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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亚洲

执行概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亚洲大部分地区已观测到变暖趋势以及不断增加的气温极端事件（高可信度）。{24.3} 观测到的温

暖天数不断增加而寒冷天数不断减少，而且变暖趋势将持续至新的千年。亚洲平均降水量和极端降水的变化趋势表现出

很强的变化率，其增加和减少随着不同地区、不同季节而变化。

由于用水需求不断增加而同时水资源缺乏妥善管理，水资源短缺将成为该区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可信度）。{24.4.3} 在
亚洲， 庞大的人口数量、水资源区域和时间分布的不均使水资源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由于未来的降水预测在亚区域尺

度上的可信度很低，亚洲大部分地区未来可用淡水的预测也缺乏可信度。亚洲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增加和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而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威胁到水资源安全， 从而影响到未来亚洲人口的生存。综合管理水资源的策略将帮助

人类社会适应气候变化， 这些策略包括开发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生产率以及循环再利用水资源。

气候变化对亚洲地区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因地而异，然而许多地区粮食将会减产（中可信度）。{24.4.4} 这个减产

趋势显著地体现在大米的产量中。建立在一系列大气环流模式和未来排放情景预测方案的基础上，大部分的计算机模型

预测气温的升高将会造成水稻生长期缩短从而导致大米减产。许多地区的温度已经接近水稻生长可承受的极限。然而，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肥料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水稻和其他作物的产量损失。一些中亚地区可能会成为气候变暖的

受益者（由于生长期延长，冬季温度上升和冬雨量的略微增加， 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可能增加），而

其他中亚地区可能成为气候变暖的受害者（在土库曼斯坦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频发的旱灾将影响棉花产量，因灌溉而

导致用水量不断增加还会加剧土壤荒漠化）。由于二氧化碳浓度高一倍而导致的高温胁迫， 南亚印度-恒河平原大部分肥

沃而高产的小麦种植区可能遭受约 50% 的减产。海平面上升将淹没低地，对水稻种植区的影响尤为明显。许多可行的应

对策略被提出并有一些正在付诸实施，但能够说明其有效性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受近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许多地区的陆面系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包括植物物候、生长率，物种分布的变化以及冻

土退化； 而预测的21世纪气候变化将会进一步增加这些影响（高可信度）。{24.4.2} 北方树种可能将侵入无树木的北极植

被，而常青松柏则可能会侵入落叶松林。干旱半干旱地区可能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未来降水预测的不确定性将会使

预测更加困难。在亚洲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植被变化率会由于种子传播的生境破碎化而降低，而预期降水对热带低地

植被的影响目前还知之甚少。动物分布通过适宜生境，也将对气候变化做出直接和间接的响应。

亚洲海岸和海洋系统所承受的来自气候和非气候驱动的压力日益增加（高可信度）。{24.4.3} 这意味着海平面上升将很可

能导致沿海水位上升至极端水位。{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 3.7.6} 在亚洲的北极地区，海平面上升将和预期的冻土与

不冻季节长度的变化相互作用，从而加速海岸侵蚀（证据量中等，一致性高）。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除非移至内陆，否则

将逐渐灭绝，而海岸淡水沼泽和沼泽地将会因海平面上升而易受到海水入侵。近几十年里大量报道显示海水表面的高温

对珊瑚礁造成大面积损害，因此有足够的可信度预示21世纪气候变暖和海洋酸化将会加剧对珊瑚礁的损害。暖水性物种

往北扩张，预期会增加中纬度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高可信度），但如果温度的增加超过了这些物种的耐热极限，它们

的数量可能在热带地区减少（中可信度）。

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多重压力将与气候变化相互交织（高可信度）。{24.4-7} 气候变化会增加对自然资

源和环境的压力，从而对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在亚洲发展可持续城市， 更少使用依赖

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更多种植树木和绿色植物，可以产生多重协同效益，包括促进公众健康。

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健康、安全、生存和贫困的影响会日益增加，影响的类型与强度在亚洲范围内不尽相同（高可信度）。

{24.4.6} 亚洲地区更为频繁而强烈的热浪将会使弱势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暴雨的增加和气温的上升会增加腹泻

病、登革热和疟疾爆发的风险。旱涝灾害的增加会造成水稻的减产并导致食品价格上升和生活成本增加，从而加剧亚洲

部分乡村地区的贫困。

在许多地区尤其在亚洲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已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高可信度）。{24.8}
当务之急是提高降水预测的准确度，并由此提高供水预测的准确度。由于生物多样性资料的不完整和难收集，目前对于

亚洲地区生态系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在热带地区，主要的研究空白区包括气温对热带森林产生的固

碳效应的依存度，动植物的耐热性和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于作物和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目前对于气候变化和二氧化

碳升高的直接影响的相互作用还知之甚少。对城市居住区，尤其是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他们

的脆弱性和适应性需要更多的研究。更普遍的研究需要是发展合乎该区域最落后地区实际情况的低成本适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