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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

又一次见证历史。 7 月 6 日的人类，

熬过了地球上最热的一天。

这一天，这颗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平

均气温达到了 17.23℃——这是全球各

地，包括海洋与两极的温度均值。上一

次，人们经历过的地球最高平均气温是

17.18℃，出现在 7 月 5 日和 7 月 4 日。再

上一次，是 7 月 3 日，17.01℃。实际上，

自 1979 年有记录以来，仅有的平均气温

超过 17℃以上的日子，都出现在今年 7
月，除了上面的几天，还有 7 月 7 日的

17.20℃、7 月 8 日的 17.17℃和 7 月 9 日的

17.11℃。

这些经由模型被推算出的数据，展示

在美国缅因大学气候研究所制作的 Cli⁃
mate Reanalyzer网站，并非来自官方，但

仍被认为是气候变化“最新的里程碑”。

新记录也被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

据佐证，他们的数据记录追溯到更早的

1940 年。而基于树木年轮和冰芯推测的

以往温度数据，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遇

到的“最热一天”可能是 12.5万年来地球

上最热的一天。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哥

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主任卡洛·布翁坦

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多有关地球气

候的图表都毫不夸张地表明，“我们正处

于未知领域”。

那些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数字背后，隐

藏着广泛而巨大的危险。

7 月 6 日这一天，孕育古文明的两河

流域酷暑难耐，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早上 9
点钟的气温就到了 38℃，到 12 点气温飙

升至 45℃。伊拉克国家气象局 4日前就宣

布，热浪会从 7月 6日这一天开始袭击伊

拉克。

像往年夏天一样，伊拉克不出意外地

停电了。

每逢这样的夏日，当地的电力供应就

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政府迫不得已采取限

电措施，可高温并不会消停。

大地被炙烤，热浪裹挟街道。相对富

裕的人家可以花钱购买私人发电机，或驱

车前往山区避暑；其他人家的空调、风扇

都停止运转。当天，一名住在巴格达的妇

女，只好在停电时拿起纸张，给赤身裸体

的孩子扇风；一些男人选择一头扎进底格

里斯河，躲避地面的高温热浪。

一名只身在外的出租车司机担心生病

的母亲，停电期间，每隔 1小时就往家里

打一通电话，以确定母亲的身体状况。近

年来，难缠的高温充满威胁，断电的生活

令人窒息。当晚，伊拉克的许多人连睡个

好觉都困难——这里夜间温度也在 40℃
左右。

从全球平均气温地图上看，7 月 6 日
这一天，地球的三分之二都被炙烤成鲜艳

的红色，很容易从中找到伊拉克的位置，

那是北半球少有的呈现白色的区域，像是

烤得焦红的土地上渗出了一撮盐巴。

那代表着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平均

气温往往超过 40℃。这一天，非洲撒哈

拉沙漠也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阿德拉尔当天的气

温异常高，夜间气温也从未低于 39.6℃。

气候学家马克西米利亚诺·埃雷拉表示，

这是非洲有史以来最热的夜间气温。拥有

空调的人有机会安度夏日，但这里只有

5.6%的人用得起空调。实际上，这个世界

上仍有约 7.5亿人连电都用不上。

在有“撒哈拉沙漠门户”之称的马里

共和国城市通布图，一个 50 岁的男人从

未见过这般热的夜晚，凉爽无处觅，他开

始认真考虑是否要离开家乡。马里邻国一

个卖菜的农民发现，自己本就微薄的收入

更少了。他从早上 6时开始工作，最迟忙

到中午，之后不得不躲进用木杆和布片搭

建起的庇护所，直到下午 5时或更晚才慢

慢有顾客光临。

北半球的夏季，并非只有两河流域和

撒哈拉遭受着极端高温的威胁。

东欧、阿拉伯半岛、中亚、东南亚、

东亚、北美洲都被长久地笼罩在热浪翻滚

的苍穹之下。很多地方的新闻报道都在用

“史无前例”“有史以来”“创纪录”这样

的词汇，形容高温。但用的次数多了，曾

经史无前例的事，也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天，中国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华北平

