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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酒泉12月22日电 12月22日3时
2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
验卫星（简称“碳卫星”）发射升空。

据中科院空间中心副主任、碳卫星工程
副总指挥龚建村介绍，该卫星的成功研制和
后续在轨稳定运行，将使我国初步形成针对
重点地区乃至全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测
能力，对充分了解全球碳循环过程及其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提升
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话语权。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由于人类活动的
影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
已经上升到25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并依然
呈上升趋势，地表温度也在逐年升高。温室
效应正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精
确监视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状况已成为有效
开展气候变化研究和应对的迫切需求。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作为我国首颗用于监
测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科学实验卫星，围
绕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
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以大气二氧化碳遥感监测
为切入点，利用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
碳探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等探测设
备，通过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验证系统，定期
获取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大气二氧化碳反演
精度将优于4ppm（百万分比浓度），使我国在大
气二氧化碳监测方面跻身国际前列。

我国首颗碳卫星成功发射
可监测全球二氧化碳浓度

据新华社华盛顿１２月２１日电 中德两国
研究人员２１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
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
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
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
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
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
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
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
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
细颗粒物ＰＭ２．５中的质量占比可达２０％，是占
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ＰＭ２．５污
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ＰＭ２．５中相对比重上升
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
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张强教授、郑光洁
博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

芳教授、乌尔里希·珀施尔教授、苏杭教授等
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
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
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
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
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
粒物结合水是指ＰＭ２．５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
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
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
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
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
结合水，通常高出１０００到１０万倍，所以与云
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
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
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
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
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
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
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
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
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５０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
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
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
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ｐＨ值远高于美
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
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ｐＨ值上升而大
幅提高。

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
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
的硫酸盐污染水平。“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
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

“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
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

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
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
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
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
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伦敦酸雾通常被认为是由燃煤排放的烟
尘以及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所致。洛杉矶雾
霾则是一种光化学污染，主要原因是机动车尾
气在阳光作用下反应生成了二次污染物。而中
国雾霾是一次与二次污染物混合造成。

贺克斌说，这种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更加
表明了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的重要性，尤其是现
阶段应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之前我
们虽然知道需要减排，但是如果无法弄清重霾
污染形成的关键化学机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
模型定量模拟分析，也就无法准确评估如何减
排最有效、最科学。不科学减排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可能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

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被破解
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太空中怎么能“看”到二氧化碳？“看”
到了二氧化碳又有什么用？这颗碳卫星还带
了哪些“高精尖”科技？记者带你揭开它的
神秘面纱。

“千里眼”看颜色识气体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搭载了一台高光谱
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探测仪。这台探测
仪的工作原理，是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谱段，
利用分子吸收谱线探测二氧化碳浓度。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看“颜色”来
识别二氧化碳气体。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权解释，太阳光
经过空气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对许多
精细的颜色有了不同程度吸收。通过光学仪
器对这些色彩进行非常精准的测量，可以反
向推算出二氧化碳分子数量，从而得知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碳卫星项目要求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监测精度优于4ppm（百万分比浓度），即是
说，当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变化超过百万分
之四时，“千里眼”就必须发现。

地面观测点也能搜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数据，为什么还要发射卫星？碳卫星工程地
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杨忠东说，全球二氧化
碳地面观测站点总共仅有数百个，难以满足
监测需求，只有用卫星俯瞰，才能绘制二氧
化碳分布的全景图。

“碳排放”要有中国数据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总工程师李加洪说，
在碳排放数据上知己知彼，对提升我国在国际
气候变化方面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严峻的气候变
化形势面前，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
放成为必然选择。碳排放的量化监测是各国
最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技术基础，在
所有的碳排放量监测手段中，目前只有星载
高光谱温室气体探测技术既能对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浓度进行高精度探测，又能获取全
球各区域的气体浓度分布数据。

正因如此，各发达国家纷纷研发专用卫
星。由于技术难度极高，目前仅有两颗卫星
从太空监视地球温室气体排放：一颗由日本

2009年发射，一颗由美国2014年发射。
李加洪介绍，我国发射的碳卫星通过地

面数据接收、处理与验证系统，定期获取全
球二氧化碳分布图，使我国在大气二氧化碳
监测方面跻身国际前列。

“高精尖”未来有望测雾霾

碳卫星上除了搭载二氧化碳探测仪，还
有另一件“利器”——— 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
测仪。这台探测仪可以测量云、大气颗粒物
等辅助信息，为科学家精确反向推演二氧化
碳浓度剔除干扰因素。

杨忠东说，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能
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可以帮助气象学家提
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并为研究PM2 . 5等大
气污染成因提供重要数据支撑。研究人员表
示，具体如何监测雾霾，要等碳卫星传送回
第一份数据后再作分析判断。

此外，碳卫星实现全球观测，是卫星平台
频繁调整姿态、“翩翩起舞”的结果。在此过程
中，科研人员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技
术跨越发展。 （据新华社酒泉12月22日电）

“千里眼”如何“看”二氧化碳？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1日电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
普21日宣布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并提名加利福
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彼得·纳瓦罗
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当天发表声明说，成立国家贸
易委员会进一步表明特朗普决心“让美国制造业再次
伟大”，并向每位美国人提供“拥有体面工作与薪资
的机会”。纳瓦罗将帮助特朗普政府制定缩减贸易逆
差、促进经济增长和阻止就业岗位流向海外的贸易政
策。声明还说，国家贸易委员会将为总统就贸易谈判
的创新策略提供建议，与其他政府部门协调共同评估
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并为美国失业工人提
供高技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特朗普宣布成立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新华社发
12月22日，在韩国首尔，韩国宪法法院就总统朴

槿惠弹劾案进行首次预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2日公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对婴
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或者看护人
的，视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偷
盗婴幼儿”。该司法解释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哄骗拐走婴幼儿

按“偷盗婴幼儿”论处

据新华社东京１２月２２日电 日本政府２２日通过内
阁决议批准了２０１７财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卫预
算连续五年增长，并连续两年超过５万亿日元（１００日
元约合５．９元人民币）。

根据预算案，２０１７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达到５．１２５
万亿日元，较去年增幅为１．４％，连续五年增长，并连
续两年超过５万亿日元。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预算申请额
较去年增加约１００亿日元，达到２１０６亿日元，创历史新
高。其中强化离岛及远海等警备的费用达到５７８亿日元。
２０１７财年总预算金额达９７．４５万亿日元，较２０１６财年增
加７３２９亿日元，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

连续第五年增长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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