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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氧化碳与温室效应的不同观点

李昌浩，阎路，周正一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６０）

摘　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自从发布了第１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来，学术界对全球变暖以及 ＣＯ２
是否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一直争论不断。介绍了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ＮＩＰＣＣ）提出的观点：ＩＰＣＣ
做出的全球气候模型（ＧＣＭｓ）存在不足、ＣＯ２的影响作用被夸大、ＩＰＣＣ没有考虑辐射强迫与反馈作用等，认为是自然原
因而不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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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８９６年，瑞典科学家 ＳｖａｎｔｅＡｈｒｒｅｎｉｕｓ警告说，
二氧化碳（ＣＯ２）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１９８８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了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随后，ＩＰＣＣ发布的
《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称：全球气候正在变暖，其中

ＣＯ２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不采取控
制措施，全球气候变暖将会造成生态环境大灾难。

自从 ＩＰＣＣ报告发布以来，关于全球气候变暖以及
ＣＯ２是否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学术界存
在的很大的争议。

１　ＩＰＣＣ主导下的温室效应与ＣＯ２

气候现象的主要能量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太阳

辐射主要是短波辐射，而地面辐射和大气辐射则是

长波辐射。大气对长波辐射的吸收力较强，对短波

辐射的吸收力较弱。大气在吸收地面长波辐射的同

时，自己也向外辐射波长更长的长波（因为大气的温

度比地面更低），其中向下到达地面的部分称为逆辐

射，地面接受逆辐射后就会升温，或者说大气对地面

起到了保温作用，这就是大气温室效应的原理。

大气中起温室作用的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目

前主要的温室气体有 ９种：二氧化碳（ＣＯ２）、甲烷
（ＣＨ４）、臭氧（Ｏ３）、水蒸气（Ｈ２Ｏ）、氧化亚氮（Ｎ２Ｏ）、
氯氟烃（ＣＦＣｓ）、高氟碳化合物（ＰＦＣｓ）、氢氟碳化合
物（ＨＦＣｓ）、六氟化硫（ＳＦ６）。ＣＯ２被认为是主要的
温室气体，其全球变暖影响比例为６０％。现阶段认
为，大气中ＣＯ２增加，主要是人类长期使用化石燃料
（如煤、石油、天然气等）所造成的［１］。

全球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观测大气中ＣＯ２月平
均体积分数的变化：ＣＯ２体积分数平均值由１９９０年
的０．０３５２％左右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０．０３９６％左右，
增长值达到０．００４４百分点［２］。

ＩＰＣＣ根据气候辐射强度与反馈机制做出全球
气候模型（ＧＣＭｓ）并认为：大气中 ＣＯ２的体积分数
增加１倍，将会导致６．０℃的温升；与人类活动相关
的ＣＯ２排放在过去１５年内至少造成了０．３℃的温
升；热带区域对流层的升温仍在持续；在２０世纪，两
极的温升明显高于地球上其他地区［１］。

同时，ＩＰＣＣ认为，山区冰层、北冰洋海冰、极地
冰层的不正常融化，全球海平面加速上涨，淹没热带

地区的珊瑚环礁，旱涝、季风变化强度和频率一直在

增加等因全球变暖而引起的各种极端天气及自然灾

害，更加证实了全球正在呈现变暖的趋势。

２　ＮＩＰＣＣ及其观点

２００７年２月，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哈特兰德
研究所（Ｈａｒｔｌ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科学与环境政策计划
（ＳＥＰＰ）组建了“Ｂ支队”，目的是对气候变暖的科学
证据进行独立于 ＩＰＣＣ的评估［３］。２００７年４月，该
组织在维也纳国际气候工作会上正式成立，更名为

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ＮＩＰＣＣ）。
ＮＩＰＣＣ的科学家们不轻信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
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至今 ＮＩＰＣＣ针对气候变
化的问题已经出版了８份报告。
２．１　ＩＰＣＣ气候模型的不足

对于ＩＰＣＣ做出的气候模型，ＮＩＰＣＣ认为存在以
下不足。

（１）气候模型假设ＣＯ２体积分数为工业革命前
的２倍，但气象观测数据反应敏感度仅为１℃或者
更少，远小于模型的３℃；同时，模型低估了地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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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蒸发和全球降水的影响。

（２）气候模型没有准确反映气溶胶在红外线反
射中的变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气溶胶可以造成不同

的红外线反射强度，其值为７～２５Ｗ／ｍ２。
（３）气候模型分析的准确性受限于计算能力；

同时，模式校准存在偏差，如假设温升是工业革命后

人为排放ＣＯ２造成的，而实际上主要的人为排放是
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的。

（４）非线性的气候模型会造成一个参数对应不
同的趋势值。

（５）气候模型没有对历史记载的气候波动进行
模拟；同时，气候模型也没有考虑太阳磁场的变化和

宇宙射线的作用。

ＮＩＰＣＣ认为 ＩＰＣＣ的主张、假设、旁证缺少合适
的科学方法。全球气候模型在完全了解全球气候运

作的情况下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当前许多气候

科学家认为还没有掌握气候变化的规律；同时，气候

模型并不是用于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而是用于测

算多种可能的未来趋势变化。

２．２　被夸大影响作用的ＣＯ２
地球上的气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根据地球气

候学的研究，自然因素始终都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

的主要因素，而人为活动对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是主要的。

温度变化与 ＣＯ２体积分数变化相关不好。
１９４０—１９７５年气候变冷，但 ＣＯ２体积分数上升很
快。２００１年之后卫星观测的温度没有上升趋势，但
ＣＯ２体积分数上升也很快。另外，地面温度观测并
不可靠：首先，城市热岛效应很难排除；其次，海面温

