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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海洋浮游生物爆发导致云量增加

[ 作者 ] 宜乐 

[ 单位 ] 腾讯科技 

[ 摘要 ] 腾讯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称研究全球大气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新现象，即海洋浮游生物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可以

影响那些可以将阳光反射走的云层的形成。云量与生物圈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发现源于科学家们为解释太平洋中一处浮游生物大规模爆发的

区域上空云量增加的原因所做的努力。基于卫星数据，科学家们推断，一种由浮游生物释放出的化学胶质被氧化所产生的能够在空中传播

的微粒使云量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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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称研究全球大气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新现象，即海洋浮游生物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可以影

响那些可以将阳光反射走的云层的形成。  云量与生物圈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发现源于科学家们为解释太平洋中一处浮游生物大规模爆发的

区域上空云量增加的原因所做的努力。基于卫星数据，科学家们推断，一种由浮游生物释放出的化学胶质被氧化所产生的能够在空中传播

的微粒使云量加倍。科学家们在南美东部海岸附近大片海域上空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利用合成数字模型，科学家们发现由于云量的增加导

致阳光吸收量减少的程度可以与全球其它高污染地区的情况相当。如果实地研究能够证实这一推断的话，这种云量与生物活动之间的联系

将为全球气候模型增加一个关键的因素。许多环境学家相信，云量的增加可以通过减少地球对阳光的吸收来部分地平衡全球变暖的效果。

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地球与大气科学学院的助理教授内内斯称，“与这一项研究类似的其它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们重新选择理解生物圈

与云量和大气的互动情况的方法。现在的气候模型中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预测云层如何对粒子水平的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我们现

在可以看到海洋生物对海洋云量有关十分强烈的影响。” 研究人员以前曾提出一种理论，由浮游生物释放出的二甲基硫（DMS）能够通

过硫化物微粒数量的增加影响云层的形成。硫化物微粒可以吸收湿气并形成云层中的小水滴。在被氧化后，胶质通过增加微粒数量及规模

来增强二甲基硫的作用，帮助他们吸附更多的湿气。内内斯称，科学家们以前就曾考虑到过胶质对大气颗粒物质具有重要影响，但只是就

陆地植物而言。研究人员发现浮游生物与云量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是十分偶然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物理与数学科学学院的助理教授梅斯克希

泽回忆说，“当我在看卫星图片时，我注意到在浮游生物大量爆发水域上空的云层特点与远离爆发水域云层特点有明显不同。” 正常情

况下，太平洋地区很少出现上述成云粒子。胶质因此成为云量增加的重要因素并可以来解释该地区云量变化的原因。内内斯解释说，“如

果胶质被氧化导致大量微粒形成，你会突然发现有许多成云小水滴出现，它们会在图片上显得更亮。除了显得更亮外，云层还会有少许的

下沉。总之，这就是成云的过程并向太空反射走更多的阳光。” 研究人员估计浮游生物释放的胶质导致的能量吸收减少率为大约每平方

米15瓦。内内斯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你正常情况下只会预计只有几瓦的变化。” 太平洋地区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地点，因为它是

一个很大的未被污染的地区，而且在浮游生物大爆发出现时的季节内还有相对稳定的温度与气象条件。内内斯解释称，“这似乎是全球中

少有的真正由生物界掌管的地区之一。正在这种条件让我们有条件发现生物界对云层形成的强烈影响。” 内内斯指出，下一步他们要在

全球其它类似地区对这一发现进行验证。“许多地区生物活动很强烈，我们将到更多地方看一下这种现象是否分布很广。” 内内斯和梅

斯克希泽利用卫星观测资料评估了海洋中叶绿素的数量、胶质的释放及其与云层形成的关系。但是，在将这种新机制加入到全球气候模型

之前，它还需要经过实地研究的检验。大气学家相信，增加的云量挡住了阳光，现在已经部分地抵销了全球变暖的效果。海洋生物对云层

形成的作用因此成为监控全球气候情况的主要因素，内内斯和梅斯克希泽确定的机制意义更为重大。内内斯指出，这种效果需要深入的理

解，因为任何能够改变全球云量的因素都可以戏剧性地改变温室气体对我们大气变化的作用。梅斯克希泽指出，“这种机制说明我们还有

许多需要探索的东西以更好地理解自然界中微妙的平衡。这需要多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共同努力以确定这种胶质的化学成分，估算海洋

中释放出来的各种潜在的重要气体的数量，更好地评估有机物对云层水气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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