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下旬，桃子开始
在南京市场出现，到现在，

桃子已经占据了各大超市
和水果摊的主要位置。以
往，桃子上市的时间要在
此基础上推迟至少半个
月。市民们提前吃到美味
的桃子当然是好事，可殊
不知桃子早熟是气候“发

烧”的病症。
同样还有粮食，记者

从南京市粮食局获悉，今
年江苏的粮食又是大丰
收，产量很高，成熟也早。
目前，江苏的小麦收购已
经完成了一成以上，其中

南京市的收购已经过两
成，也就是说，过不了多
久，南京市民就能吃到新
小麦制成的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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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丰产和早熟，江

苏省农科院的著名专家曹
文杰教授表示，乐观一点
看，这是气候变暖带来的
正面影响。

当然，气候变暖的负
面影响同样突出。冬天过
于温暖让土壤中越冬的

害虫、病菌残留的基数
高，专家预测今年会是个
病虫害的高发年。曹教授
告诉记者：“冬天不冷，很
多虫卵没有被冻死，因此
在第二年，出现虫害的几
率往往较高。”记者了解

到，今年灰飞虱的虫量就
比往年高。

同时，暖冬也让粮食
的抗冻能力大为降低。据
悉，今年油菜、马铃薯、小
麦等作物均出现早熟，导
致抗病性能力弱，如果遭

遇倒春寒，可能冻死大批
作物，使产量减少。“今年
丰产和没有经历倒春寒也
不无关系。”曹教授这样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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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郊区汤山锁石村

的菜农汪万锦指着旁边的
蔬菜大棚告诉记者：“往
年，外面自然生长的黄瓜在
四月份才上市，但今年三月
份就上市卖了，害得我这大
棚里的黄瓜，比往年少卖了
一个多月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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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科技部、中国

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
部门发布的《气候变化国
家评估报告》指出，由于
气候变暖使农业需水量加
大，供水的地区差异也会
加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
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

求将大幅度增加。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

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重
大影响，如果不采取任何措
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
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
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

37%；今后20年至50年间
的农业生产也将受到气候
变化的严重冲击。

气候变暖还将使我国
作物种植制度发生较大的
变化，农业生产布局和结
构将出现变动。华北目前

推广的冬小麦品种，因冬
季无法经历足够的寒冷期
而不能满足春化作用对低
温的要求，将不得不被其
他类型的冬小麦品种所取
代。比较耐高温的水稻品
种将在南方占主导地位，

而且还将逐渐向北方稻区
发展。东北地区玉米的早
熟品种逐渐被中熟、晚熟
品种取代。曹教授认为，四
季分明的气候最利于农作
物良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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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这个大背景
下，大自然中的物候也变得

反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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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暖

冬，江苏镇江的渔民在长江
里发现一种幼小的会咬人的
“怪鱼”，经水产专家鉴定，
这种鱼竟然是只能存活在
10℃以上水中的热带鱼类
淡水白鲳！

专家解释说，淡水白鲳

原产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
域，其生长的最适宜温度为
28℃至30℃。发现怪鱼后，
人们议论纷纷，一种广为认
可的解释是，在全球气候变
暖的大背景下，受长江上游
来水偏少、咸潮上溯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长江河口水体
的温度升高了。由于渔民每
天的捕捞量达数千条之多，
专家表示这种热带鱼类在镇
江长江段很可能已经形成自
然种群。

热带鱼出现在冬天的长

江里，或许只是长江生态系
统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也说
明长江水正在慢慢被 “加
热”，参与编制《长江保护与
发展报告》 的专家指出，全
球气候变暖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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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报春的蝴蝶，懂蝶

的人一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蓝地蛱蝶。它经常被介绍成
“春天来了”的讯号。这种蝴
蝶从前在南京很常见。但是，
3年前这种蝴蝶从南京的蝴
蝶名单里消失了。环保志愿
者吴琦老人，通过连续观察3