度观测技术混乱，有浮标、卫星、船舶观测；再次，全

球范围内观测点从１２００个格点减为６００个格点，覆
盖面由４６％下降到２３％：因此，温度的观测数据有
明显偏差［４］。

大气中的 ＣＯ２是一种温和的温室气体，随着
ＣＯ２体积分数的增加，所体现出的增温效应呈逐渐
缩小的趋势；同时，高体积分数的 ＣＯ２对植物及生
物有利，不会造成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尽管

现在ＣＯ２体积分数达到了０．０４００％，我们还是生活
在一个ＣＯ２极少的世界。从寒武纪（大约５．５亿年
前）起至今，大气层中 ＣＯ２的体积分数大约增长了
１５倍，但并未出现大家设定的不良反应［５］。

大气中ＣＯ２的体积分数大约是工业革命以前
的２倍，在不计其他因素引起的辐射强度及反馈作
用的情况下，极可能引起０．３～１．１℃的温升，至少
一半值的温升已经产生［５］。

根据ＩＰＣＣ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做出的报告，到２１００
年，ＣＯ２的体积分数翻倍会造成６℃的温升，然而在
２０世纪末，全球气候变暖基本停止，并且从１９９７年
起１６年内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温度，但在这期间
ＣＯ２的体积分数上升了８％

［５］。

造成全球温度变化的原因至今仍不确定，但是

以十年为尺度和以百年为尺度的变化来看，气候特

征与太阳的活动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在未来几十年

内，根据太阳的周期性循环预测，全球将会是温度下

降而不是变暖，尽管期间ＣＯ２仍在持续排放。
２．３　辐射强迫与反馈作用

ＩＰＣＣ没有考虑辐射强迫与反馈作用，即由于大
气水分的增加、海洋中二甲基硫醚的排放，自然和工

业气溶胶的冷却效果导致低层云增加［５］。

ＮＩＰＣＣ通过对辐射强迫及反馈作用的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

（１）自工业革命以来，体积分数已经翻倍的
ＣＯ２（从０．０２８０％增至０．０５６０％）可能会造成近地
表温度强迫因子值为 ３．７Ｗ／ｍ２，预计温升为
１℃［５］。

（２）ＩＰＣＣ模型强调，增加的水蒸气的正反馈作
用可引起３．０～６．０℃的温升，但经验数据显示，温
升的作用仅有０．３～１．０℃［５］。

（３）在冰芯样本中，几百年内温度的变化先于
同期大气层中 ＣＯ２体积分数的变化；同时，在历史
和地质记录中，温度与 ＣＯ２的变化并不呈现耦合的
关系：因而，ＣＯ２并非造成温室效应的元凶

［５］。

（４）在过去的２０年中，大气中ＣＯ２的体积分数
已经低于 ＩＰＣＣ在报告中假设条件下的预估值，
ＩＰＣＣ的温度预测应当包含甲烷的膨胀预测并做出
模型及参数的相应调整［５］。

（５）永冻土层和海底可燃冰的融化并非一定释
放大量的甲烷而影响现在的温升［５］。

（６）伴随着 ＣＯ２体积分数和温度的上升，作为
温度负反馈的氮氧化物的质量浓度应该下降。

３　结束语

当前气候是有变暖的迹象，但并没有像宣传的那

样危言耸听。温室效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变暖的

原因多种多样，比较复杂，当今在学术界仍存在很大

争议，ＣＯ２排放量的增加是否会引起当前环境变化仍
需进一步研究。当前阶段，不能简单地将温室效应与

ＣＯ２联系在一起，单方面从控制ＣＯ２的排放来消除或
控制温室效应，而是应当进行综合系统分析，从根本

上解决全球气候问题。 （下转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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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上限为１．２６０，下限为０．８７５。通过实施跟
踪运行中（氨氮比／脱硝效率），当运行中数值比超

过理论比例的上限与下限所包围的区间时，对电厂

发送提醒通知，提醒电厂进行优化调整［４］。

图２　实际氨氮比／脱硝效率与理论氨氮比／脱硝效率（无量纲）对比（截图）

５　脱硝运行报警信息设置

利用公司内部环保监控平台，引入各机组脱硝

数据，生成各机组的（氨氮比／脱硝效率）曲线，并设
置报警信息，按周或者月自动对超出上下限的机组

进行报警。

考虑当（实际氨氮比／脱硝效率）≥２．０００时属
于比较严重的情况，此时氨氮比偏大，脱硝表计指示

出现较大偏差或催化剂活性下降明显，因此对该情

况单独设置报警。即当最近 １周内某台机组单侧
（实际氨氮比／脱硝效率）≥２．０００的次数超过３次，
对其进行报警。

当（实际氨氮比／脱硝效率）超过上、下限时，对
其自动报警，但考虑到电厂需要一定的处理时间，因

此设置天数为１０ｄ。即当最近１月内Ａ／Ｂ侧（实际
氨氮比／脱硝效率）≥１．２６０的天数超过１０ｄ时，报
警；当最近 １月内 Ａ／Ｂ侧（实际氨氮比／脱硝效
率）≤０．８７５的天数超过１０ｄ时，报警。

报警自动形成反馈单发送到电厂，提醒电厂注

意，进行优化调整。通过这种方式，对公司内各机组

脱硝运行情况实时监控，自动报警，发现脱硝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脱硝系统工

作在最佳状况，对延长脱硝催化剂的使用寿命有较

好的作用。

６　结束语

通过监测脱硝入口 ＮＯｘ质量浓度、含氧量、脱

硝效率、烟气流量、喷氨量等参数，并建立若干计算

模型，实时监控脱硝系统运行情况，优化脱硝催化剂

运行管理。建立模型后，对各机组脱硝运行数据进

行实时跟踪，并自动生成报警，发送到电厂，提醒电

厂及时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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