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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极是气候变化敏感区。中国气象局近日发
布的《极地气候变化年报（2023）》显示，2023年南
北极地区表现出持续的气候变化放大器效应，极端
事件频发，对当地生态和全球天气造成显著影响。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金星介绍，2023年南极大
陆年均气温为-31.86℃，较常年略高0.05℃。北极地
区增温放缓，仍经历了1979年以来最暖夏天，整体
呈“陆暖海冷”分布。1979年至2023年，北极增温是
同期全球升温速率的3.4倍。
  同时，南极海冰持续快速减少，再创消融纪
录。过去一年，南极海冰持续保持低位，并在2023
年2月21日刷新南极海冰范围最低纪录。北极海冰也

继续减少，但速度有所放缓。受春季海洋气温影
响，北冰洋海冰开始消融较晚，夏秋季高温导致其
冻结也同样推迟。
  “南北极温度变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
响。这种温度变化会改变全球气候模式，导致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发生，例如热浪、暴风雪和洪水。”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所长丁
明虎表示，南北极冰盖和冰川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
升，低洼沿海地区面临土地淹没和财产损失风险，
甚至可能引起人口迁移。
  此外，气候变化还影响南北极地区动植物生
态，尤其是对于依赖冰雪栖息环境的物种（如北极
熊和海豹），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2023年南北极气候变化放大器效应持续显现

  一项针对欧洲五大经济体的调查统计发现，收
入相对较低的意大利人在学习用品上的开销反而是
最大的。
　　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欧洲
前五个国家中，平均收入较低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人，为基础学习用品支出的费用反而高于其他几个
更富裕的国家。其中，意大利每个家庭每月平均要
支付202.71欧元（约合人民币1592元），用来购买
最基础的学习用品（不包括教科书），占其税后收
入的10.8%。
　　西班牙家庭在教育支出上的负担也不轻，需要
掏出月收入的9.24%，约190欧元（约合人民币1493
元）来购买学习用品，主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但
意大利的通胀率仅为0 .9%，在欧盟中属于较低
水平。
　　相比之下，家庭收入更高的德国、英国和法
国，基础学习用品支出分别占家庭收入的7.1%、
5.65%和4.84%。尤其是法国，很好地控制了学习用
品的费用，学习用品支出不到家庭月收入的5%，
这要归功于法国教育部对学校的要求，通过控制学
习用品清单来减轻法国家庭的经济负担。

欧洲五大经济体

意大利人买文具花销最大

  近日，一项由“格拉芬”金融教育项目分析师
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俄罗斯人计划在新学
年增加对自我发展和教育的投资。
　　调查涉及1500名俄罗斯人，结果显示56%的受访
者打算在新学年开始时增加教育支出。其中，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定期接受教育。
　　在教育投资金额方面，74%的受访者愿意每年
投资超过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800元）。其中，13%
的人愿意投资1万至3万卢布，29%的人愿意投资3万
至5万卢布，23%的人愿意投资5万至10万卢布，而9%
的人表示愿意投资超过10万卢布。仅有1/8的受访者
认为没有必要在自我教育上进行投资。
　　当被问及对哪些教育领域最感兴趣时，34%的
受访者首选能够促进全面智力发展的学科，如声

乐、外语和艺术等。心理学以30%位居第二，团队
合作技能以19%排在第三，体育活动则以9%的选择
率位列第四。
　　在实现自我发展的方式上，23%的受访者表示正
在阅读相关书籍，22%的人参加专业课程和培训，20%
的人表示正在接受一项专业领域的高等教育。
　　调查还发现，俄罗斯人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混合学
习方式。45%的受访者表示同时使用线上和线下的学
习资源。26%的人更倾向于线下学习，29%的人则完全
通过线上学习。
　　在年龄与学习的关系上，78%的受访者认为35岁
之后继续学习同样重要。其中，1/3的受访者认为在45
岁之前应该加强学习，1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60岁
之前保持学习，而27%的人则坚信学习永远不会晚。

超半数受访俄罗斯人新学年愿为自我教育花钱

  英国一只波斯猫（上图）创造了奇迹，成为第一
只完成“三峰挑战”的猫。
　　近日，31岁的杰西·彼得斯和34岁的丹·泰勒带
着他们7岁的宠物波斯猫路易斯，花了29个小时，成
功登上了斯卡费尔峰、本尼维斯山和斯诺登山。这
对夫妇表示，路易斯比他们准备得更充分，因为它习
惯每天步行10公里。路易斯喜欢冒险，有点像狗。
丹说：“也有其他的猫爬过山，但我们已经查过了，路
易斯是第一只爬过‘三峰’的猫。”
　　丹表示，自己和杰西喜欢户外旅行，所以有了带
上路易斯的想法。目前，这对夫妇正在为路易斯计
划一次新的冒险。

英国一只波斯猫

跟随主人完成“三峰挑战”

  据当地媒体近日报道，韩国部分科学家、种植户
以及泡菜制造企业认为，由于夏季气温上升，韩国白
菜面临质量下降、产量降低的不利状况。
　　报道称，用于制作泡菜的白菜适宜在较为凉爽
的环境下生长，最佳种植温度很少超过25℃。但研
究表明，气候变化导致韩国酷暑天增加，韩国未来夏
季环境可能不再利于白菜生长。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高寒地
区的白菜种植面积不及20年前的一半，即从8796公
顷减少至3995公顷。韩国农村振兴厅预测，未来25
年内，本国高寒地区白菜种植面积将大幅减少至44
公顷。预计到2090年左右，高寒地区将完全无法种
植白菜。
　　科学家认为，不仅是高温，无法预测的暴雨以及
猖獗的害虫也是白菜种植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虽
然韩国正在改良耐热、耐贮藏的品种，但有农民反
馈，改良后的品种不仅口感差，而且种植成本较高。
韩国海关近期的数据显示，由于白菜种植面积缩减，
截至7月，今年泡菜进口额达到1323亿韩元（约合人
民币7亿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酷暑天增加

韩国白菜种植面积锐减

  遭遇技术故障的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
船（左图）当地时间9月7日凌晨不载人返回地球。
美国宇航局（NASA）直播画面显示，“星际客
机”于当地时间9月6日18时04分左右脱离国际空间
站，启程返回地球。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星
际客机”顺利完成脱轨操作，随后再入地球大气
层。7日0时01分，“星际客机”降落在新墨西哥州
的白沙太空港地区。
  “星际客机”当地时间6月5日搭载美国宇航员
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升空，6月6日飞抵国际空间
站。这是“星际客机”首次载人试飞任务。飞船原
定6月14日脱离空间站返回地球，但因推进器故障和
氦气泄漏等问题，返航时间一再推迟。出于安全考
虑，NASA决定让“星际客机”9月6日脱离国际空
间站不载人返回地球，而两名宇航员将于明年2月改
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不载人返回地球

水水天天一一色色
  近日，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的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内，天
空湛蓝如洗，清澈的水面宛如明镜，将悠悠白云映照在水面
之上，呈现出一幅水天交融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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