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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爆发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表日期：2005-03-30 点击次数：387

 

“地球上每年大约有50多次规模不等的火山爆发,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

南极村南极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刘嘉麒院士在考察南极地区的火山和地质后指

出。刘嘉麒院士同时强调这个结论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刘嘉麒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知名的火山地质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专家。他多次参加我国南极、北极等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足迹遍及天涯。在谈到本次南极

科考时,作为本次科考首席科学家的刘院士兴奋地说:本次南极科考跨纬度30度,除我国南极长城

站以外，还到达其他四个国家的南极科考站和十几个南极地区的小岛，采集了有关的样品,为进

一步研究南极地区的地质演化、地壳运动和气候环境的变化获得了较多的信息和依据。    

在谈到南极地区的火山活动与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时,刘嘉麒院士介绍说：南极大陆是个古

老的大陆,又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和气候最冷最干的大陆。南极地区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

年代初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每次爆发时会产生几十万吨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物

质，说明南极地区的休眠火山已进入了活动期。 刘嘉麒院士强调：火山爆发和地壳运动是星球

有生命的一种表现,目前在浩瀚的银河系中还只发现地球和木星的卫星(木卫1号)有这种大规模的

火山和地壳运动。而在地球上，每年大约就有50多次规模不等的火山爆发。刘嘉麒院士指出火山

爆发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刘院士坦言：自然界还有许多事物未被人类发现和认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亦不可避免地

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尤其是手段、方法、工具和人类本身认知能力的限制。我国的极地科学

考察还任重道远,尤其是受交通工具的条件限制,日前还无法在南极更广阔的区域和半径上进行科

考。如果有哪一天南极地区的某个山峰或岛屿以中国探险家或科学家的名字命名,那将是一件令

国人骄傲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极地科研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在南极、北极这些极地科学的

研究和考察中,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得很快。极地科考可以说是强国的象征。”在谈到人类极

地科考和研究时，刘嘉麒院士补充说：我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事业是从二十年前中国南极长城站的

建立而揭开新的篇章,这是强国之举。目前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在南极设立科考站。《南极条

约》中规定各国不能对南极地区有资源和领土要求,但南极条约是有时限的。目前世界各国正加

紧南极战略。因为南极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生物资源和淡水资源等成了世界各国向外拓展生

存空间的重要选择。南极洲是世界第五大洲，占有全球70%的淡水资源，但因南极和北极所特有

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环境,人类在极地地区从事科学考察研究要比其他地区艰难和危险得多,代价也

更大。刘院士指出：我国的极地科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已经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有些科研成果

还走在世界前列。 (引自南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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