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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的频发引起人
们广泛的关注。今年6月，国家疾控局发布高温
热浪公众健康防护指南，其中明确提到高温热浪
对人体健康会产生的三类影响。而热射病致人死
亡的案例近年来也开始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院长刘清泉告诉记者，热射病是由于人体处
在高温环境下，出汗多、摄入水分少，出现脱
水、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的疾病。然而热射病并非
像以往的常见疾病那样，医生可以凭借多年的经
验在第一时刻就给予正确诊断。“以往很少遇见
这样的极端天气连续出现，因此无论是一线的医
生还是整个医院，对于热射病这类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往往容易误诊。”刘清泉解释道，气候变化
产生的一些以往不常见的健康损害现在可能会更
加频繁，因此医护工作者需要重视以往不经常在
临床工作中见到的“气候病”。

除了热射病的增加，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传
染病也开始呈现多发的态势。刘清泉表示，麻
疹、结核病等传染病会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而变
得比以往活跃，同时随着人们在接种疫苗后保护
机能逐渐下降，这类病也可能会呈现上升的趋
势。而对于这类传染病的防治已经和以往不同，
发病人群、发病特点都在变化，因此临床特征也
在变化，如果医护工作者没有充分的准备，很容
易出现误诊，而误诊的后果则是传染。

“从医学普及、教育的角度而言，我们应对
极端气候所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重
视，许多医学教材中对热射病的阐释并不详细，
甚至没有单独地将其列出，许多医学生并不太懂
其中的发病机制。”刘清泉表示，对于热射病等这
类极端天气引起的疾病，在医学教育当中，要在
教材上有详细的介绍；在医院临床中，要纳入我
们的常规医疗。

此外，极端天气的变化也并非仅仅是极热的
出现。刘清泉表示，温带北移的同时，寒带也在
南移，很多长期生活在温热带地区的人们遇见降
温天气，也无法很好适应。“有案例表明，2019
年泰国经历过寒潮，气温降至十几摄氏度后，出
现有老人被冻死的情况。”

刘清泉进一步表示，极端天气的来临对人体
机能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没有准备好应对极寒
或极热的情况，特别是特殊人群，老人和青少年
群体则更容易受到明显的影响。“如果仅靠被动
的防护措施应对极端天气是不够的，更多的还需
要我们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刘清泉表示，目前
青少年应对极端天气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身体的锻
炼，缺乏对于各种恶劣环境的应急应对能力。由
于没有接受过应对极端天气的训练，青少年的应
对能力有所欠缺。

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要
做好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研判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制定相应的体质健康提升计划。刘清泉表
示，学校应当适当开展学生的抗寒、抗热训练，
增强青少年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同时也应当开
展一定的身体对抗性体育活动，要让青少年有充
足的身体机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带
来的恶劣环境。

“从医学角度而言，应对极端气候强身健体是很重要的，经过训练后，
再出现极端恶劣天气，人体是可以适应的。”刘清泉表示，人的生理体质面
对外来影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和体感的过程，好比长跑运动员的
训练一样，不常运动的人跑步时心率增加很迅速，无法适应有氧的强度，而
经常运动的人则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感。

此外，极端天气还有可能带来心理疾病。刘清泉表示，心理和身体往往
是相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心理的恐惧比环境所造成的真正的伤害还大，
身体的脆弱和无法适应极端气候的恐惧是两面一体的问题。“有些人看到极
端天气下会死人，首先会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坏的结果，这样既不利于人
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也会加深人们的恐慌。”刘清泉进一步表示，解决心理
问题的主要方式还是要提高身体素质，经过了环境锤炼以后，身体有一个正
向的反馈，人们自然就没有心理的恐惧了。

随着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如何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也成了需要考虑的问
题，刘清泉对此表示，从历史的角度看，地球的上千年的变化，在不同的几
百年之间，它的温热表现和寒热表现是不一样的，似乎当代的地球进入了

“温”的变化，这与明清之际的气温十分类似，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医对于中
暑等疾病的研究和经验，包括文献和案例，对当下应对极端气候变化有很重
要的启示。

“而在当下，除了人们需要逐步地适应极端气候外，政府应当在建立完
善的预警系统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部分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不能仅考虑
经济效益，也要更多地考虑地理位置和气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刘清泉强
调，对于人们居住的环境要有一个科学的判定，要评估气候的变化是否会引
起自然灾害等问题以及是否宜居等问题。同时，他也进一步强调，面对极端
天气所带来的疾病，医院也应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进入夏季和冬季的时
候，要告诉大家有这类疾病，并做好诊断鉴别和对这类疾病早期症状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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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北京迎来了140年不遇的特大暴
雨，与以往不同，北方地区夏季不仅降水量有趋势
性增加，降雨天数也有了变化。暴雨带来的伤害是
明显的，洪水泛滥导致的城市内涝对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造成不小的损耗。但与此同时，降水所带来的
另一个现象是随着我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不断推进，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得到提升，
生物多样性日益增加，黄河“绿线”向西移动约
300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朱水芳告诉记者，随着气候变暖，西北地区的降
雨使得退耕还林的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植被覆盖
面积显著增加，美化了环境，绿化面积扩大既保存
了水也保存了优质的土壤。“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
境的显著改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友好
的自然条件。”

