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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常平镇杨女士在淘宝上开
设网店销售药品，并低价从香港购
进大批“港药”在网上出售牟利。
近 日 ， 杨 女 士 因 犯 “ 销 售 假 药
罪”，被第三法院判刑一年半(缓刑
二年)，罚款5万元。法院提醒，大多
数境外药品未在内地取得相关“注
册证”，私下售卖都有违法犯罪可
能。（《南方都市报》12月3日）

网上买到假货，的确并不算新
鲜事，不过，网售假药，其危害性
显然不能与其他普通商品同等看
待。毕竟，衣服买到假货，好歹不
会影响生命，买到“山寨”手机，
通常也不至于影响到健康，很多时
候，买家其实正是冲着“山寨”们
的性价比而去的。不过，药毕竟是
用来治病、救命的，而假药不仅起
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加剧病
情，甚至治病不成反要命。既然如
此，对于“假药”当然应该零容
忍，对于网售假药的打击，更不应
手下留情。

不过，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
性，国内网售药品的风生水起，很
大程度上正缘于正规渠道的药价高
企，现实中，甚至不乏有渠道的医
生，为患者提供价廉物美的海外药
品代购的现象。这个时候，对于网
售药品，的确不宜一棍子打死。可
见，相比报道中网售假“港药”者
获刑，如何加强对于网售药品的监
管，或许要来得更为紧迫。

曾有媒体报道网上药店过万，
合法的却寥寥可数，看来，网友们
要想买到“合法药”，还真是比海
底捞针还难，而买到“假药”，则
几乎是十拿九稳，百发百中。可
见，对于药品网售，究竟该如何监
管，才是关键之处。

在这方面，国外的监管经验，
或许值得借鉴。在美国，对于药品
网售，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相互
协作，各州药房理事会负责网上药
店及其药师准入和日常事务管理，
美国药房委员会负责优质网上药店
的认证工作，联邦政府机构依职能
划分进行监管，消费者则拥有诉讼
等司法武器。而在英国，最大的药
品行业团体英国皇家药学会，负责
网上药店注册及药剂师服务监管，
制定一系列标准指南，指导规范网
上药店服务；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
管理局则负责监督网上药店的药品
销售和供应，并对违法网站进行查
处和打击。德国则强调政府主导，
以强大的社会医疗保险为支撑，不
属于医保报销范围的药店和药物不
予报销，从制度上消除了假冒药品
在互联网流通的可能。此外，德国
政府通过药剂师协会规范全国所有
实体和网上药店行为，设立药害赔
偿基金并建立药店监察制度。

基于此，对于国内药品市场而
言，如何发挥网售药的鲇鱼效应，
从而让药价更加透明，并挤压药品
流通环节的利润，网售药品的确有
望成为“高药价”的克星。只不
过，加强网售药品的监管以保证其
质量与安全，无疑是必要的前提。
当然，如何防止监管与门槛抬高网
售药的经营成本，从而拉低其竞争
力，甚至形成新的几家独大与垄断
格局，的确是对监管方的考验。

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做事

1945年初，叶笃正被选送去美国留学。1948
年叶笃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师从世界著名大气物理学家罗士
贝。他的勤奋和聪明才智深得师生赞赏，成为以
罗士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罗
士贝很喜欢这个性格文静的东方青年，很快请他主
持了一个研究计划——— 研究夏威夷的气候。

叶笃正留美学习期间，在欧美多种著名杂志
上发表了重要论文10多篇。他的博士论文《关于
大气能量频散传播》受到各国气象学界的重视。
在这篇著名论文里，叶笃正对影响天气发展的大
槽和大脊的预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些成果，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沿用，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经
典著作之一。

30年后，叶笃正重返故地访问。
一天，一位美国科学家和他闲谈时，又提出

了30年前那个曾经使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你
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很后悔吧？！”“噢，
不——— 不后悔！”叶笃正摇着头说，“当然，如
果不回去，我个人的生活会优裕得多。可是，我
是个中国人，我得回去给中国做事。”

