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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气候变化威胁下，通过建模等科学研究手段，学习动植物强大的适

应力，可以逐渐解决干旱区的问题。同时有效的监控指标，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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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院士、国际工程技术协会（IETI）主席詹姆斯·克雷布

（James Crabbe）在第三节“科学、信仰与干旱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做主旨

发言，他介绍了其团队的几项研究成果，并指出通过建模及学习干旱区动植物超

强适应能力，各种问题是可以被逐步解决的。他的发言经本刊摘要整理如下。



其实我在各个领域都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尤其是在绿色领域。今天我想跟大家

聊聊干旱区，介绍一下我和团队的几项相关研究。通过我们的模型和学习干旱区

动植物适应性，加上国际合作和明智的策略与有效的管理，相信干旱区的问题是

可以被逐步解决的。

众所周知，目前海平面在上升，全球气温在上升，并且海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海水的酸化。如今世界各地每年的飓风和台风灾害都更多了，使得很多沿海地

区和岛屿国家备受威胁。



2019年 6月的一次会议上，全世界范围内的 21名科学家曾共同讨论珊瑚礁在

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我们签署了一个协议，但没有

任何后续，政策的落实与政策的制定本身一样重要。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干旱地区，

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40%以上，是一种复杂的、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其特征和动

态特性取决于气候、土壤和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100%的极度干旱地区都位于

发展中国家。



干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人口正受到气候变化的许多方面的威胁。我的工作有

一部分正是对生物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如何适应并进化的研究，利用生化调查和建

模分析可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缓解措施。以地质工程为例，它涉及到二氧化碳的

处理和太阳辐射的接收，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进行尝试，并到人烟罕至的地区去

进行初步实践。我们可以先尝试进行碳捕获，步骤如下（见下图）：1）海洋铁肥；

2）从化石燃料中捕获二氧化碳并储存起来；3）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加储存；

4）植树造林。



同时，我和同事也在思考运用海洋云层增量计划来实现这样的操作——从海洋

中提取的水来制造云层。当然，实施这项计划需要包含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比

如与各个大学合作。其中正在开展的一个项目，就位于极度干旱的撒哈拉地区。

撒哈拉地区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如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政治问题、人口问题，

由之造成的矛盾日趋严重。如何利用我们的模型，充分借助海洋的力量，解决这

些问题呢？在我们的模型里，对当地云层等的控制可以帮助撒哈拉地区降温及增

加降水。目前，撒哈拉地区较历史水平，高温更高，低温也更低，温差较大，但

降雨量有所增加，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混合使用这些策略，可以让当地的困境有

较大程度的改善。但单一的模型和工具是不够的，要结合其他工具。云层量 50%

的增加，其实不足以扭转整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做好

太阳辐射管理，来改善气候。

再说说中国，中国的干旱地区面积其实在 1980年到 2015年已经大了 8.3%，

主要是在西北地区，比如说青海和西藏地区。我在那里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调查。

模仿动植物间互利的合作模式，我们可以对这些干旱地区进行管理和维护。内蒙

古沙漠地区的肉苁蓉与寄生虫间基因序列混合及其水平基因转移的例子让我们

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极端生境下，动植物是如何生存和发展演化的。



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也不断在进化，正是

这些进化，使它们适应了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由于多方面的影响也

在不断变化，但不管环境变化有多大，植物都能不断地去适应并产生相应的进化。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植物是如何适应极端的生境，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环境的例

子。极度干旱地区及高海拔地区物种超强适应力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对其基因

序列及其适应机制的研究和调查，我们不难看出，植物随着时间推移实现的自身

基因调整，如改变开花时间等，展现出它们对于极端气候和环境的极强适应性。

这都是人类应该思考和学习的。

此外，在解决干旱地区土地退化、沙漠化、人口、水源等紧迫且棘手的问题时，

对重要指标的监控不可缺少的。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使命下，财政和货

币政策等经济方面的措施也是必不可缺的工具。中国政府在这一点做得就很成功，

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货币政策，结合科学技术，进行环境治理，如

大气和雾霾管理，对环境质量的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近

中国日报也发布了新的文章，提出要跨过国家主义，尤其是在这种非常重要的、

需要国际携手合作的领域， 需要让所有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政府精诚合作，

谋求一个更好的全球监管和领导机制，以确保人类可以在未来更好、更可持续地

发展。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前面有嘉宾提到我们需要

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有时候我们空有意识是不够的，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我们更需要携起手来，共同谋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共同打造美好的明天。

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