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来得越来越早
这不是错觉
最新研究显示，提早幅度主要取决于纬度，越往北越明显

本报记者 任志方

从我国到美国、韩国，
春天都在提前

以往立春后，还要经历一个多
月的寒冷天气，但近些年来“暖春”
越来越多。今年，从3月10日左右开
始回升的气温一度最高达到25℃，
今天短袖明天裹袄，反复无常的天
气让人不知所措。

春季开始时间不断提前，这不
是错觉，而是正发生在许多国家和
地区的气候现象。

在新一期英国《科学报告》上，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等机构研究人员发现，地球上春天
来得越来越早，但不同地区提早的
步伐不一致，这主要取决于纬度高
低。在北半球，北极地区春天提前
得最为明显。具体来说，与10年前
相比，从赤道往北，纬度每升高10
度，春天的到来就要提早约4天，这
个提早幅度是此前一些同类研究
估算数值的大约3倍。比如，美国芝
加哥、西雅图等城市，春天到来要
比10年前早大约4天，而如果在北
极地区，如今春天到来要比10年前
早16天。

据了解，这是迄今有关春季
提前的最全面分析研究，参与的
研究人员共分析了743项此前发
表的有关北半球春季提前的研
究。这些研究跨度长达86年，涉及
候鸟迁徙、花朵开放、植物发芽等
诸多方面。

其实，对春天提前到来这一气
候现象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2015年的《科学通报》上，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钱诚等人研
究发现，如果以日平均气温稳定大
于5℃作为植物生长季开始时间
(相当于早春开始时间 )，那么在
1961年至2007年间，我国平均生长
季开始时间提前了9 . 5天，全国平
均状况下的早春到初夏的节气提
前了6-15天。而且在今后10年乃至
20年内，这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
这个结论是根据全国数百个气象
站的历史观测数据分析得到的。从
上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全国年平
均气温不断攀升，冬季、春季升温
最为明显，尤其2月份变暖幅度最
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
果从不同角度证实春天的到来正
在提前。比如，2015年10月，发表
在美国《环境研究通讯》季刊上的
研究报告显示，由于气候变化，全
球气温不断上升，未来几十年，美
国的春天将比以往提前三周到
来。同年韩国气象厅公布的数据
显示，韩国的春天每十年提早2 . 6
天。

越来越早的春天或
影响地球生态系统

春天来得越来越早，但温暖的
天气带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

通常来说，春天包含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指气象学春天，即白
天气温开始回升，夜晚不再那么寒
冷，地上不再形成霜冻；另一方面
指物候学春天，即万物复苏，植物
发芽开花，候鸟北归，昆虫活跃，许
多动物开始产卵孵化、生育后代。
这两个概念的春天相辅相成，同步
发生。当气温提前回升，气象学春
天来到时，如果物候学春天没有同
步，就会打乱动植物生长、繁殖的
生理机制，甚至可能影响到地球生
态系统。

近期，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题为《全球变暖导
致不同海拔梯度上的春季物候更
加统一》的文章显示，全球变暖正
在改变众所周知的“生物气候定
律”。

1918年，美国森林昆虫学家霍
普金斯经过20多年的研究，通过分
析气候变化对北美洲温带地区植
物物候地理分布的影响，提出了

“生物气候定律”。其主要内容为：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北美洲
温带地区的纬度每向北移动1度，
经度每向东移动5度，或海拔每上
升12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
和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季
将提前4天。这一定律的提出，推动
了物候学的进一步研究。然而，近
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变暖正在
改变这个众所周知的法则。

研究人员以欧洲阿尔卑斯山
128个不同海拔梯度的4种常见温
带树种为研究对象，通过约两万次
对展叶日期的观测发现，春季植物
的展叶日期由1960年符合霍普金
斯“生物气候定律”的海拔每上升1
千米延期34天，转变为2016年的海
拔每上升1千米延期22天，即海拔
引起的物候转变显著下降，变化幅
度降低了35%。晚春温度升高以及
冬季气温升高可能是其主导因素。

尽管有些人认为增长的生长
期可能会带来更多好处，比如冬季
取暖成本降低了。但同样令人担心

的是过早的花期可能遭遇霜冻或
是虫灾，而且虫媒植物花朵盛开的
时候却得不到蜜蜂传播花粉。

另外，从人类健康角度来看，
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会更加适应
温暖的春天，但是，春季变暖也可
能激活某些新病毒，助长禽流感的
肆虐，诱发呼吸道疾病、过敏疾病
等。

光污染也能促使春天
提前来到

春天为什么会提前到来？有的
研究者认为，这与近年来活动频繁
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据美国国家
气象局报道，十九世纪末期有气象
记录以来，北半球冬季温度现在达
到了最高值，最近几十年的变暖趋
势愈演愈烈，厄尔尼诺不断给太平
洋加温。