叶笃正说：“我回去以后，和同事们建立了
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前身只是一个十三四
个人的研究小组，只能做些一般的天气和气候研
究。现在这个研究所几乎包括了大气科学的各个
分支，它的水平可以和科学先进国家的研究水平
相比，这不仅是对中国大气科学的贡献，我认为
这对世界也是个重大贡献，难道不比我个人在美
国写几百篇学术论文的贡献大得多吗？”这番充
满炽热爱国思想的讲话，说得他的美国朋友们心
服口服，为他的科学成就、崇高人格所折服。

1991年，叶笃正被美国气象学会选为荣誉委
员。这是一个殊荣，因为这个学会自创办以来所
有的荣誉会员不过40人，叶笃正是仅有的两位亚
洲籍会员之一。美国气象学会在为他颁发证书
时，对他的科学成就称赞不已。今天，我们翻开
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也能找到中国人叶
笃正的名字。

结束“天有不测风云”时代

的确，在叶笃正回国之前，新中国的现代气
象科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早在1500年前的《淮
南子》中就有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这在当时
可谓了不起的发现，可是建国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明显落后了，研究手段十分落后。”叶笃正曾感
慨地说，当时的中国最需要懂得现代气象科学的
人。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
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如
今，这间简陋的实验室虽然早已废弃，但人们依
然把它保留下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

不久，中国科学院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央
气象局共同建立了天气分析预报联合中心和气候
资料联合中心，叶笃正参与了中心工作的领导。
这两个中心随后发展为采用近代方法作天气预报
的中央气象台和以近代方法整编气候资料的气候
资料室。叶笃正教过的许多学生今天还记得他指
着墙上挂的巨幅天气图，兴奋地告诉这些年轻的
气象工作者说：“中国的天气预报要在物理、数
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天有不测风云’
的时代在我国该结束了。”

仅几年时间，他就和其他同志一起把大气物
理学的主要分支都一一建立起来了。由他担任所
长的大气物理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个人只作一
些天气和气候研究，发展到数百人、门类齐全的
大型研究所。

在研究中，他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
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好比一个巨大的
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
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他
还用当时最先进的手段和分析方法研究了东亚大
气环流的演变，认为东亚大气环流的演变不是像
以往人们认为是渐变的，而是有个突变过程。

回国后的第7年，叶笃正把这些重大发现写进
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中，并写了
一些论文寄给罗士贝教授主办的《瑞典气象》杂
志发表。许多外国气象学家看了都很惊讶，想不
到中国气象专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东亚大气环
流的许多基本问题摸清。

20世纪40年代以前，气象学家普通认为，大
气的环流主要是气压分布不均匀产生运动的结
果，气压场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1940年左右，

罗士贝教授提出，气压场不是主导，风场是主
导，不少实验也证明这理论的正确性。

“真理只能有一个，到底古老的想法是对的，
还是老师的理论对？”叶笃正经过反复研究后发现，
古老的想法对，老师的想法也对——— 若以数千公里
以上的环流为对象，则古典理论正确；若以千余公
里环流为对象，则老师的理论正确。于是，研究对象
一大一小，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叶笃正的发现，解
决了国际气象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一个重要
问题，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八五”期间，叶笃正作为气象学界首席代
表，担负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我国未来20-
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1987年，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任命他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
划特别委员会委员。在这之后，他广泛参与了这
个组织科学计划的制定与讨论，以及该计划在中
国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使中国在全球气候和环境
变化的研究方面占有较高地位。

面对滚滚黄尘处心积虑

当人们所期盼的春天来到时，从农村到城
市，从西到东，北方地区却淹没在一片漫漫沙尘
之中。沙尘暴袭击下的北京等城市顿时变得面目
难辨，而人类似乎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无助。
当浮尘蔽日、黄沙满天的沙尘天气逐渐消去，风
和日丽、春光明媚的景象再现我国北方大部分地
区，人们恍如隔世。而沙尘暴的黄色阴影仍然高
悬在我国北方数亿人的头顶：沙尘暴还会来吗？
究竟有没有什么对策？面对今后可能会再次袭来
的沙尘暴，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