原上，一个叫平山的小城，43.7℃；石家

庄则以 41.9℃的气温打破 1951 年来同期

最高纪录。中国气象局当天 12 时启动重

大气象灾害 （高温） Ⅳ级应急响应状态。

这一天，北京南郊观象台观测到

41℃的高温，这是此地今年第五次超过

40℃的高温天。这样的日子自有记录以来

只出现过 11 次，今年就占了一半，是过

往 72年里是绝无仅有的。

正午，一位头发花白的北京出租车司

机开着空调行驶在三环路上，乘客却误以

为空调没开，司机也热得冒汗。北京急

救中心的数据显示，近期日均中暑量是

去年同期的 5 倍左右。一位家中除了电

灯泡没有任何电器的七旬老人，觉得这

个夏天实在太热，终于决定买个电风

扇，以防中暑。

中暑，不过是高温天气造成的最显而

易见的伤害，热射病更可怕。就在 7月 2
日，一名北京导游倒在颐和园，抢救无效

离世，当天就被确认死于热射病。很多研

究都在表明，高温天气下，日均气温每升

高 1℃，不少疾病都会恶化，甚至因此丧

命。比如，有研究称，在北京的夏季，日

平均气温每升高 1℃，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量增加 25.7%。

自杀发生率、糖尿病死亡率、心脑血

管疾病急诊人次、心理疾病日就诊人次、

腹泻发病数、精神分裂症住院人数等，都

与气温升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美国德

克萨斯州，入夏以来已至少有 13 人死于

高温，由于酷热，美国人每年夏天在医疗

保健上的额外花费高达 10亿美元。

就连监狱里的死亡情况，也会随着

气温的升高而上升。在一项发表于医学

杂 志 的 论 文 中 ， 作 者 写 道 ： 过 去 20
年，在美国州立和私人监狱，气温每比

历 史 平 均 水 平 高 10° F （相 当 于 约
5.56℃——记者注），夏季死亡率就会上

升 5.2%。自 2001 年以来，约有 635 人因

高温在监狱中死去。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夏季，一位妇女

会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前去探监，只为

前夫能够在有空调的探视区得到几个小时

的休息。那所监狱的牢房和公共区域并无

空调，会面时，她见到丈夫的囚服被汗水

浸透了。没有空调，暂时监禁可能会被高

温突然“改判”成死刑。

南半球也在创造一些与气温有关的记

录。7 月 6 日，南半球平均气温为 12.62℃，

比 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年的 7 月

6 日 都 要 温 暖 ，比 平 均 值 异 常 高 出

1.05℃，而南极的平均气温比平均值异常

高出 3.70℃。

要知道，在南半球，现在是冬季，寒

冷才是主角。但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个温

暖的冬天，因 6月入冬后降雪不足，新南

威尔士州雪山的斯雷德博度假村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本周末将禁止滑雪或单板

滑雪”。

这是该雪场今冬首个周末的滑雪活

动，订好酒店和雪场的门票滑雪客不得已

放弃了行程。也许南半球异常温暖的初

冬，早就预示了北半球又一个“有史以来

最热的夏天”。

7 月 4 日，WMO （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声明称，厄尔尼诺现象 7 年来首次

在热带太平洋出现。WMO 秘书长佩特

里·塔拉斯表示：“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

将大大增加打破温度记录的可能，并有

可能在世界许多地区和海洋引发更极端

的高温。”