机遇来源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政策，而
机遇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解决方案。朱水芳强
调，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我国的退耕还林
政策、南水北调战略以及建设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等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
影响。

“大范围的植树造林或是退耕还林还草不仅让

我国绿化面积有了大幅度提高，也等同于造就了很
多水库。”朱水芳解释，由于气候变暖引起降水量
逐年增加，原先退耕还林的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大幅
提高。土地绿化增加也等同于储蓄水资源，使沙尘
暴天气进一步减少，使黄河水质也逐年好转，让生
态环境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
供更适的耕作条件，也为野生物种提供了更广阔的
生存空间和条件。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数据显示，经过20
多年不懈努力，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完成同期全国重
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40%，成林面积超过同期全
国人工林保存面积的三分之一。工程区内林草植被
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4个多百分点。
据监测，退耕还林还草每年涵养水源440.05亿立
方米、固土7.09亿吨、滞尘5.40亿吨、固沙8.37
亿吨、固碳 0.56 亿吨，年生态效益总价值量达
1.42万亿元，涵养的水源相当于三峡水库的最大蓄
水量，减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质流失量相当
于我国年化肥施用量的四成多，真正从源头上防治
土地退化、减轻自然灾害、实现固碳增汇、有效应
对气候变化，从而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依靠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开展，南水北调工程也同样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朱水芳向记者介绍，南水北调
工程绝不仅是解决我国水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其对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
大的战略意义。

朱水芳表示，南水北调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一
定程度改善了北方的降水量，也为我国改善西北干旱
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提供了参考。“如新疆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有33万平方公里，如果能够将百亿立方米
的水引入到沙漠地区，将很有可能改善它的局部气
象，甚至可以开辟出几亿亩的耕地也是有可能的。”

朱水芳表示，如果能够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提高
我国总的绿化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生物物种多
样性的增加也会随之得到解决。目前已经有很多物
种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得到明显的增加。

“黄河沿岸‘绿线’西移300公里后，相关沿线物
种增加了100多种。”朱水芳进一步解释道。根据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
较 2022 版新增了 10027 个物种和 354 个种下单
元，我国生物物种多样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外，随着气候变化所带来地区降水量的改
变，南水北调也会进一步改善物种的地理生存条
件。朱水芳提到，西北地区由于此前水土流失严
重，水土条件差，因此降雨很容易导致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南水北调改善局部水资源利用
后，再加之气候变暖与我们大范围的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的实施，这类问题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尽
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山上绿化逐渐明显后，
这类灾害自然会减少许多。”朱水芳向记者介绍
说，像藏羚羊等濒危物种，即便不再人为干预保
护，水土资源条件的改善自然也会带动其生存环境
的改善。

“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环境治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朱水芳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
是保证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若回
顾中国历史演变就会发现，古代都城的变迁很重要
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砍伐无节制，导致原本宜居的
地区环境恶化。草木退化导致农业、畜牧业都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水土流失也会使天气进一步恶
劣，最终导致人类也无法定居。而大食物观、大农
业观正是从整个国土疆域的角度，来解决我们的粮
食问题以及生存问题。

我国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另一种方式。朱水芳提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建
立自然保护区更多是为了保存生物的基因，保证物
种资源能持续存在。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474个，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增加，我
国生态安全屏障得到进一步增强。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朱水芳觉得，面对生态
环境保护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不仅仅要保
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也是要保护人类的生存环
境，更要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更好的自然环境
生存空间”。

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发展的机遇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家铭

近日，我国出现大范

围雨雪降温天气。15 日至

17 日，全国大部地区气温

下降8～12℃，部分地区降

温超过 18℃。15 日，中央

气 象 台 发 布 寒 潮 橙 色 预

警、大风蓝色预警，这是

寒潮预警中的最高级别。

而从更大的时间、空

间范围来看，面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加剧，人类正经

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极端气候事件，如炙热的

高温、干旱、猛烈的暴雨

和狂暴的风暴潮，正深刻

地 重 塑 着 人 类 的 居 住 环

境。气候变化已迅速成为

当今乃至未来长期的全球

性难题，它的影响广泛而

深远，紧密牵绊着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转折

点 上 ， 如 何 应 对 气 候 变

化，尤其在医疗保健、城

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领域采取的措施，显得尤

为关键。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

布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 2023 年度报

告》，详细介绍了一系列积

极进展。报告强调，中国

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正在积极实施国家气候变

化应对战略。这包括推动

产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的

结构调整，以及采取节能

提高能效、建立健全的市

场机制、增加森林碳汇等

多种措施。在适应和减缓

气候变化的整体战略布局

中，中国正积极规划具体

领域的应对策略，特别是

在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损

害方面，增强社会整体的

抗灾能力成为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方向。

面临日益严峻的极端

气候挑战，国家、社会以

及个人都需加倍重视，采

取有效措施以减缓并适应

这一全球性问题。本期我

们 将 通 过 对 话 各 领 域 专

家，深入探讨如何更好地

应对气候变化。

眼下，今冬以来最强寒潮天气过程
正在影响我国，我们亦在全力准备防范
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

