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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表面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下垫面(即大气的底面，包括陆面与水面)，笔者认为，它们同大气结
合起来，构成地球环境的“三驾马车”，在几亿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三者互补互动，共同营造地球优
良的环境。    其中，大气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大气不但运动速度很快，而且它同海洋与陆地都有面
的接触，而海陆之间只有线的接触。大规模的物质与能量交流只能通过一定的面积才能实现。大气不
但与海洋或大陆都有极其重要的物质与能量交流，而且还充当海陆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流中介的重要任
务。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水分循环。    水面与陆面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下垫面。海洋是地球的储水
库，地球水分基本集中在海洋里，陆地有一个适于人类和生物生存与发展的稳定表层，如何使陆地从
海洋得到适度的水分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任务就由大气承担起来。大气不但很好地完成了这
个任务，而且使陆地各地得到水分的数量与季节各不相同，这就为地球五光十色的生物群落，包括有
智慧的人类的生长与演变创造了条件。    同时，由于海陆的物理性质相反，组成一对最好的搭档。正
如《周易》所说：“立地之道，日柔日刚。”柔即具有包容、缓冲、吸收与化解的性能，刚则没有这
样的性能，表现为反应迅速、变化急剧、冲击强烈的特点，这两种性能结合起来，互补互动，共同组
成变化万千的世界。    海洋的性格其实就是水的性格的集中表现。海水有很大的热容，太阳辐射能穿
透海水，把热量分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加上海水能够流动，起到混合协调的作用。所以即使接收
大量太阳辐射，但升温是很缓慢的，在没有阳光时，虽然丧失热量，降温也是很慢的。中国一位叫做
老子的哲学家，还把水看做是最符合哲理的物质。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哲理。他赞扬水有最高尚
的品德，既能公正地使万物受到它的利益，但自己却总是流向低处。他认为水最柔弱，又最刚强。海
洋是众水汇集之地，有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地球环境的重要稳定因素。    陆地有很大的刚性。陆地
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流中，含蓄、包容、缓冲的能力比海洋弱得多。太阳辐射只能到达它的表面不到1
毫米的薄层里，温度变化比较快，比如沙漠地区昼夜温差就相当大，可以认为，岩石之所以能够分裂
与这种温差大有着一定关系。    水分从海洋到大陆，又以河水的形式回到海洋，或以蒸发的形式回到
大气，在这样的水分循环中，大气发挥关键的作用。气流在热带洋面不但得到充分的水分，而且还使
温度升高。这就使得热带洋面成为湿热空气的源地。大气环流使空气从热带海洋流向大陆，在大陆放
下水分后，再返回海洋，如此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实现水分输送的任务。    海洋温度变化的微小和
大陆温度变化的急剧，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夏季大陆远比海洋热；冬季则倒转过来，大陆远比海洋冷
。季风就是因为海陆温度的季节变化、冬夏之间的反差而形成的风系有显著的季节变化的结果。在冬
季大陆的寒冷干燥气流流向温暖潮湿的海洋，这就是冬季风；夏季热带海洋热湿气流流向炎热的大陆
，这就是夏季风。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气流。    季风的意义极其重要，因为陆地季风区拥有世界
一半以上的人口，像印度、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靠着季风提供的雨水，而创造
了世界古代辉煌的文明。季风区的雨水主要是从热带海洋由炎热潮湿的夏季风带来的丰富水汽的产物
。如果夏季风晚来或不来，就会出现严重的干旱。    更有意义的是，海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雨
水是陆地产生大面积植被的原因。在没有受到人类的破坏之前，植被几乎占了湿润土地的全部，即使
在半干旱地区也长满了青草与灌木。植被的覆盖率几乎达到100％。植被保护了土壤，还用光合作用制
造最基础的生物质，为全部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生物有机质。从此，大地就不只是一片
泥土，而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和鲜艳的花果。    植被的光合作用也改变了大气的性质。大气中二氧化碳
的含量降低了，氧气上升了，这就更加有利于高级生物的发展。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上升引起
的全球增温，固然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有关，但同植被大量减少，光合作用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大量下
降也有关系。    如此说来，其中心不过一个问题，这“三驾马车”都是地球美好环境的创造者与维护
者，要保护地球，就必须很好地保护大气、保护海洋和保护陆地。    河流是陆地水汇集和流回海洋的
渠道，也是物质运输的渠道。上游的泥沙与肥料汇集在下游的平原里，使那里成为生物繁衍与人类活
动的中心地区。俄罗斯气候学家法耶可夫说：“气候是河流的母亲。”在历史上，河流又是人类文化
的母亲。由于从海洋流向大陆的气流有季节的变化，特别是在季风区里，季节变化更加明显。在雨季
，来自海洋的夏季风带来大量水汽，暖湿气流在陆地遇到山脉或冷空气就会凝结，形成雨水，往往超
过河床的泄水能力，就会发生洪涝灾害，而夏季风过迟或过弱，或没有冷空气的影响，就不会上升凝
结，就会出现旱灾。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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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知识编辑部编著的《难以捉摸的气候变化》是“青少年气象科普知识漫谈”系列之一。其中包括
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气候变化的可能原因、气候变化的历史烙印和气候变化现象的解释，其中包括《
地球环境“三驾马车”刍议》、《天气、海洋与人类活动——纪念世界气象日》、《气候的“记录器
”——树木年轮》、《青海湖萎缩之谜》、《西双版纳雾日锐减为哪般》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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