有些地区

降雨量近年来有所恢复 西欧 南部非洲 还有中亚

部分地区 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  

 B. 全球规模的温室气体密度 
 

6. 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的密度 因人类的活动 主

要因为矿物燃料 煤碳 石油和天然气 森林砍伐

和农业耕作 已经增加  

7. 目前大气层二氧化碳 CO2 的密度已从工业前的

百万分之 270增加到百万分之 360以上 大气层 CO2 中

碳同位素比例的变化表明 大气层 CO2 密度的增加是

人类活动所致 CO2 在大气层中的有效存在时间大约

为 100年 因此 其全球平均密度对于排放量变化的

反应极其缓慢 这意味着 到 100年以后 目前人类

活动所导致 CO2 密度变化的三分之一依然会存在 在

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中 目前 CO2 促成辐射外力作用

的直接附加作用最大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亦是如此

将 CO2 排放量稳定在目前的水平 会减缓预期的气候

变化 但是 仍然会导致 CO2 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不断

提高 若要防止 CO2  密度进一步提高 就必须将目前

的排放量减少 60 到 70  

8. 除大气层中 CO2的密度较高 约 30 外 甲烷

的密度也增加了一倍多 一氧化二氮 N2O 的密度增

加了约 15 甲烷和 N2O的作用也与温室气体一样

此外 燃烧矿物燃料也使一些地区 尤其是北半球的

硫酸脂悬浮微粒密度增加 不过 温室气体使地表附

近的大气升温 悬浮微粒却使之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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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全球平流层臭氧密度 
 
 

9. 平流层中大量存在的消耗臭氧的氯化物显然已

经达到了顶点 现在正在慢慢下降 氯不再增加是因

为全世界氯氟化碳 CFCs 的消耗总量从 1986 年约

110万吨减少到 1998年的 156 000吨 保护大气层

维也纳公约
2
各缔约国已经停止生产 85 破坏臭氧

层的化学品 其余 15 的生产量和消耗量在发展中国

家 到 2010 年 这些国家必须停止使用大多数消耗

臭氧的主要物质 到 2000 年 7 月 有 176 个国家批

准了 维也纳公约 175个国家批准了 蒙特利尔议

定书
3
 

10. 蒙特利尔议定书 科学评价小组指出 氯气总

含量正在减少 但是 溴的总含量在增加 溴破坏臭

氧的作用远远超过氯气  

11. 蒙特利尔议定书 及其后来各项修正案和调整

案获得成功的一项标志是 若没有此 议定书 到

2050年 大气层中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会增加 5倍

北半球中纬度的臭氧消耗会上升到 50 南半球中纬

度的臭氧消耗会上升到 70 比当前要糟大约 10倍

其结果就会是地球北半球中纬度的β波段紫外线增加
一倍 而到达南半球的辐射会增加三倍 这就会给人

类的健康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将增加 1 900万非黑

瘤皮肤癌病例 增加 150 万黑瘤病例 并增加 1.29

亿白内障病例  

12. 1980年代中期 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中的各

工作站从地面上进行测量 首次发现南极大陆上空平

流层中的臭氧已遭到严重破坏 臭氧洞 平流层

所含臭氧占大气层臭氧总量的 90 南极臭氧洞随季

节出现 在南半球的春季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到现

在 臭氧洞的形成 需要平流层的温度下降到-70

以下 这样才能形成极地平流层云 按体积计算氯

浓度超出十亿分之二 并需要阳光激活破坏臭氧的氯

化学成份 氯含量 目前按体积计算占十亿分之四

都是把氯氟化碳 CFCs 用作制冷剂 绝热体 清洁

剂和喷雾罐的压缩气体的结果  

13. 每年臭氧洞最大时可达 2000 多万平方公里 洞

内有些地方的平流层臭氧有时破坏殆尽 1985年生效

的 维也纳公约 及其 蒙特利尔议定书 1987年

和该 议定书 随后的各修正案 有效地减少了释放

到大气层中的 CFCs 可是由于 CFCs存在期限长 在

平流层中与 CFCs 有关的氯按体积计算到世纪中期预

计不会下降到十亿分之二的临界水平以下 因此 预

计南极臭氧水平春季时较低的情况还会存在一段时

候  

14. 对大多数人来说 所幸的是 这种大气层臭氧极

度丧失及随之而的到达地面的有害紫外线的增加 都

发生在基本无人居住的地区 它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

响目前还不为人所知 但各国正在进行研究 以确定

是否有任何影响  

15. 臭氧消耗物质包括 CFCs 目前正使用氟代烷烃

HFCs 和少量全氟烃 PFCs 来取代臭氧消耗物质

因此 HFCs和 PFCs在大气层中的密度正在提高 HFCs

和 PFCs的全球生温潜能值很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4
的 京都议定书

5
将 HFCs和 PFCs列入工

业化国家应减少排放的六种气体之中 蒙特利尔议

定书 科学评估小组和气候小组评价了臭氧消耗物质

替代品的全球升温潜能值 此外 蒙特利尔议定书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和气候小组评估了减少臭氧消