不少科学家都认为，今年前所未有

的极端高温是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与厄

尔尼诺现象等自然现象叠加造成的。

尽管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并不直

接导致灾害性事件，但它们被认为加剧了

灾害性事件的严重程度，比如干旱、热

浪、洪水、野火、饥荒、瘟疫等。

7 月 6 日，有媒体报道了进一步恶化

的加拿大野火。异常活跃的野火烧毁 880
万公顷的土地，打破了 1989 年创下的

760万公顷森林被烧焦的纪录。包括猫头

鹰、山猫、野兔在内的许多动物的栖息

地被破坏，它们有可能流离失所或死亡，

甚至灭绝。

野火产生着源源不断的烟雾，让多伦

多的空气质量一度是世界上最差的。烟雾

继续扩散，将美国东部也笼罩其中，又掠

过大西洋，到达南欧和不列颠群岛，使至

少 1亿人生活在被污染的空气之中。

在酷热的墨西哥，一些地方的气温

也创下历史新高，已经至少有 112 人在

高温热浪中死亡，一些学校宣布提前结

束在校课程，或恢复新冠大流行时的在

线教学措施，以免学生成为极端高温的

受害者；至少有 1000 头牛因干旱而死

亡，牧场主担心若旱情持续，死亡数据

还会上升。

而干旱，在美国已至少波及 1.62 亿

人，有 22.6%的土地困于高温干旱，建筑

工人与农民往往是最严重的受害者。若算

经济账，极端高温每年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约 1000 亿美元，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全球变暖引发的高温热浪让世界经济

