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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9 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

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

（以下简称报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报

告以最新数据、详实证据和多元方法，提供了

对全球和主要区域气候变化自然科学的最新

认识，进一步确认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

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强调要重视并发极端事

件和复合型事件，努力实现净零碳排放。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

和”郑重承诺，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国

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展现了我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报告的结论，将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提

供重要科学基础。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劲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构成的严峻挑战和现实威胁，努力

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

全球气候变化前所
未有，未来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会更频繁

IPCC 评估报告汇集了全球最新的气候

变化科研成果，已成为国际社会开展全球气

候治理、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最重要的科

学基础，也是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的主要科学依据。纵观报告，以下结

论值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重视。

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 50年是过去 2000年

以来最暖的 50年；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达

410ppm（ppm 为浓度单位，即每百万个干空气

气体分子中所含该种气体分子数），高于 200万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2011 年至 2020 年全球地

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 1.09摄氏度，其

中约 1.07摄氏度的增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

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将比工

业革命前上升 1.0 摄氏度至 5.7 摄氏度。未来

20 年 ，全 球 温 升 将 达 到 或 超 过 1.5 摄 氏 度 。

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进行全球范围二氧化碳和

其他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温升将在本世纪

内低于 2 摄氏度。

全球许多区域出现并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复合型事件的概率将

增加。同时发生极端事件的情况会更加频繁，例如高温热浪及干旱并

发，极端海平面和强降水叠加造成复合型洪涝事件加剧。

未来温升由历史累积和未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共同决定，实现净零

碳排放将有助于控制温升。要将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

平，需要限制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并至少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在

低排放情景中，实现将温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目标，需在 2050 年之后

实现净零排放；而实现将温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目标，则需要在

2050 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并在之后采取强有力的负排放措施。

展现了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评估领
域取得的新进展

报告展现了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评估领域取得的新进展。

对气候变化的程度、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报告首次采用多种

证据综合评估未来全球地表温度、海温和海平面高度的变化，表明全球

气候正经历着前所未有变化。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深刻影响，已从

大气圈扩展到海洋、冰冻圈和陆地生物圈的众多气候变量。

报告设立了单章评估极端事件，设立了两章评估区域气候变化特

征，涵盖了全球每一个人类居住区，首次创新性地定义了七大类（冷热、

干湿、风、雪冰、沿海、海洋、其他）共 35 个气候影响因子，评估影响社会

或生态系统某一要素的自然气候系统变化，为国家到次国家尺度的灾

害风险管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气候信息。

进一步确认了全球碳排放空间。报告对未来碳排放空间的计算方

法，比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有了进一步改进。再次确认了全球温升

与累积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准线性关系，认为这种准线性关

系在 2050 年前是高信度的。评估认为，每一万亿吨的累积二氧化碳排

放，将造成全球地表温度升高 0.27 摄氏度至 0.63 摄氏度，最佳估计值为

0.45 摄氏度。

报告认为，在 50%的概率下，控制在 1.5 摄氏度温升水平时，全球碳

排放空间为 5000 亿吨二氧化碳；控制在 2 摄氏度温升水平时，全球碳排

放空间为 13500 亿吨二氧化碳。

加强极端灾害防御，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是 IPCC 评估报告的重要贡献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从 1990 年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起，我国科学家就开始参与，历次

评估报告编写我国从未缺席，参与编写作者从第一次评估报告的 9 位

增加至第六次评估报告的 61 位，并且连续 4 届担任第一工作组联合主

席，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近年来，我国对海洋、水文、生态、冰冻圈的

观测和科学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我国全面参与 IPCC 气候变化

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支撑。评估报告里我国科学家的文献引用率不断

上升，我国的气候模式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气象局作为 IPCC 的国内牵头组织部门，在 IPCC 评估报告框

架的制定、组织推荐中国优秀科学家以及发挥全国各部门力量参与报

告编写、组织对报告的政府评审、组织代表团参加 IPCC 会议等方面，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通过 IPCC 平台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

科学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IPCC 评估报告的结论，可以为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提

供借鉴和参考。

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报告给出的东亚、青藏高原和中亚东部区域

气候变化特征是认识我国气候变化的重要信息，提出的气候影响因子等

指标方法可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进一步应用，有助于降低极端事件风

险，防范极端气象灾害。需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事件多发

的风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极端气象灾害。加强对未来可能的较高

温升水平下农业和健康等领域的风险评估，及时制定和调整适应策略。

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报告指出实现将温升控制在 1.5摄氏度或 2摄

氏度以内目标，需在 2050年左右或之后实现净零排放，与此同时也要减少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我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是全经济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的碳中和，除二氧化碳外，还包括甲烷、氢氟化碳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这与《巴黎协定》的目标和 IPCC 报告评估结论是一致的，既展现了我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践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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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精诚，医者仁心。李桓英将毕生

