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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科技大观R

本版责编：于景浩 陈一鸣 韩晓明

电子秤准不准？水电燃气表为何偶尔会跑出个

“巨额数字”？开车时导航何以能实时定位？日常生活

的许多方面其实都与计量有关。5 月 20 日是“世界计

量日”，计量如空气，不被感知，却时刻在人们身边。

计量是指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在

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度量衡”。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现代计量已发展成覆盖长度、热学、力学、电磁

学、无线电、时间频率、电离辐射、光学、声学、化学等十

大类的独立学科，计量的定义也拓展到测量的科学及

其应用。

计量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迅猛发展，同时又

支撑了工业生产的持续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温

度和力值的测量推动了蒸汽机的研发，蒸汽机的应用

又加快了对温度和压力测量的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电学指标的测量加速了对

电特性的研究，电工仪表从简陋的电磁指示装置，改进

为完善的高精度电特性仪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

多领域，掀起了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在其推动下，计量

朝着极大、极小、极高和极低的高精度发展，促进了纳

米技术、航天技术等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原子能、半

导体、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计量的宏

观实物基准逐步向量子基准过渡，遥感技术、智能技

术、在线检测技术相继取得了新突破。可以说，计量的

每一次飞跃，都给科学技术创新、科学仪器进步和相关

领域测量的拓展带来巨大推动力量。

2018 年，第二十六届国际计量大会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订国际单位制（SI）”的决议，计量单位制和计量

基准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根据决议，SI 基本单位中的

千克、安培、开尔文和摩尔，分别改由量子计量技术支

撑的常数定义。以千克为例，此前一个多世纪，1 千克

等于国际计量局保存的国际千克原器“大 K”的质量。

一旦“大 K”的实物质量发生变化，那么单位千克也会

发生变动，并波及一系列相关单位。这些变动“牵一发

而动全身”，各行各业都将不得不重新检视已有的标

准，而常数定义方式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就像 1967
年用原子的特性修订了时间单位“秒”的定义，使人类

今天拥有了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技术一样，4 个基本单

位的重新定义将对科学、技术、贸易、健康、环境等领域

产生深远影响。

科技发展，计量先行。计量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先导和保障，也是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础。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测量守护健康”。在医

疗卫生领域，小到身体检查和药物服用剂量的确定，大到疫苗开发过程中对复

杂蛋白和 RNA分子的准确识别和测量，医学计量都是确保医疗设备准确可靠

的必要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计量为大气、水质、土壤、辐射环境等污染的监

测治理提供支撑，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火眼金睛”。在食品安全领域，无公害食

品需要在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等各环节，对有害物质进行精准计量检测，才能

满足公众对饮食健康的期待。未来，计量还有望推动我国生物医药领域数字诊

疗装备国产化、高端化、品牌化，引领和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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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环境污染
等影响，海洋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
坏。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
正加大力度实现对海洋的综合治理，
推进全球海洋保护议程。

联合国日前发布了第二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报告，对

近年来全球海洋生态恶化表示忧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持续对海

洋造成危害。他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听从科学家发出的

警告，采取积极行动，共同保护海洋，实现可持续发展。

海洋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报告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视角全

面评价全球海洋的整体状况。2015 年，联合国发布了第

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报告，指出海洋面临海水温度升

高、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问题，并对环境和社会经济

产生广泛影响。

来自全球的 300 多位科学家参与了本次报告撰写。

报告指出，过去 50 年间，全球低氧海域的面积增加了两

倍，近 90%的红树林、海草和湿地植物，以及超过 30%的

海鸟面临灭绝威胁，削弱了海洋对全球气候的调节作

用。全球海洋中含氧量极低的“死水区”数量从 2008 年

的 400 多个，增加到 2019 年的近 700 个。过度捕捞造成

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889 亿美元。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也重申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

意义。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海洋、我们的气候和

天气”，旨在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海洋、气候和天气

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海洋占据地

表面积的 70%以上，影响着世界的气候和天气，并支撑着

全球的经济和粮食安全。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海洋热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