损失了数万亿美元。

对远离地表的高空的飞行者来说，也

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地球变暖正在使一些

地方的晴空湍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北大西洋上空 （世界上最繁忙的航

线之一），一个典型地点的严重湍流年度

总持续时间从 1979 年的 17.7 小时增加到

2020 年的 27.4 小时，中度湍流从 70.0 小

时跃升至 96.1 小时，轻度湍流从 466.5 小

时增至 546.8 小时。研究人员预计，未

来，这种情况还会因气候变化而加剧。

这将给飞行员带来新的挑战。在湍

流中的飞行时间每增加一分钟，飞机的

颠簸与磨损就会增加，乘客的安全风险

也将增加。

对人类来说，陆地上的高温容易被感

知，海洋世界的异常却往往被忽视。

海洋占据着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二，原

本它在拉低地球平均气温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如果抛开海洋的数据，7月 6日陆

地平均气温会远比 17.23℃高得多。但这

一次相反，海洋在拉升地球平均气温这件

事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自 4月以来，海洋的平均气温数值一

直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高值的异常状态，并

首次突破了 21℃。在北大西洋，不列颠

群岛附近的海水温度比正常水平要高出

4-5℃。科学家们对海水变暖的程度感到

震惊，因为这是工业化以来的 170年间最

温暖的一次。通常，八九月份才是北大西

洋海水最温暖的时候。

这样的水温对人类而言，甚至算得

上凉爽，可能还想跳进去，洗掉浑身的

汗渍。

但按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以下简称“NOAA”） 对海洋热浪的

定义与分级，“极端”海洋热浪已然形

成，北大西洋局部地区甚至已达到最高级

别——“超级极端”。

NOAA6月的报告显示，当时，地球

上 40%的海洋正经历着海洋热浪，广泛分

布在赤道太平洋、东北太平洋、西北太平

洋、热带北大西洋、东北大西洋、西南太

平洋以及马达加斯加东南部的西印度洋。

到 9月，将扩大到 50%的海洋。

这对海洋生物和人类来说，都不是一

件好事。

前些年的海洋热浪，重创过海洋生

态和渔业，曾使阿拉斯加湾的太平洋鳕

鱼数量减少过 70% ， 10 万吨大西洋鲑

鱼、银鲑鱼和鳟鱼死亡，西澳大利亚州

的扇贝、蓝梭子蟹、鲍鱼和太平洋的牡

蛎，都曾出现过大规模死亡和繁殖失败

的现象。

通常在海底固定不动的底栖无脊椎

动物，在海洋热浪期间更难免遭受致命

一击。

珊瑚是对水温上升非常敏感的物种，

水温只需要上升 1-2℃，就开始白化。长

时间保持异常温暖的状态，珊瑚就会因饥

饿、疾病大规模死亡。在过去 25 年里，

随着海洋温度的升高，全球珊瑚疾病的发

病率增加了两倍，达到 9.92%。按现在的

变暖走势，到 2100 年珊瑚疾病患病率可

能会增加到 76.8%。

这对无数以珊瑚礁为栖息地的鱼类来

说，是个残酷的消息；对以海洋捕捞为生

的渔民来说，也是个残酷的消息。

在北冰洋，一些动物同样难逃此劫，

比如北极熊。

在北冰洋的边缘海哈德逊湾，相比于

去年，今年海冰范围锐减至 30%以下的时

间提前到 6 月 17 日，这是有记录 45 年来

第三早的日子。这意味着，北极熊捕猎

海豹的时间缩短了，它们需要用更少的

脂肪，撑过更漫长的陆地夏季。自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这里的无冰期延长了近 1
个月。

这不仅仅与北极熊有关。海冰恰似地

球的空调，一直是地球降温的利器。但这

台空调的马力正越来越小，北极与南极的

海冰面积都在减少。有科学家推算，北冰

洋的第一个无冰年可能会在本世纪 30 年

代至 50年代出现。

7 月 6 日这天，全球海冰面积缩减至

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930.6 万平方公

里。此时，南极洲的海冰正处于生长阶

段，但这里的海冰面积，自 4月以来，一

直维持在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处于持续

打破最低纪录的状态。

世界各地的冰川也在加速消失。欧洲

冰川拥有量最多的国家瑞士，热浪导致冰

川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融化着。去年，新的

融化记录诞生了，冰量又减少了 6%。在

中国，冰川保护者在今年 6月 30日就已为

达古冰川 17 号冰川盖上 500 ㎡ 的“被

子”，以尽力减缓它的消融。

迅速融化的北极冰川正在造成另一个

让科学家们担忧的事。来自剑桥大学的研

究人员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

盛夏里融化的冰川正在释放另一种温室气

体甲烷，仅这个群岛每年会释放 2000吨。

尽管这在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中只

是九牛一毛，但研究人员推测，整个北极

的排放量可能相当大。这是一种恶性循

环。全球变暖本身，正在造成更多温室气

体的排放。

这种恶性循环远不止在自然界发生

着，更多的恶性循环来自人类社会。

就像极端高温之下，人类不得不更多

地使用空调，又难以避免排放更多的温室

气体。使用空调所需的能源，大部分是依

靠燃烧石油、煤炭、天然气获得。而能源

供应部门一直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

贡献者。

我们正通过让地球变暖的方式，让自

己在一个已经变暖的星球上降温。

实际上，地球不是一下子热起来的，

是一点点热起来的。

多年以来在全球形成的共识是，自工

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浓

度一直在稳步上升，导致全球气温升高。

2016 年，195 个国家签署的 《巴黎协定》

设定了共同目标：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

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限制在 2℃之

内，最好限制在 1.5℃之内。

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气

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15℃。

当创纪录的“全球平均气温”数据在

7 月出现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气

候变化失控的证明。如果我们坚持推迟采

取必要的关键措施，我认为我们将陷入灾

难性的境地。”

其实在 5月，WMO 就警告说，在厄

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推动下，全

球气温可能“飙升至创纪录水平”。而厄

尔尼诺现象一般在北半球的冬季逐渐加

强，科学家们担心，届时，这将使全球升

温超过 1.5℃，而 2024年很可能成为全球

最热的一年。

有科学家推测，已经创下的纪录会在

不久后就被刷新，但哪天将成为地球最热

的一天，很难确定。

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但最好永

远保持在 7月 6日这一天。

地球最热的一天

□ 刘 言

不知何时开始，高铁上与孩子有关的
新闻隔三差五地就要引来一波争吵。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月29日，媒体报
道，在汕头开往广州的一列动车上，一名
女子因为受不了后座孩子吵闹，竟向孩子
泼热水，还说“水是你们列车上接的，烫
也是你们烫的”。