心血倾注于麻风病防治事业，可歌可泣，

令人景仰。

大爱成就大医。李桓英数十年如一

日，默默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用生命诠

释了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推动了全球麻

风病防治的进程，成为积极响应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者。

医者大爱，源于对祖国的热爱。新中

国成立不久，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李桓英

主动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

怀抱，将事业的根牢牢扎在祖国大地上，

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解除了麻风病

患者的疾苦，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

的情怀。

医者大爱，源于对生命的敬畏。李桓

英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时刻把患

者的冷暖放在心头的公共卫生专家。面

对麻风病人，她深怀悲悯之心，主动接触

病人，消除社会歧视，树立了用科学战胜

疾病的信心。她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不

断优化治疗方案，使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

重获新生，彰显了用大爱护佑苍生的医者

仁心。

医 者 大 爱 ，源 于 对 人 类 共 同 命 运 的

关切。麻风病是一种全球流行的传染病，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疾病无国

界，大爱无疆界。李桓英感恩社会、从无

私心，不仅把国外的先进医学知识带回祖

国，更把中国麻风病防治方案贡献给世

界。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

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为人

类早日消灭麻风作出积极贡献，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

精神。

大医精诚 医者仁心
子 枫

8 月 17 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

了 100 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

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

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

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

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

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

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

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

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
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
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 桓 英 ，1921 年 8 月 17 日 出 生 于 北

京。 1945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

院。1946 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

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 7 年

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

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

织的好评。

1957 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

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

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

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

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

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

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

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

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

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

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

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 1958 年从莫斯

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 37 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

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

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

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

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

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 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

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

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

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 6 个国家的麻

风病中心。

1980 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

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

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

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

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

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

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

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

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
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
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 风 病 是 人 类 最 古 老 的 传 染 病 之

一。20 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

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 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

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

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

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

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

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

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

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

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

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

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

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

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

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

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

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

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

远地区。云贵川 3 省 7 个地州 59 县，每一

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 1990 年 4 月

17 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

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

“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

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

的 11 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

为 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

发率小于 1%的标准。

1994 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

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 年，

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

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

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

疗行动”。2016 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

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
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
劳都不能取代的”

20 世纪 70 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

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

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

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

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

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

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在

日常诊疗中，她总是用微笑告诉人们：麻

风病人不可怕。每当遇到穷困家庭的患

者，李桓英总是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捐钱捐物，从不吝惜。

2007 年 3 月，一名来自河南的麻风病

患者前来就诊。经了解，这家人中竟有 5
名新发麻风病患者，平时以捡拾垃圾为

生。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脚部感染，又着急

又心疼。她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 1000 元

钱，作为患者的生活补助。

2009 年 5 月，一名年仅 24 岁的男性患

者前来就诊，当时他手部已感染，发生了

隐匿骨髓炎，需要手术。李桓英说：“患者

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随

后，她联系了医院骨科主任会诊。由于患

者有绿脓杆菌，李桓英又亲自帮忙联系，

找到了能做手术的机构和医生。很快，患

者接受了扩创及死骨摘除术，大大提高了

生活质量。

1993 年 ，云 南 省 文 山 县 有 一 名 高 三

女 学 生 ，临 近 高 考 前 被 诊 断 为 麻 风 病 。

此 时 ，李 桓 英 正 好 来 到 文 山 ，立 即 仔 细

为她检查，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

风 ，就 像 得 了 一 块 皮 肤 癣 ，只 要 联 合 化

疗 一 周 ，就 失 去 传 染 性 了 ，你 可 以 边 学

习 边 治 疗 ，最 多 两 年 就 能 治 好 ！”后 来 ，

这 名 女 学 生 考 上 了 大 学 ，并 成 为 一 名

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

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

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
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
我最重要的心愿”

2016 年 12 月 27 日，是李桓英一生中

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 95 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

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

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

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

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 ，她 终 于 梦 想 成 真 ，光 荣 地 成 为 一 名

党员。

信 仰 的 力 量 是 无 穷 的 。 李 桓 英 说 ：

“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

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

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

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

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

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

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

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

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

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

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

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

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

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

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

然在奋力前行……

用大爱护佑天下苍生
——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李桓英（左一）在麻风村调研。 北京友谊医院供图（新华社发）

■短评R

1975 年出生的王远平是山东省日照

市 东 港 区 三 庄 镇 西 王 家 村 的 乡 村 医 生 。

他年少时曾患强直性脊柱炎，立志成为一

名医生。11 年来，他始终坚守在深山里，

为百姓看病。上图：8 月 15 日，王远平给村

民测量血压。右图：王远平叮嘱村民注意

饮食。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坚守深山
行医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