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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臭氧层修复臭氧层 善待善待保护衣保护衣
董佳莹

⒉研发绿色替代技术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对
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基本上在科
学界和产业界已经达到了比较清
晰的认识，即通过替代手段和研
发 新 技 术 ， 来 尽 量 减 少 使 用
ODS。国家也通过绿色采购、绿
色产品认证鼓励支持臭氧友好替
代品，通过市场手段与政府管理
相结合的办法，把对臭氧层损害
的物质生产降到最低。”张志强
表示。

为加快推动相关产业的转型
升级，生态环境部颁发 《消耗臭
氧层物质替代品推荐名录》，采
用绿色环保制冷剂替代 CFCs 及

HCFCs；用泡沫灭火器代替哈龙
灭火器；对替代技术较为复杂的
甲基溴，推荐生物熏蒸、土壤有
机质补充、太阳能消毒、抗性品
种及嫁接技术、蒸汽消毒、无土
栽培、浮盘育苗法等防治方法。

国家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
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倡导
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
产生活方式，目前已在上千家企
业开展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推
动全行业技术进步和绿色转型升
级。比如格力无氟变频空调采用
了先进的R410A环保制冷剂，不
会破坏臭氧层，符合环保趋势，
刚一上市就深受用户喜爱，销量
猛增，既保护了臭氧层，也提升
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除大规模推广绿色低碳替代
技术外，我国先后发射了搭载紫
外臭氧探测仪的风云三号气象卫
星A、B、C星，用于探测大气臭
氧。张志强介绍，中国跟多个国
家均有合作，包括部长级的对话
机制、行业级的技术交流、市场
上的合作，还有能力建设层的培
训，通过这些合作，让大家共同
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生和
累积。

2017年，为庆祝 《蒙特利尔
议定书》缔结30周年，环境保护
部被臭氧秘书处授予“保护臭氧
层政策和实施领导奖”，表明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为保护臭氧
层、淘汰ODS作出的显著贡献的
高度肯定。

⒊提升公民环保意识

“修补”臭氧层空洞，还需唤醒全人类保
护臭氧层的意识，鼓励公众参与，推动形成
崇尚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

在今年的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到来之
际，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华里小学开
展“彩绘环保长卷 共同保护臭氧层”活
动，由老师为学生普及臭氧层保护知识，
组织学生在长卷上进行保护臭氧层主题的
绘画，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强环保意识。

参与臭氧层保护，公民责无旁贷。现
在很多消费者已有了这样的意识，在购买
电器时，主动选择带有“爱护臭氧层”或

“无氯氟化碳”标志的产品 （如气雾剂罐、
冰箱、灭火器等）。

张志强说：“对于一个公民来讲，第一
要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积极地去了解一些
关于臭氧层保护的科学知识；第二要减少
使用这些损害臭氧层的产品，比如含氟的
空调。对自己来讲，还要防止紫外线的过
量辐射，特别是要保护眼睛、保护皮肤，
避免皮肤癌和白内障。我们通过政府的力
量、个人的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
减少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

大家的努力已见成效。截至 2016 年，
南极平流层的抽样损耗量较 2005年已减少
20%。但是臭氧层的完全修复需要漫长的
过程，人类尚未完全掌握臭氧变化的机
制，未来还需要继续在全社会推行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题图：臭氧层保护着
地球上的生命免受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图
为福建惠安女抬船出海。林祖贤摄）

应对气候应对气候变化 民间力量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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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华里小学学生绘制保护臭氧层环保长卷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宣教活动在文山实验小学举行

海 关 打 击海 关 打 击““ 洋 垃洋 垃
圾圾””走私走私““蓝天蓝天20182018””专专
项行动取得成果项行动取得成果。。

国际臭氧层保护日，丽江一景区工作人员表演行为艺术，呼吁环保。国际臭氧层保护日，丽江一景区工作人员表演行为艺术，呼吁环保。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

科技进步一方面丰富了人
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对
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科学家们就发现，人们广泛使
用的冰箱、空调、电子产品、
灭火器材、泡沫塑料、发胶以
及杀虫剂等现代产品中，含有
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ODS）。

臭氧在大气平流层中是地
球的保护层，可以有效阻挡紫
外线中 UVB 对地球生物的伤
害，保护地球生态平衡。作为
地球的一层保护衣，臭氧层阻
碍了绝大部分的 UVB （户外
紫外线） 进入地球，对于防止
生物细胞病变具有重要的作
用。人们无节制地使用 ODS，
导致地球上空特别是南极地区
的臭氧层被破坏的情况十分严
重。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卫星数据显
示，2017年南极上空臭氧层空
洞约为2000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两个澳大利亚的面积。

同时，地表臭氧增加也会
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机动
尾气和其他工业生产排放出来
的挥发性有机物 （VOCs） 和
氮氧化物 （NOx），在阳光紫外线作用下会转化
成臭氧，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光化学污染，刺
激人体呼吸系统。VOCs和 NOx是臭氧的前体
物，也是导致大气氧化性增强、生成 PM2.5 二
次颗粒物的重要前体物。2017 年我国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数占全部重污染天数
的 90%，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占比达到了
7.5%，呈现上升趋势。

