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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韩国街头的“燃烧地球”装置 本版图片 GJ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4日公布关于福

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项目的综合评估报

告，称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这份

仓促出台的报告，被日本视为IAEA对排海

计划的认可。日媒透露，日本政府计划最早

8月开始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然而，IAEA报告并不能成为“护身符”和

“通行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强行排

放核污染水是以全世界人民的生命作为赌

注，这一行为将受到历史审判。

中国生态环境部回应
《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的话报道，有了IAEA评估报告，日本希望争

取国内和国际支持。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

最早8月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

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哪怕有很多国家反对排放，只要得到

IAEA的认可就没问题。”共同社称，这种看法

在日本政府内心已根深蒂固。

但现实并非如日本所愿。由于在核污染

水排海的正当性、净化装置的可靠性、监测方

案的完善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份未能

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的各方专家意

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的

报告一经出台，便引发广泛质疑。

继中国外交部发声表示遗憾后，中国生

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也作出回应。相关

负责人表示，已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的

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作出部署，发现异常将及

时预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

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那发表声明，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放射性废物关乎海洋环

境、渔业、民众健康以及子孙后代利益，具有

明显跨国界、跨代际影响，可能构成人为故意

向海洋排放核废物的国际先例，应寻求其他

处置方式。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直言，IAEA

报告是“未验证福岛核污水安全性的空壳报

告”。该党在首尔市中心举行近10万人参加

的“谴责福岛核污染水海洋排放泛国民大

会”，敦促韩国政府提出明确反对。

不同于民间的愤怒情绪，韩国总统室在

IAEA报告出台后并未发表官方立场。韩国

民众对此很是不满，斥责“部分韩国人也随波

逐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日本东京大学对亚洲和欧美10个国家

3000名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国民众普遍

对福岛食品的安全性表示忧虑。日本之外的

居民中，回答“很危险”和“有点危险”的超过

六成，其中韩国达93%，中国为87%。

可见，尽管日本对反对声浪置若罔闻，尽

管一些国家选择沉默，但这种为了本国私利

损害全人类利益的做法，说服不了国内外民

众，日本的一意孤行也只会让自己进一步失

信于国际社会。 本报记者 王若弦

日本拟最早8月排污入海
国际舆论谴责：会受历史审判

新华社上午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4日说，

法国持续数天的骚乱“高峰期”已过去，但在

未来几周仍需保持谨慎，政府将向受骚乱影

响的城市提供财政援助，加快重建。

马克龙当天接见受骚乱影响的市镇官员

时说，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秩序，政府将提出

“紧急法”草案，加快骚乱后的重建工作，将向

受骚乱影响的市镇提供财政援助。

他还表示，政府考虑加强社交网络监管，

“不排除在发生危机时切断社交网络的可能”。

据商业协会“法国企业运动组织”数据，

法国骚乱已致在法企业遭受超过10亿欧元

损失。参与骚乱者洗劫200家商店，破坏300

家银行网点和250家街边小铺。

骚乱还影响法国旅游业，外国游客计划

内的访法行程已取消20％至25％。

马克龙：法国骚乱“高峰期”已过
已造成超过10亿欧元商业损失

▲电风扇成为英国热销商品
▼意大利民众在喷泉旁消暑降温

连续打破高温纪录
世界多地正在遭遇热浪侵袭：在北美，

美国南部连续几周受高温炙烤，4日全国有

5700万人暴露在危险高温下，墨西哥高温

超过45℃，3月起已有至少112人死亡；在

北非，局地最高气温接近50℃；在欧洲，英

国刚刚告别有史以来最热6月；在亚洲，中

国被热浪笼罩；高温甚至没有放过正处于

冬季的南极洲，该洲阿根廷群岛一座科考

站最近记录到8.7℃气温，打破当地7月最

高纪录。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数据显示，7月3

日是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全球最热一天，地

球平均气温首次超过17℃，达到17.01℃。此

前最高纪录出现在2016年8月14日和2022

年7月24日，均为16.92℃。

然而仅过一天，纪录就被再次打破：4日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17.18℃，成为有记录以来

地球最热一天。

英国伦敦格兰瑟姆研究所气候科学家

切皮解释，全球平均气温由一个使用气象

站、船只、海洋浮标和卫星数据的模型计算

得出，从1979年开始估计每日平均温度。

数据显示，一年中全球每日平均气温在

12℃上下至略低于17℃之间波动。1979年

至2000年期间，7月初全球平均气温为

16.2℃。

罪魁祸首厄尔尼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球学家罗

德表示，极端高温是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天

气模式的结果。

世界气象组织4日发布报告确认，热带

太平洋地区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

预计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在

2023至2027年这5年内至少有一年打破

2016年创下的高温纪录的概率达到98%。

该组织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在2023年下

半年持续的可能性达到90%，预计强度“至

少为中等”。

厄尔尼诺是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

中部海水的大范围持续异常增暖现象，平均

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至12个月，

往往会带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厄尔

尼诺将大大增加打破全球高温纪录的可能。

全球亟须共同应对
厄尔尼诺现象及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带

来的还不只是高温，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

重的野火季，巴拿马运河遭受70多年来最严

重的干旱，北冰洋或将提前出现“无冰之夏”。

更揪心的是，这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恰好

“接棒”已持续3年、刚刚消退的拉尼娜现象，

也就是俗称的“反厄尔尼诺”现象。气象专

家指出，从拉尼娜转变到厄尔尼诺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接下来还将出现怎样的恶劣天气？人

类又该如何应对愈发加剧的“水深火热”？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控制碳排放量、控

制气温升高以外，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

气，各国政府及全人类都必须有所准备，建

立备灾和应对机制是当务之急。

毫无疑问，应对全球极端天气灾害绝不

是单个国家的事。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张军所指出的，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

在巨大差异，背后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

此，要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险传导，最根本

的办法是从发展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

发展鸿沟，提高气候韧性和应对能力。

极端天气已多次敲响警钟，全球共同应

对的号角也该吹响了。 本报记者 王佳烨

本月4日：地球最热一天
厄尔尼诺七年后卷土重来 高温纪录刚过一天又刷新

感觉今夏异常酷热？
地球也这么觉得。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宣布，7月3日和4
日连续两天创下有记录以
来地球平均气温最高纪录。
全球多地正处于“烧

烤”模式，罪魁祸首正是卷
土重来的厄尔尼诺。世界
气象组织4日宣布，热带太
平洋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
尼诺条件，可能导致气温飙
升以及极端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