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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日本的《朝日新闻》网站报道，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美国航天局对地观测卫星 Terra 提供的相

关数据，计算出了云层平均高度的变化，发现地球上空的云层高度从 2000 年起，在 10 年间下降了 30 米至 40 米，相当于

下降了约 1%。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是否意味着 1000 年后，天空就彻底塌下来了？难道杞人忧天的现代版真的要上演了？

天空只是“幻象”

永远塌不下来

云层却可能下降，有时已经在我们脚下了

报道称， 奥克兰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 2000 年 3 月

至 2010年 2月间全球云层高度的变化。 根据卫星 Terra

的多角度成像光谱仪拍摄数据显示，全球云层正逐渐下

降，在太平洋中部及印尼地区更为明显。 看了消息，网友

们议论纷纷，看来“杞人”的担忧真不是空穴来风，说不

定哪天，天空真的会塌下来。

记者随即咨询了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余志豪。

听了记者的疑问，余志豪笑着表示，天空是一个无边无

际的广大空间，我们平常看见的蓝色的天空，其实是大

气分子、冰晶、水滴等和阳光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阳光进

入无色的大气时，波长短的紫、蓝、青色光，碰到大气分

子、冰晶、水滴等时，很容易就发生了散射现象。 被散射

的紫、蓝、青色光布满天空，使天空呈现一片蔚蓝，这就

使得无形的广阔的宇宙， 在我们面前变成了美丽的天

空。

“因此，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象’，真正的

天空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无论是站在最高的喜马拉

雅山上，还是最低的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和天空的距离

一样都是很遥远的，所谓的世界最高和世界最低，在天

空面前，这种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了。 人们常说在高山上，

会发现天空澄净，看起来离我们特别近，这只是一种诗

意的描述。所以，‘杞人’的担忧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天不

会降低，但是正如报道中所说，云层确实是会降低的。 事

实上，当我们登上黄山山顶俯视时，我们就能看见漫无

边际的云海，所以，有时云层高度已经在我们之下了。 ”

余志豪说。

云层高度下降

是如何算出来的？

一种观点：以云底为基准进行的计算

另一种观点：无须定点，测量海平面到高云云顶高

度的距离

余志豪教授告诉记者：“云的形成是因为空气潮湿，

达到了凝结的程度。 在空气中密布着无数水汽，这和我

们平时水烧开时冒出的液态水汽不同， 它是完全气态

的，看不见的。 当水汽达到 90%，甚至 100%时，就凝结成

水滴，而当水滴达到一定大小时，就变成了云滴，云滴又

形成了云。 研究中的云层高度应该指的是云底高度，因

为气流不断上升、冷却，冷却到一定程度时，云滴也上升

到了一定的高度。 大小云滴在升降过程中不断碰撞、合

并，直到上升气流托不住它，但这时，起码也有几百米高

了。 因此云底高度最少也在几百米之上。 ”

天空中的云可以分成三种：高云、中云和低云。 高云

分布在对流层最高的区域，在这样高度的云一方面凝结

量有限，另一方面，云中都是小冰晶，因此透光性很好。

“高云一般只出现在晴朗的好天气，看上去像薄薄的纱。

而高云的云底高度一般在 8000米到 10000米以上。 ”

第二种是中云，中云是由微小水滴、过冷水滴或者

冰晶、雪晶混合而组成的。“我们平时经常会看见一块块

瓦片似的云，这就是中云了，中云的云底高度大约在四

五千米。 ”余志豪说。

第三种云是低云，低云多由水滴组成，有些则是由

水滴、 冰晶等混合组成。 大部分低云都可能产生降水。

“我们平常听到有人说大厦被云遮住了， 这些云就是低

云。 研究中的云层高度降低应该是指云底高度的降低，

因为即便是低云， 有时它的云顶可能会达到高云的高

度， 所以， 应该是以云底为基准进行的测算。 ”余志豪

说。

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院长闵锦忠对云层

高度降低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目前，关于云层高度的

研究并不多，应该说云层高度对我们平常的气象研究意

义并不重大。 ”闵锦忠认为，研究中的云层高度变化实际

上应该是云顶高度的变化。 而对于云顶高度的测量也不

需要在地球上找一个固定的观测点，“这和地平线没有

关系。 对于对地观测卫星来说，大气层的厚度是一样的，

测量的是从海平面到云顶高度之间的距离。 而得出 10

年间下降 30 米至 40 米，应该是高云云顶高度平均值的

测量，实际上，对地卫星只能观测到高云。 ”