以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叶笃正院士为组长的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风沙问题咨询专家组”，经
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明确指出，强沙尘天气
之所以屡屡肆虐华北地区，是因为气候异常，尤
其是处于反厄尔尼诺事件（拉尼娜现象）的高峰
期所致，而大陆北方地表覆被（植被、水体等的
覆盖）状况局部改善、整体恶化也是另一重要原
因。叶笃正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仍
比较脆弱，风沙危害形势依然严峻。土地沙漠化
和沙尘暴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与全球气候变暖、大洋环流变化、不科
学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有关。我国土地荒漠化和
沙尘暴的问题，不但与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自然条
件及人为活动有关，也与蒙古国、西伯利亚地
区、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关。

虽然科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我国目前“西
北干旱、江南多雨”的大气格局早在260多万年前
就已经“大势已定”，然而，干旱化的趋势却是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土地沙
漠化是一个时空变化都较为迅速的自然现象，发
生、发展受人为影响较大，逆转同样受人为影响
较大。气象卫星图像表明，位于北京上风的内蒙
古高原东南部坝上地区是北京沙尘暴危害加重的
主要沙尘起源地。沙尘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
国北方干旱化的发展趋势，折射出了生存环境不
容乐观的严峻形势。叶笃正分析说，“未来几十
年内，预计在全球增暖的影响下，北半球中纬度
内陆地区降水量变化不大，但温度显著升高，地
表蒸发加大，土壤变干。这是有利于沙尘暴发生
的不良气候背景，再加上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的
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草地资源退化和减少
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以及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
趋严重，形势不容乐观，应当引起我们的重
视。”

“未来十几年、几十年，沙尘暴还是会有
的。因为这种现象上千年前就存在了。”叶笃正
说，“现在人们明显感觉到沙尘暴的危害，是因
为最近这些年，人类活动在一些地方加剧了这个
趋势。”他强调，人类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沙尘
暴这种自然现象，但可以通过对沙化土地的根
治，有效地降低沙尘暴爆发的频度和强度。叶笃
正感到欣慰的是，防治沙漠化已成为西部大开发
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破解全球气候变化之谜

英美两国气象学家通过系统科学考察曾宣
布：1976年以来，全球气温以平均每10年0 . 2摄氏
度的速度升高，全球正加速变暖，导致这一现象
的主因是无序的人类活动。然而，瑞士日内瓦大
学地质学院教授埃里克·达沃最近也提出一个观
点，恰好与此对立：是自然界周期性的变化而不
是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起主导作用，温室效应不
会使地球越来越热。相反，从气象史的大循环
看，地球会加速向“冷却”的方向演变。

权威专家对同一现象得出相反的结论，究竟
哪个结论更为合理？作为我国大气科学动力气象
学的奠基人之一叶笃正这样认为：“如果不将由
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等问题考虑在内，我
们将无法准确和全面解释全球气候异常变暖这一

现象。分析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要进行辩证思维。就地球存在的漫长历程而言，
相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
响可能较小，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活
动确实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的变化，这一点在工
业革命最后尤其明显。”

在2003年气候变化国际讨论会开幕的当天，
叶笃正为大会作了题为“有序人类活动”的报
告，他认为，人类活动已经给气象条件带来了不
可逆转的影响，尤其是近100年，人类工业的发展
是以破坏生存环境为代价的。他所推崇的有序人
类活动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和判断指标的，同
时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际措施方法。叶
笃正是本次大会的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作为一
名老科学家，他经历了中国从忽视到重视气象事
业的全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做得非常
糟糕，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气象了”，在接受采
访时，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行动”。他
说：“要延缓这个破坏的进程，首先要注意排
放，要想办法，不能愿意排多少就排多少；其次
要保护，不过，保护并不代表要退回到茹毛饮血
的时代。”“人类活动应该有序”，叶笃正强
调，有序人类活动强调合理的目标、大范围、内
容的系统性、多层次、义务和志愿结合，并追求
最大整体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极端气候事件的频
繁发生和全球气候变暖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高度
重视。中国科学家也成为世界气候变化科学领域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叶笃正的名字已与全球变
化研究这项世界瞩目的国际合作项目联系在一
起。