年蓝地蛱蝶后，得出结论，这
种蝴蝶已经成为暖冬的牺牲
品了。

3月底到4月底的春暖花
开日子里，吴琦老人在田野
间信步而行，内心隐隐期待：
“该出现了吧。”而事实总是

令人失望，蓝地蛱蝶已经不
见踪影。

吴琦老人告诉记者，蓝
地蛱蝶一般是秋天变成蛹，
为冬天过冬做准备。由于连
续几年的暖冬，蓝地蛱蝶似
乎也被天气所迷惑，在冬至

时分，它就感受到外面很温
暖，于是破茧而出化为蝴
蝶。几天之后的一次冷空气
袭击，这些早早出来的蝶儿
们没有了生存的温度，寒冷

的天气让它们无所适从，于
是它们被大批冻死在这冰

天雪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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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气温高了，香樟

这个娇贵的树在南京活得也
是有滋有味。南京农业大学
郝日明教授告诉记者，香樟
喜光、稍耐阴。

以前这种树只在江苏宜
兴、苏州南部有种植，南京
曾经在1998-1999年试着引

种过一次，但树梢全给冻死
了，而且根部需要进行防
护，现在这个树在南京已经
很常见了，不仅如此，就连
现在的连云港等地也有种
的，气温变高是关键的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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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秘密”地上解

开……气候变化，树轮就是
“见证者”之一，气温越温
暖，年轮就越宽。

树轮由于树木在春夏两
季生长快而在秋冬两季生长
缓慢，很多树木每年生长一
圈年轮。气候越温暖，年轮就

越宽。树木年轮的宽度、木质
密度和氢氧同位素含量可用
来估算气温。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美丽的珊瑚、黄土、湖泊、海
洋沉积物、石笋等一本本
“古书”来翻阅历史上数千

年至数万年的气候变化。从
观察的结果来看，大自然自
身因素会造成温度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冷和变暖的效
应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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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东路的庄女士

是一位老师，对于鸡鸣寺的
樱花她有着深厚的情感。从
她的日记中记者发现，几年
间樱花的颜色由深变浅，失
去了往日的娇艳。记者随后
从农林专家那里证实了庄女
士的观察。

江苏绿保生态生物研究
所所长王长军介绍说，樱花
的花色改变与生长环境有密
切关系。由于空气中二氧化
碳浓度增高，加上今年春天
气候干燥，雨水少，把原本是
紫红色的花瓣“漂”成了白

色，所以今年樱花的颜色看
起来没有往年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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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跟不上天气
节奏的现象，如果还按照以

往的经验按部就班，那肯定
耽误事儿。”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申双和教授以及省绿保
生态生物研究所王长军研究
员告诉记者，由于天气变暖，
虽然节气对应的季节变化不
可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对

应的农事时间上确实提前或
者推后了，出现了不太准确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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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双和教授告诉记者，

例如5月下旬的小满节气，这
是黄河流域麦类等夏熟作物
籽粒开始饱满的时期，而到
气温偏高的南京地区，这个
时节，小麦则快成熟了。但今
年则有点不同了，由于气温
变高，农田已经等待收割

了。根据他的观察，随着天
气的变暖，南京的农事实际
上已经提前一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说，过去该干什么，现
在得提前一个星期干了。以
前的农忙可是要到6月上旬
的芒种节气，俗话说得好：

“芒种忙两头，忙收又忙
种”，但现在5月下旬就开始
收麦子了。

他告诉记者，小满期间
收麦子当然还是少部分地
区，但是根据他的预计夏至
节气里，夏收夏种的农忙就

会全部结束，这个时间其实
也比过去提早了6-7天。他
笑着说，以往端午节和农忙
是一起过的，农民往往没有
时间包粽子的，今年估计会
有充足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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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事改变一样，城里

人的习惯也随着天气变暖，
悄然发生着变化。每年的冬
至，应该算是冬天开始的信
号了，讲究冬令进补的南京

人会开始“一九一只鸡”的
习惯，但这两年，这似乎越来

越不时兴了。
进入20世纪以来，除了

2005年冬至比较正常外，其
他年份里，南京的冬至大多
数是在10℃以上，还多是温
暖的小阳春天气，例如2003
年冬至当天南京最高气温

12℃左右，2004年冬至后甚
至出现过17℃的 “高温”，
2006年冬至也有13℃以上，
王长军告诉记者，去年底到
今年年初的暖冬感觉更是明
显，连雪都不下了，亲戚朋友
中很少有人守着这个老规矩

一板一眼地进补了，怕吃多
了上火。 789: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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