随后广铁集团通报，这名旅客与后座
旅客发生争执，将茶杯中热水泼向车厢地
面，热水溅到后座旅客同行小孩脚背。泼
热水者拒绝道歉，冲突双方被移交广州东
站派出所处理。

今年“五一”期间，一名女子乘坐高
铁时因制止后座孩童撞击椅背，遭到对方
家长掌掴并进行反击，被认定互殴，双双
受到行政处罚，也多次登上热搜。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类事件频繁发生，
铁路公司也感到棘手。多地网友发文称，
自己带娃出行时，有高铁列车播报“如果
儿童哭闹，请带到车厢连接处哄”；还有
的，幼童稍有动静，列车员就会出现，要
求父母将孩子带离车厢去安抚。

作家苏小懒发微博称，这反映了当前
对幼童公共场合哭闹几乎零容忍的社会风
气。她对此表示反对——我们需要提倡家
长们管好自己的孩子，但儿童的年龄不
同，公众也要有不同的宽容度。

“我们不应该用成年人出行的社交礼
仪要求几岁的幼童，却对成年人的不文明
行为再三忍让。”苏小懒举例，“车厢内禁
止大声喧哗已经足够提醒所有的乘客，而
那些打电话高谈阔论的、大声打扑克的、
公放短视频的、偷偷抽烟的、脱鞋子的乘
客……也很普遍，大家却一忍再忍。”

网友的讨论分成两派，一边叫苦“难
道不能对儿童更宽容吗”，另一边坚持

“容忍儿童不是我们的义务”，还解释“之
所以讨厌‘熊孩子’，更多的是讨厌不对
他们加以管教的家长”。

说实在的，这个话题应了那句“屁股
决定脑袋”。记得小时候我跟父母出去旅
游，第一次见到卧铺车厢，感到新奇而兴
奋，在上下铺爬高上低，没少挨训；上大
学时我出门穷游，买了车程十几个小时的
硬座票，有时跟挤在一条长凳、睡在过道
的“邻居”聊聊天，或是逗逗坐在对面的
小朋友，反而有助于挨过漫漫长夜。

工作后，高铁成了我主要的出行方
式，相较绿皮火车，高铁的速度和舒适性
大幅提升，在车上休息或者处理一些线上

工作，成了包括我在内很多乘客的选择。
实话说，车厢里没少出现狂哭不止的婴
儿、来回奔跑的半大小子以及全车厢都能
听见他们在玩什么游戏的娃娃团。如果座
位离他们近，我也感叹过自己“倒霉”。

女儿出生后，我的视角自然而然地
发生改变。在她小时候，我从不敢轻易
带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门，生怕会影
响别人——要知道，即使在家里，很多情
况下我都无法做到快速地让这个人类幼崽
安静下来。出行时遇到这种情况究竟怎么
解决？高分答案似乎也写在新闻里：一对
上海夫妇带着一岁多孩子乘坐飞机出行，
由于担心旅途中孩子哭闹会吵到其他乘客
休息，特意准备了耳塞、糖果和暖心小卡
片送给同机乘客。

好在，在一次不得不走的高铁带娃之
旅中，平板电脑和 《小猪佩奇》 拯救了
我，没有被人贴上“熊家长”的标签。这也
是不少家长能够感受的“原罪”。我看到网
友分享：“孩子特别小，打不得，骂又听不
懂，哄又哄不好。家长也很崩溃，遇到别人
的指责强忍着没争吵，怕被拍下来发到网

上，感觉生孩子就注定低人一等了。”
甚至有家长带孩子到餐厅吃饭，孩子

仅仅是声音大了一点，她就会立刻说出
“安静一点，你想被人挂到网上吗”这种
话来劝阻，而非耐心引导。面对一个刚满
1 岁、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挂到网
上”的小女孩，这位母亲在耐心教育之
前，竟然先担心孩子被“网暴”。

