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境 科 学 , 卷 期

限制作用
。

栽培
、

养份
、

农药和适时耕作等因素都至

关重要
。

编著者首先考察世界农业生产力对于潜在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

并考虑气候变化对不同农作物

和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影响
。
然后考虑在不发生气

候变化的情况下
,

在农业上若无人力投入会对生产

力产生什么影响
。

这些综合效应将导致在应付大规

模核战争期间
,

整个半球的农业生产可能几乎停滞
,

而且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下降可能会持续很 长时 间
。

对此
,

编著者做了透彻的论证
,

并用加拿大和新西兰

的结果加以说明
。

编著者并不试图使可能产生的影

响降到最低限度
,

例如
,

在论述七月份发生的短期气

候异常对农作物和动物的影响时写道
“
北半球

。

一

些冬春播种的谷物到七月就该收割了 如在印度
、

中

国
、

北非
、

美国
,

但在加拿大
、

苏联和西欧的收获工

作则会受到严重影响
。

寒冷与黑暗会引起玉米
、

大

豆
、

土豆和稻米歉收
。

成年的反当动物会存活
,

但幼

年动物和剪了毛的绵羊会被冻死
。

牧场很可能被寒

冷摧毁
,
尽管以后还可能恢复

。”

第 章论述了对 个代表性国家的粮 食 供应

有影响的可能变化的分析
。

每个国家的分析包括描

述储存食品对人 口的支持能力以及核战争后几年内

对农业生产有影响的因素
。

在做这类分析时不可法

免地会有很多假设
,
但这些假设都加以推理和定义

,

使读者能通过改变假设来改变结 论 至少 是定 性

的

第 章考察了更直接的人类问题
,

包括从广岛

和长崎及疫病取得的经验
,

试图评价用 兆吨级爆

炸力模拟现代武器的可能效应
。

由于考虑了对社会

和经济体系的影响
,

说明此项研究的彻底性
。

第 章提出了对人 口的综合影响
,

尤其是第一

年和随后几年中的粮食生产与分配
,

最后对复兴问

题作了真实考虑
。
例如

,

编著者写道 “参战国中的

某个人或某个集团也许能找到摆脱辐射
、

社会崩溃
、

气候改变及一系列其它潜在破坏效应的方祛
,

从而

继续存活下去
,

这看来是有可能的
。

但在没有足够

的食物支持时
,

数十亿人要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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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战略中心的

环境信息
·

二千多年前中国出现过
“

核冬天
”

现象

最近美国航空航夭局 人 两位科学 家 的

研究工作已经揭示
, 。。 多年前中国北方发生一次

致使当地人口死亡一半的饥荒
,

可能已预示着一次
“核冬天”的可怕后果

。

核冬天的提出者们宣称
,

向高层大气排入巨大

数量的烟尘会遮蔽阳光
,

把世界推入一个可能持续

数月
、

也许数年的假冬天
。

专家们早已知道
,

火山爆发能在小范围造成类
‘

似的效应
。

加州理工学院 实验室的凯文
·

庞

和詹姆斯
·

斯莱文认为
,
公元前三世纪袭击中国北

方的那次大规模饥荒
,

是由冰岛一次火山爆发引起

的
“

火山冬天”的结果
。

在洛杉矶加州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的周汉兴 译音 帮助下
,

这两位科学家从古代编年

史中发现
,

公元前 年底
,

一次寒冷潮湿的时期袭

击了中国北部地区
。

通过考察丹麦泥炭地层纹理的周期性变化
,

表

明在公元前 年前后
,
整个北欧平原有一个持续

很长时间的阴冷潮湿气候时期
。

然后
,

从格棱兰冰层中取出的冰芯进行化学分

析表明
,

在这一时间前后
,

沉积于该地区的硫酸水平

有一突跃
,

这显然是由冰岛某次巨大的火山爆发造

成的
。

一次火山爆发
,

可以对所有这些事件作出合理

的解释
。

然而
,

这两位科学家并不满足于此
,
他们决

定寻找与众不同的信息来支持他们的论断
。

他们考察了记载中国不同地区谷物价格的文献

资料
,
因为这会更紧密地与粮食供应联系起来

。

他

们发现
,

黄河以西的谷物价格是北方地区其它地方

的两倍
,

而战争却发生于黄河以东和以南
。

这表明
,

战争并不是造成上述粮食短缺的原因
。

因此
,

造成饥荒的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
,

始于冰

岛的火山爆发
。

古代典籍的记载
,

也支持核冬天提出老们的这

一论断 植物枯萎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

一位中国编

年史家指出
,

云和尘埃使得
“
三个月不见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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