但更多的研究者怀疑，工业排
放、交通运输、农耕等活动是导致
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比如，钱诚
等人的研究发现，1961年-2010年，
华北地区年平均气温变暖趋势中，
有42%来自城镇化影响。

另外，城市里常见的光污染，
竟然也能促使春天提前1周到来。
2016年的一项研究称，过去13年间，
英国各地志愿者帮助埃克塞特大
学的科学家记录树木发芽情况，他
们发现，在光污染比较严重的地
区，树木发芽比其他地方平均早7
天半。这对以树叶为食的昆虫、以
昆虫为食的鸟类都造成巨大影响。
梧桐树、灰树、橡树以及山毛榉树
等，都被发现受到人造光的影响而
提前发芽。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二氧
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达到近80万
年来的最高水平，百余年来全球平
均气温上升约0 . 85℃。工业燃煤、
汽车尾气、农作废弃物燃烧等都加
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地球不
易散热，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

尽管对人类来说，在春天提前
到来的情况下，按物候来安排人类
活动，可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
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与自
然为友，不要排放太多温室气体，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美国科学家证实

疼痛是可以“分担”的

眼看爱人疼痛难忍，自己却无能为力？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疼痛其实是可以“分
担”的：握住对方的手，两人的脑电波会趋
于同步，身体上的疼痛也会随之缓解。

领衔这项研究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
尔德分校研究人员帕维尔·戈德斯坦说：

“我们现在开发出了很多高科技的沟通方
式，但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互动却越来越少。
这项研究说明了人和人之间接触的重要
性。”为求证接触是否真能减轻疼痛，戈德
斯坦和其他研究人员招募了22对异性情
侣，这些情侣均在23岁至32岁之间，且在一
起一年以上。

研究人员让女性志愿者承受手臂上长
达2分钟的轻度灼痛，她们的伴侣或坐在一
旁看着，或坐在一旁握住对方的手，或坐在
另一个房间。

脑电图监测显示，仅仅是双方都在场
的情况下，情侣们的脑电波才会趋于同步；
对于疼痛时握手的情侣，两人脑电波更为
同步。而且，男性伴侣越是感同身受，两人
的脑电波越同步，女性的疼痛感也就越轻。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据《北京日报》）

高血压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近
年来，儿童血压偏高者已不鲜见，儿童
青少年的高血压检出率有逐年增加的
趋势。2011年，省部联合减盐防控高血
压项目基线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中，6～
17岁人群血压偏高总检出率为14 . 1%，
与之对应的是6～17岁人群对每人每天
6克盐的知晓率仅为33 . 5%。

2008年，英国研究人员在《高血压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表明，儿
童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并增加日
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该研究从
1997年开始，调查了2127名4～18岁的青
少年，并在1658名儿童中记录了7天膳
食中的食盐摄取量与血压值。报告指
出，每天多增加1克食盐摄入，就会使收
缩压升高0 . 4mmHg。

国内诸多研究也表明盐的摄入量对
儿童血压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陕西汉中
农村一组6～10岁儿童队列研究，肯定了
钠盐对生命早期血压影响的意义。

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与成年人的
高血压不同，他们正处于成长阶段，身
体不断地生长发育，收缩压/舒张压均
值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虽然儿童
高血压无明显症状，但它对身体的影响
与成人高血压并无区别，会持续损害血
管壁，对心、脑、肾等都会造成伤害，导
致青少年易患上呼吸道感染、锌缺乏
症、心血管疾病等。

食盐的化学成分是氯化钠，过多的
钠摄入会使血压升高。孩子出生后对盐
是没有概念的，吃咸吃淡对他们来说都
一样。如果孩子所在的家庭吃盐很多，
过早地接触高盐食品，以后成为高血压
患者的几率就比平常人高很多。因此，
对儿童进行减盐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于婴幼儿来
说，1岁内婴儿的饮食应无盐，父母可以
在6个月母乳喂养后选择新鲜的水果和
煮熟的蔬菜进行辅助喂养。1—6岁儿童
每天吃盐不超过2克，青少年的食用盐
量也应适量减少。7～13岁儿童每日食
盐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年幼孩子摄盐
量应更少。

此外，家长可以在日常烹调时选用
超市卖的低钠盐，少用酱油，平时让孩子
尽量不吃腌制、熏制的食物。同时，虾条、
薯片等膨化食品更是儿童高盐饮食的重
要来源，父母应鼓励孩子平时多吃水果
蔬菜，不用零食代替正餐。

减盐，让孩子吃得更健康植树节刚过，全国
不少地区气温就开始
持续攀升，部分城市似
乎已提前入春。3月14
日，济南、郑州等地出
现了25℃以上的今年
最高温。春天似乎又比
往年来得早一些，这到
底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错觉，还是已经确实发
生的气候现象？

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地球上春天来得越
来越早，但不同地区提
早的步伐不一致，在北
半球，北极地区春天提
前得最为明显。

英国的一项

研究显示，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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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7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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