1 0 0 0 年后，

人类过起

云上的日子？

云层究竟

为什么会下降？

一种观点：说明低云所占比

例大，或者仅以低云为基准

测算

另一种观点： 暂时无法得

知，需要进一步分析数据

余志豪指出，云底高度

降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

点：第一，地球上的云并不

是平均分布的，有的地方云

层密布，有的地方则是大片

的空隙。 所以，应该是在某

一个固定地点进行观测，然

后取平均值。“云底高度降

低说明低云在所有云中所

占的比例偏大，这就像测量

一群小朋友的身高，如果矮

个子小朋友所占的比例大，

那么平均身高自然就比较

矮了。 其实低云的比例大，

可能也解释了目前全球变

暖、极端天气状况增多的现

象，说明狂风暴雨的天气比

以前多了。 第二个原因，可

能是研究者只计算了最低

云层高度，即低云的云底高

度。同时，闵锦忠表示，云层

下降的原因还不太清楚，可

能需要进一步分析数据。

云“塌”下来真的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

一种观点：恰恰相反，云把地球裹得很严实，不易散热

另一种观点：有可能，云层下降，原来的位置已经没有云阻挡热量释放了

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中，

研究者称云层下降的话， 地球上的热

量更加容易逸散到宇宙空间， 有可能

会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 如果真

是这样，云“塌”下来也是有好处的。

闵锦忠认为， 这种说法是完全可

能的。 云层反射地球长波辐射，云层高

度越降低，云顶高度下降，厚度减小，

长波辐射遇到云层反射， 反射便减少

了。 地球长波辐射到达云顶时，会向宇

宙空间反射，而现在云层下降，原先云

顶的位置，可能已经没有云了，于是直

接就到达了宇宙空间，热量就释放了。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云层高度的下降，

的确可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

但是气候变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仅仅是云层的下降，还难以从根

本上得到缓解。

对于这个问题， 余志豪却得出了

相反的结论，余志豪认为，云层的降低

和云层面积变大可能恰恰是全球气候

变暖的原因。 云层面积越大、 云层越

厚，造成的大气逆辐射越强，保温作用

也就越强。 云中的水汽、水滴和二氧化

碳一样，可以吸收地面红外长波辐射，

造成大气逆辐射。 云层面积越大、云层

越厚， 就好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越高一样， 结果就使得大气逆辐射加

强。

“地球晚上通过红外辐射散热，云

多时，地球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肯定是

不易散热的。 像冬天的晚上， 如果有

云，第二天就不会有霜冻，云起到了一

个保温的效果。 所以天气预报在预报

霜冻时，就会考虑云层的覆盖情况。 云

层覆盖的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困难。 云

本身也有一定的温度，会向外散热。 ”

余志豪说。

那么，云层的下降对人类健康、日常生活有没有

什么影响？ 人类有没有承受的底线？ 闵锦忠说，其实

云层的下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感觉

的，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况且这里的云层

下降也只是一个平均状况的描述， 具体到某一地区

时，是很难有什么亲身体会的，不存在下降的底线。

“当云滴达到雨滴的程度时，云底高度已经很低

了。 我们有时看见‘山戴帽’、‘云盖帽’的现象，说明

这时空气已经非常潮湿，云已经压得很低了。而云底

降到一定程度时，和雾之间的界限就很模糊了。我们

常常说庐山上的人看见的是雾， 而山下的人看见的

就是云了。 雾在一定情况下可能转换成低云。 这时，

云的高度也就在一两百米左右。 而这种雾转化成的

云，就会造成交通不便，同时危害人们的健康。 ”余志

豪说。 余志豪同时指出，仅仅是云层高度降低，对气

候的影响并不大。 (据《现代快报》)

云层再下降多少，

人类就 Hol d不住了？

研究显示， 从 2000年开始，10年内， 云层下降了

30 米至 40 米，大约下降了 1%，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云

层持续下降，1000年后，人类会不会就过起了云上的日子？

对此，两位专家都笑称，这一天是不可能到来的。 余志豪指出：“自然界的变

化都是起伏型的，不会出现云层一直降低或一直升高的情况，未来 10 年云层高

度完全有可能重新升高。 ”闵锦忠也表示，云层下降的原因虽然还有待研究，但

是绝不能按照这个 1%的下降比例，简单得出结论说 1000 年后云层就完全降到

海平面了。 当大气中各种不稳定的能量聚集时，就产生了云，当不稳定能量被释

放出来时，云自然就会回到一定的高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