“南极和北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档案室。”
叶笃正介绍，我国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旱涝不均和
北极的冰原面积以及北太平洋的水交换过程关系
紧密。中国早期的气象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发生
在中国国土上的气候要素的研究，近些年来人们
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个全球问题，不可能通过对中
国局部的研究得到答案。尤其是在全球变暖和整
个臭氧层总量减少的情况下，两极都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要想实现对中国气候变异的预报，对极
地进行考察是不可缺少的。可喜的是，中国北极
科学探险考察队已赴北极建站，触摸最新课题，
中国人终有立足之地，中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吸引
世界目光。

天上有颗“叶笃正星”

2003年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WMO）执
行理事会第55届会议第48届国际气象组织奖颁奖
典礼在日内瓦隆重举行。当大会宣布中国气象学
家叶笃正院士荣获第48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时，精
神矍烁的叶笃正老泪纵横。伴随着欢快的乐曲
声，掌声阵阵，叶笃正这位新中国气象学、大气
科学和气象业务奠基人缓步走上颁奖典礼主席
台……此前，叶笃正因几十年来为中国气象事业
的发展和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曾于1987年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5
年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
“陈家庚地球科学奖”。

1995年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
就奖”时，叶笃正从这笔100万港币的奖金中拿出
45万港币捐献给自己曾工作过的中科院大气物理
所。研究所经过讨论决定，设立“学笃风正奖
金”，用以奖励在大气物理科学中做出突出成就
的年轻人。在这同时，叶笃正还和四兄弟一起，
给培养他们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捐赠人民币10万
元。该校特设立了“叶氏五兄弟奖助学金”，以
奖励学习成绩优良、家境贫寒的学生。

叶笃正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0年5月，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

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
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27895
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叶笃正星”。

叶笃正的学生、气象学家吴国雄院士说：
“全球气候变化是叶先生非常关心的领域。他很
早就提出‘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与今天我们
说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处’等提法
的内涵非常一致。”晚年，叶笃正还曾给中国科学院
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一个全球变化开放实
验室，他希望能有一些固定的人员，充足的经费，把
全球变化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研究，持之以
恒地做下去。叶笃正生前曾说，把自己想到的问题
都做好了，这样的人生才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的叶笃正走了，留下了丰厚的科学
遗产和光辉的人格魅力。抬头仰望，天上有颗
“叶笃正星”，闪耀依然……

温度、湿度、烟尘、雾霾、pm10……眼下的人们十分关注天气与环境，可很少有人了解，结束了我国“天有不测风云”时

代的那个人——— 有气象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国际气象组织奖获得者叶笃正。正是他，在中国气象领域的白纸上描绘绘出了最美

的图画。一个月前，他走了，笔者采访他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叶笃正：给“天有不测风云”画句号
□ 余玮

■ 周末感言

监管

“网售药品”
□ 武洁

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
疑似落马

韩联社透露，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朝鲜
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
疑似落马。11月中旬张成泽
的两名亲信被公开处决，之
后张成泽没有公开露面，很
可能已经落马。

日本一美女主播
宣布做AV女优

日本43岁美女主播桐
嶋永久子决定挑战自我，
宣布下海成为一名AV女
优，理由竟然为“出自于
生理需求”。

法专家组认定
阿拉法特自然死亡

负责鉴定阿拉法特死因的
法国专家小组3日向巴勒斯坦前
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遗孀和她的
律师递交了鉴定报告，认定阿拉
法特是“自然死亡”，直接死因为

“全身感染”。这与此前种种猜测
完全不同。(图为资料片)

英国男子仿耶稣
背负十字架走世界

英国一名61岁男子携带着
25公斤重的十字架遍游世界，
26年里行程超过了8000公里。
他之所以背着十字架，是想让
朋 友 看 看 “ 他 对 理 想 的 坚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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