暴雨、洪涝、地震、台风、高温、
极寒……近年来，这些过去偶尔才出现
的词汇带来的破坏力频频冲击着人们的
认知。全球极端气象灾害发生数量呈现
明显上升的趋势，对城市系统造成的损
失更是巨大。

“城市不仅需要具备应对突发状况
的应急治理能力，还需要提高面对风险
的快速应对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
力。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韧性城市的建设
理念。”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冯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通俗简单地讲，就是城市要通过
适应，来更好地应对各类灾害风险。”
冯远向记者介绍，“韧性”这个词最早
是在物理学中被使用的一个概念，后来
逐渐被引用到生态学、环境学、城市规
划里，出现了城市韧性、韧性城市的说
法，并在20世纪末被引入到中国。在她
看来，韧性城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有
两点：一是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城市能
够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抵御、吸收和化解
外界对其产生的影响，可称之为抵御、
适应能力；第二是能够从灾害中快速恢
复，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可称之为
恢复能力。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和结构工程大师，在建筑设计领域从业
超过40年的冯远一直坚信，建筑物的安
全性，应该始终是结构设计的出发点和
遵守的底线，“同样，安全也应是城市
发展的基石”。

一方面，极端气候加剧，城市面临
灾害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城市还会遭
遇很多外力冲击，包括停电、疫情、生
化危机，甚至黑客攻击等，城市系统可
能因此而瘫痪；另一方面，城市化推动
人口高度集中，城区人口密度高，一旦
灾害来临危害就会放大，可能会造成巨
大的损失。我们需要为种种冲击预留空

间与应对的能力，“但事实证明，我们的
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冯远说。

我国“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
“韧性城市”。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
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
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城市。而早在2020年全国“两
会”上，冯远就提出过加快推进“韧性城
市”建设的提案，并引起了广泛关注。身
处地震活动频繁的西南和过去几年新冠疫
情和气候极端化给社会经济运转及人们生
产生活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坚定了她
的思考，那就是城市发展扩张，应该实现
抗风险能力的同步提升。城市的人口规
模、GDP、产业结构、宜居宜业等都很重
要，城市韧性也一样重要。要尊重和顺应
城市发展规律，增强城市建设的韧性，让
城市持续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城市面对重
大风险的快速应对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
能力。

城，本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
防御，是城市与生俱来的使命。“韧性城
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切不可简
单地理解为某个部门或者某个行业的事
情。”近年来，提高城市韧性、增强抗风
险能力，正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重大
课题。在冯远看来，气候变化应对本身就
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的议题，推进韧性
城市建设，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并系统
发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
保障。“这就显示出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冯远说，城市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
体，要加强韧性城市研究，建立适合我国
国情和城市发展需要的韧性城市基本理
论、指标体系、规划方法和相关建设管理
及技术标准，做好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顶
层设计。此外，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城
市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及时发现潜在风
险，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工程技术方面，要将韧性城市理念
贯穿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运维
的全过程。”基础设施就好比是城市的骨

骼与血脉，一个韧性城市的基础设施必然
是完备、坚韧且能保障城市的各项功能正
常。冯远建议，将防灾目标和指标分解到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中；在
传统建筑设计中，考虑“弹性”设计，提
升技术预见性；在防灾方面，从建筑抗
震、抗洪、抗风的传统设计思维方式向适
应性、可恢复性设计思维转变，尽可能减
轻灾害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运用大数据
和互联网，提升城市风险评估、监测预警
和信息服务等功能。

建设韧性城市是提升与城市发展相匹
配的城市治理能力的“里子工程”。因
此，韧性城市的能力建设，不仅指“硬
件”的基础设施，也指“软件”的调度指
挥系统。冯远特别强调要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她认为，同样的硬件条件，管理与服
务的精细化是提升城市韧性和宜居性的关
键。面对台风和暴雨的冲击，不同城市表
现出的社会治理水平的差异是显著的。她
建议，要提高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
能力；要从单一风险应急管理模式向多领
域、跨学科、多部门协作的应急工作模式
转变。

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城市防灾减
灾，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对重大灾害事
故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处置和灾害
恢复重建的支撑作用。冯远认为，在信息
化与大数据时代，韧性城市建设应与智慧
城市建设相融合，借助空、天、地灾害信
息感知网络与大数据，建立高精度的洪涝
等灾害预报和预警系统，以及面对极端气
象灾害下的应急管理体系和防灾救援体
系，最终实现精准预警、快速救援、降低
损失、及时复原的目的。

雨季来临，城市可以像海绵般“呼吸
吐纳”；突发自然灾害，社会可以快速广
泛动员；灾后复产重建，社会各界可以尽
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些都是
城市韧性的体现。”在冯远看来，韧性城
市代表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夯实城
市发展的安全基石，提高城市的韧性、提
升城市的“免疫力”重要而迫切。

气候危机下的城市与规划：提升城市免疫力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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