耗物质替代品导致全球升温的备选办法 蒙特利尔

议定书 这两个评估小组与气候小组密切合作 在这

两项议定书的范畴内处理 HFCs和 PFCs的问题  

 
 

二. 区域空气污染 

 

16. 大规模区域空气污染主要出现在北美东部和欧

洲 东亚也越来越严重 虽然自然发生的区域 污染

事件可能是闪电引起森林和草原大火造成的 可是令

人十分关切的长期区域污染常常是人活动的结果  

17. 在上述三个区域 工业化程度极高 人口众多而

且密度很高 再加上汽车无处不有 结果就给广大地

区造成了严重污染 硫磺 氧化氮 重金属和有机化

合物也是主要污染物 硫磺和氮由气流带入高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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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酸雨 酸雨可能落到远离硫磺和氮来源地区数

百和数千公里以外的地上 现在认为 北美和欧洲成

千个湖泊鱼已消失 森林广遭破坏 酸雨是罪魁祸首  

18. 北美和欧洲现在已经执行了一些国际协定 限制

硫磺 氧化氮 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 重金属及持续

存在的有机污染物的排放 减轻区域空气污染 取得

很大进展 例如在欧洲 这些措施已经大大减少了硫

磺排放量 在 1990年至 1998年期间使硫磺排放量由

每年 4000万吨下降到每年 2200万吨  

19. 最近 区域污染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

重要问题 若干区域已经通过了一些协定来解决这一

问题 这些区域包括东亚和东南亚 南美洲南部和南

部非洲 然而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 东亚

的情况十分严重 东南亚的情况更是如此 因为它还

受到了大规模的 偶尔发生的生物质燃烧事件的影

响  

20. 每个生态系统对同样的酸雨和其他污染物的反

应不同 最易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敏感图表明 1990年

东亚和东南亚有受污染危险的地区寥寥无几 可是设

想的 2025 年沉积情况表明 届时将有广大地区面临

着受污染的危险  

 

三. 城市空气污染 

 

21. 城市环境是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地方 据联

合国称
6
到 2030年全球 81亿人将有 49亿生活在城

市里 目前 全球共有 61亿人 其中有 29亿生活在

城市里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扩大 运输 能源和工业

部门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加剧了 在世界的一些大城

市中 如洛杉矶 墨西哥城和北京 当地地形和气候

加剧了城市污染 城市污染特征因城市而异 从空间

和时间上看 迥然有别  

22. 城区的共同污染物为非甲烷碳氢化合物

NMHCs 氧化氮 二氧化硫和各种微粒物质 许多

城市都存在的城市烟雾 是阳光作用于 NMHCs和氮的

氧化物的结果 而且这一过程也使臭氧降到了有害水

平 污染有害于人类的健康和建筑环境 如城市中的

许多世界遗产地址都遭到了污染破坏 发病率和死亡

率上升可能也是因暴露于程度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

如直径小于 2.5微米的小颗粒 而造成的 室外空

气污染程度也与室内空气污染程度互相影响 如使用

生物质和煤碳做饭和取暖 也会成为一个特殊问题  

23. 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现在都有监测系统提供空气质量资料 在一些城市

当局可以制订控制措施 如限制交通或命令某些企业

减少作业以降低污染程度 为协助城市当局 世界卫

生组织 卫生组织 根据健康研究已制订了空气质量

准则 气象组织正与国家气象事务处合作改进城市空

气污染预测  

四. 需进一步审议的问题 
 

24. 最近 气候小组第三次评价报告的结论认为 有

证据表明目前存在极大的脆弱性 难以应付预测的气

候变化 贫穷的民众和沿海地区民众尤其是如此 因

此 必须重视民众 自然系统和各区域的适应能力和

脆弱性 并将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相互挂勾  

25. 需要认真考虑能力建设 教育和训练以及提高公

众认识等重要问题 当然也更有必要进行气候与环境

变化评估 制订比较性评估和决定支助分析的定量方

法  

注 

 
1
 地球的 表面温度 通常指地面以上 2米附近的气温

陆地表面温度本身任何时候都可能与附近的气温相差很

大 用来推出陆地之上平均气温的温度 通常是当地每

天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 在地球海洋上面 洋面温度通

常都在轮船和浮标上测出 洋面温度也可能不同于附近

的气温 但一般没有陆地上差别那么大 利用海洋表面

温度而不是海洋气温来决定全球表面气温记录中的趋

势 其影响如何 目前正在调查研究 不过预计很小  

 
2
 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 1513卷 第 26164号  

 
3
 同上 第 26369号  

 
4
 A/AC.237/18 Part II /Add.1 和 Corr.1 附件一  

 
5
 FCCC/CP/1997/7/Add.1 决定 1/CP.3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