平，海洋酸化有增无减，这一变化的影响将持续数百年。

全球有近 40%的人口生活在距海岸 100 公里的区域内，

因此迫切需要改进综合灾害预警系统，保护人们免受海

浪、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等多种灾害影响。”世界气象组

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说。

各国综合施策加强治理

面对海洋环境不断遭受污染破坏的现状，世界各国

尤其是沿海国家正在采取行动，综合治理、保护海洋。报

告指出，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设立海洋保护区、限制海

洋捕捞等措施有助于海洋环境的改善，地区海洋监测项

目 不 断 扩 大 ，国 际 协 调 和 融 合 持 续 加 深 ，产 生 了 积 极

作用。

作为低地国家，荷兰此前一直通过填海扩大陆地面

积。近年来，荷兰将维持海洋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

性、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出台多项法

律法规、政策指引。以对北海海域的开发保护为例，荷兰

制定了 2050 年北海空间议程，涉及保护生态、实现海上

能源转型、综合开发和利用等五大议题。目前荷兰沿海

地区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持续增加，一些地方实现退耕还

水，以更好保护海洋生态。

南非政府于 2019 年颁布了《海洋空间规划法》，以法

律的形式规范对海洋资源的监控、开发和保护，促进海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南非同时大力拓展海洋保护区数量

及面积，目前划定了 42个海洋保护区，占该国沿海海域比

例从 2016年的 0.43%提高到了 2020年的 5%。海洋保护区

为鱼类产卵提供了“避风港”，对生态敏感和濒危海洋物种

及其栖息地进行保护，并为海鸟、鲨鱼、海龟等动物迁徙提

供生态走廊。按照南非政府的规划，未来至少 25%的沿海

海域将被纳入海洋保护区内，其中 15%为严格禁渔区。

加勒比岛国牙买加管辖的海洋面积是其陆地面积的

24 倍，该国计划到 2025 年实现管辖范围内 100%海洋区

域的可持续管理。牙买加还制定了 2030 年愿景，倡导可

持续管理和利用环境资源，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多个机构

组成的国家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委员会。从 2019 年开

始，牙买加分阶段禁止进口、制造、分销和使用特定种类

的塑料制品，并加大回收、重复使用和减少塑料制品的力

度，以减少海洋塑料垃圾。

国际合作需进一步强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海洋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支撑全球气候稳定，事关人类福祉。当前，海洋

环境退化加剧，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等产生了负

面影响。到 2050 年，预计全球人口将达到 90 亿，会对海

洋生态系统产生更大压力。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调

整应对策略，以科学为基础制定相关政策。

科学家建议，各国应加强协调与合作，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海洋保护能力建设，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建设多学科

支撑的海洋检测系统。以过度捕捞为例，如果各国制定

并落实适当的保护政策，大约 10 年时间，半数过度捕捞

海域可以恢复至健康状态，到本世纪中叶，98%的过度捕

捞区域可以成功恢复。

为加大对海洋科学的研究、推动海洋保护领域的国

际合作，联合国将 2021 年至 2030 年确定为“联合国海洋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并经联合国大会授权，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成立“政府间海洋科学委员会”，

协调海洋科学研究进程，推动国际相关科研领域合作，支

持相关国家应用海洋科学进行海洋环境保护及可持续

发展。

今年 4 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及

30 个国家共同发起“全球垃圾治理伙伴关系项目”，携手

解决海洋垃圾问题。该项目覆盖亚洲、非洲的多个海

域。各方将通力合作，在加强技术援助和培训的同时协

调伙伴国之间的交流。国际海事组织还呼吁遵守相关国

际公约，比如禁止从船舶上向海洋丢弃塑料制品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珊瑚礁倡议组织近日共同

启动了一项捐赠计划，向保护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三种

海洋栖息地的项目提供资金援助，侧重于“对脆弱的海洋

和沿海生态系统进行可持续管理和保护”，并特别设立面

向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项目，支持

这些国家采取科学的海洋保护政策。目前，肯尼亚红树

林生态系统的融资项目、中美洲修复遭飓风破坏的珊瑚

礁项目等 5 个项目得到了资金支持。

中国一直积极履行保护海洋承诺，参与海洋保护国

际合作，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已同葡萄牙、欧

盟、塞舌尔等建立蓝色伙伴关系，在蓝色经济、海洋环境

保护、防灾减灾、海洋科技等领域加强协调和协作，共同

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中国还在“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自主海洋环境安全保障

技术，在海洋观测和监测、海洋环境预报、海洋生态保护

等方面提供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本报布鲁塞尔、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北京 5月
20日电）

联合国对近年来全球海洋生态恶化表示忧虑，呼吁——

共同保护海洋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张朋辉 朱东君 吕 强 谢亚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