是的，在一些年轻人把“不婚不育”挂
在嘴边的当下，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对待
儿童的声音显得越来越不友善……正如互
联网上对“坏人变老”的那股批判风气一
样，“恐童”在一些舆论场也成为一种风气。
原本大家只是在批评个别严重影响公共利
益的“熊孩子”，但“熊孩子”越来越被人当
作一个靶子，来发泄人们的负面情绪。

宣称不婚不育的年轻人，扪心自问，
究竟为何这样决定？如果给出的答案与生
育环境有关，又何必成为让其更加恶劣的
推手？这些对生育不甚友好的攻击，也许
会裹挟更多年轻人作出类似的表达。

有人说，“家长就不能把他嘴捂上”
“你打他他能不听话”——且不说这些行

为是否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做的家
长会不会又成为网友口中“上一辈不尊重
孩子的家长”“不懂教育的祸害型父母”
而遭到口诛笔伐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试
图用“吾老”“吾幼”，唤醒民众的同理
心，以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

“大同”。但节奏繁忙而压抑的现代社会，
保有同理心成为一件很艰难的事，“反正
我不生孩子，我凭什么包容你的孩子”

“我每天这么辛苦还要包容别人的孩子，
你是孩子就可以影响我的权利吗”……

前述作家苏小懒认为，说这些话的人
小时候曾得到了公众的包容，现在的包容
是“偿还”。这话有点戾气，理却不糙。
人类在幼年阶段缺乏自控能力，需要不断
的学习锻炼，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
的。放下“恐童”的有色眼镜，回想自己
的成长历程，也许能多一些包容理解。

那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呢？人们恐怕首
先要意识到，不同年龄的孩子自控力也不
同，比如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有意识地控

制自己的哭闹。在很多国家，幼儿发出的
声音被视为“自然声”。2011年，德国修
改《联邦排放控制法》，免除了对6岁以
下儿童噪声限制的规定，将日托中心、儿
童户外游乐场地、球场等场所产生的儿童
噪声排除出“有害环境”的范围。

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20日起，新规
要求儿童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才能进站
乘坐火车。既然如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服
务和管理上更加精细化一些，面对列车上
达到一定年龄的“熊孩子”，要求父母履
行好监护职责，及时制止其扰民行为，否
则由乘务员和乘警介入处理，必要时给予
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年纪尚小，短时间
内无法安抚的婴幼儿，乘务人员不妨多给
一些耐心，甚至提供一些便利，帮助他们尽
快平复下来。

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儿童
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中所说，如果一个
空间的规划和营造是为了尊重儿童的需
要，毫无疑问，这个空间也会尊重社会中
的每一个人。他们反映了社区中所有弱势
群体，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需求。

每个人都躲不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
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弱势群体，每个人的同
理心为其处在弱势地位的可能性垫底。我
们需要正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群体生存的
正当需求——哪怕他们是少数、弱势的，
而非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这是一个文明
社会的基石。

“恐童”与存异
事件观

①当地时间7月5日，伊拉克南部济卡尔省的奇巴伊什，一名男子在干涸的沼泽里展示一条鱼的骨架。

②当地时间7月 10日，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名慢跑者在喷泉旁降温。

③当地时间7月 10日，日本东京，一名保安走过头顶的水雾系统。

④当地时间7月6日，伊拉克巴格达，一名男子在露天淋浴中降温。 视觉中国供图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美国缅因大学气候研究所制作的网站Climate Reanalyzer 展示着 7

月6日地球平均气温地图。 网页截图

美国缅因大学气候研究所制作的网站Climate Reanalyzer展示着1979年以

来历年的地球平均气温数据，2023年7月6日的数据是历年来的峰值。 网页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