保护臭氧层任重道远。中国政府积极采取
一系列措施，同国际社会共同致力消除 ODS的
使用，使得地球的臭氧层损耗的趋势不断得到
抑制，并且出现逐步恢复的迹象。但由于这些
化学物质的存在期限为 50 年甚至 100 年以上，
因此大气的臭氧层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
恢复。

保护臭氧层当前还面临不少挑战。一方
面，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恪守对保护臭氧
层的相关国际议定书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们
要努力加强地方履约能力建设，发挥各部门和基
层政府的力量，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严格执行国
家发布的各项政策法规，对非法行动严厉打击。
充分调动行业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维护
和执行制度的坚实力量。

2018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
治，聚焦PM2.5，兼顾环境空气质量长远达标和
臭氧污染等需要长期治理的问题，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改善能源、交通、用地结构和强化区
域联防联控等措施，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打赢蓝天保卫战。

臭氧的治理和保护，既是一个科学的问
题，也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国际社会
的经验表明，治理环境问题，需要在政府治理
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引导各个
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才能逐步消除人类自身

的生产和生活对于生态环
境的破坏。

（作者系国家气候战
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

近年来，地球上极端气候事件频
发。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有政府
的倡导和引领，更有越来越多的社会
公益组织、企业及民众参与其中。

通过森林来实现间接减排，是目
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亿棵梭梭”项目由阿拉善 SEE 公
益机构于 2014 年发起。一棵成年梭
梭能固定 10 平方米荒漠，连片种植

能防风固沙，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将已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固
定下来，起到间接减排作用。自项目
开展以来，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响应。
人们可以通过线上募捐远程参与梭梭
种植，在“梭梭地图”中查看自己种下
的树的位置，还能参加“穿越贺兰山”、

“五一春种”等大型体验活动，实地参
与到种植活动中，身体力行地体会生

态环境保护的魅力。
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在

行动。“绿色供应链”项目是基于市
场的自发性行业减排行为。不同于以
往企业单兵作战，该项目首次以行业
联合的形式全面推行绿色供应链。截
至目前，参与企业已经增加到 90 家，
绿色采购标准扩充至 7 个产品品类，
从源头上尽力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对普通民众而言，影视电影宣传
片是了解气候变化、提高环保意识的
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和努力需要好的叙事表达，影
视片是目前传播面最广、受众最多的
科学普及和宣传渠道，可以生动记录
社会各层面实践绿色发展的足迹和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在日前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 （深圳） 国际气候影视大
会上，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
副司长雷小途阐释了影视与气候的关
联。90个国家及地区的民众积极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共递交 1113 部
作品，其中国外影片作品 932部，国
内影片作品181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学生参与到
气候传播实践中来，本届大会设置了
主题为“气候变化与我”的影片展映
板块，分别在学校和影院展映《逐冰
之旅》及多部优秀作品，旨在使公众理
解气候变化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影响，
唤起人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与
行动，让绿色理念于无形中传播。

在我们头顶上，
有一件可以吸收太
阳辐射、保护人类和
动植物免遭短波紫
外 线 伤 害 的 保 护
衣 ， 它 就 是 臭 氧
层。自 20世纪 80年
代南极上空臭氧空
洞出现后，国际社
会高度重视臭氧层
破坏问题，中国也
不例外，一直采取
行动修复和保护臭
氧层，打赢蓝天保
卫战。

⒈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随着冰箱、空调等家电需求增多，大
量产生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 的化学制
品被广泛使用。它们的排放对臭氧层造成
严重损耗，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
良性运转。有数据显示，臭氧空洞每增加
1%，人类患皮肤癌的几率就增加 4-6%，
失明人数增加 1-1.5 万人；臭氧层厚度减
少25%，大豆将减产20-25%。

ODS 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冰
箱、空调、电子产品、灭火器材，还应用
于烟草的膨胀剂、泡沫塑料、发胶以及杀
虫剂等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目前 ODS大

概是四种：全氯氟烃类，用来做制冷剂；
哈龙，是做灭火器的；四氯化碳，是做清
洗剂的；甲基溴，是做杀虫剂的。这些东
西到了高空以后，会和臭氧的氧原子产生
反应，不断破坏臭氧的构成，对臭氧层有
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综合部副主任
张志强对笔者说。

自1989年加入《关于保护臭氧层维也
纳公约》、1991 年加入 《关于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国内履约工作。首先
成立国家保护臭氧层领导小组，出台了

《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方
案》，制定了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

例》，先后实施 31个行业淘汰计划，关闭
相关生产线100多条。早在2010年，中国
就完全停止了全氯氟烃 （CFCs）、哈龙、
四氯化碳 （CTC）、甲基氯仿四大类 ODS
受控用途的生产和使用。

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
物质超过28万吨，约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
的一半以上。

今年 7月，生态环境部部署消耗臭氧
层物质执法专项行动，对全国重点行业企
业组织全面排查。据介绍，此次行动将对
涉嫌生产、销售 ODS 物质的企业 （个
人） 进行严肃查处，一旦发现任何中国境
内企业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 CFC-11，
都将依法坚决打击，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