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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概述了“地壳热绝缘层”这一新概念，探讨了地壳热绝缘层破坏与环境变化异常灾害之
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人类无休止的大规模开采化石能源，使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流增大造

成地球内部热量过多传至地表，导致地温、海温增高，正是近百年来全球变暖、环境变化以及各种异常

灾害愈演愈烈的“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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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体以及一切生物的生命过程必须在一定温度

下进行。人体皮肤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调

节体温的作用，在正常生理活动中，小血管舒张和汗

液分泌可散发热量，反之又可限制热量的散失。皮

肤及真皮下面的皮下脂肪组织具有热绝缘作用，其

导热的速度只有别种组织的２５％，使机体内部的热
不易传导到皮肤表面而散失，这对在低温条件下保

持体温不致于过低是很重要的［１］。如果把皮肤看

做是热物理学中杜瓦瓶的瓶壁，那么皮下脂肪组织

就是瓶壁中的“热屏”。人体皮下脂肪组织可因身

体部位而有别，一些部位如胸、腹、臀等含量十分丰

富，而手、脚、耳廓等皮下脂肪很少，有些部位如足跟

等几乎没有皮下脂肪组织。可见，有“热点”的部位

一定有热绝缘层存在。

地球上的极地动物如企鹅、北极熊、海象、海豹

等与温带、热带动物的明显区别，在于皮下脂肪组织

特别丰厚，使得能够抵御南北极的严寒气候。

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衰变所释放的能量使得地

球内部变成一个大火球，地壳浅部５ｋｍ以内储存的
天然热量达１４．２×１０２３ｋＪ，相当于５０００亿ｔ标准煤
的热量。地球也像人一样无时不在散发着热量，这

种不断散失的地球内热就是所谓的大地热流，简称

热流。它指的是地球内热以传导方式传输至地表，

尔后散发到太空中去的热量。在数值上，热流等于

岩石热导率与垂向地温梯度的乘积，即

ｑ＝－λ（ｄθ／ｄｚ）

式中：λ为岩石热导率；ｄθ／ｄｚ为地温梯度；ｑ为热
流［２］。

地热研究也证实，在地壳中煤炭、油页岩的热导

率最低。煤炭、油气与脂肪组织同属碳氢化合物的

烃结构，其绝热的物理性质完全相同。

１９７２年４月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的长沙
马王堆一号汉墓和１９５６年５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发掘的明定陵，两者无意中对木炭、油脂和岩石的热

绝缘做了长时间“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王

堆汉墓并没有用石料，而采用含油脂成份的白膏泥

以及木炭对墓穴进行密封，使得历经了２１００多 ａ
后，墓葬里面连同棺椁、尸体，包括丝织品、粮食在内

的所有物品保存完好。而明定陵，从陵园到棺椁选

用多达６层质地最硬的汉白玉、斑纹石建造，仍无法
保住墓主人，不到４００ａ万历皇帝的尸体已全部腐
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无论有多厚，也无论

质地有多硬的岩石，连正常的大地热流都抵挡不住，

更别说是增大的大地热流了。这充分说明，煤炭、油

气具有高效、持久的热绝缘功能。煤炭、油气就是地

球的“皮下脂肪组织”，是地壳中具有隔热密封作用

的热绝缘层。自１７６０年代以英国的产业革命为标
志的世界近代煤炭工业兴起，到１８５９年８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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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钻出世界上

第一口油井，人类社会正式揭开了化石燃料大规模

商业开发的序幕。百年以来这种掠夺式的开采，必

然引起地壳的隔热密封破坏，导致大地热流增大，继

而引发气候变化、环境改变及异常灾害发生等一系

列反应。

气候变化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科问题，而日

渐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们对气候

变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由稳定到

突变的过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气象科学家
曾认为用３０ａ的气候平均就可描述气候特征，气候
被看作是一个静态、大体稳定的孤立系统。１９７０年
代提出的气候系统的概念，打破了这种形而上的观

点，在各个不同时间尺度上都存在气候变化的观点

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１９８０年代提出了
地球系统的新思想，开创了人们以地球的整体性和

动态变化性来认识地球系统的新视觉，其中气候变

化成为研究全球各圈层变化的主要焦点之一［３］。

１９９０年代气候变化发生的时间尺度已经由千年缩
小到１０ａ之内［４］。正因为如此，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已经渗透到了十分广泛的科学领域，而且从事该领

域研究的科学家也纷涌而至，国际社会也对该领域

的研究进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已经彻底弄清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奥秘，我们

今天距离彻底揭示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还有

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有许多重大疑问仍然困扰着

我们。譬如，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发生在怎样的时间

尺度？它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怎样理解全球气

候变暖等一系列科学问题。对很多科学问题的认识

还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十分统一的观点，在全球气

候变化领域，需要努力探索和研究的问题还很

多［５］。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原因的学说众多，Ｈａｙ等［６］

将这些假说归类为１１种。如果再结合其它研究的
成果，大致可以归纳出全球气候变化的１６种原因，
它们包括：（１）太阳辐射的变化；（２）宇宙沙尘浓度
的变化；（３）地球轨道的变化；（４）大陆漂移；（５）山
地隆升对大气环流和环境的影响；（６）洋流的改变；
（７）海冰的变化；（８）大气温室气体的变化；（９）大
气气溶胶浓度的变化；（１０）极地同温层云量的变
化；（１１）极地植被的变化；（１２）同大陆沙尘气溶胶
相联系的“铁假说”；（１３）大陆Ｃ３植物向Ｃ４植物的
转化；（１４）天体撞击；（１５）火山爆发；（１６）地核环流

作用等。之所以有这么多学说，是因为这一科学命

题的复杂性，它成为目前全球变化研究中最受关注

的科学难题并不是偶然的。

已有鲜活的史料和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大规

模的开采化石燃料，使地壳热绝缘层破坏，大地热流

增大使地球内部热量过多传至地表，导致地温、海洋

水温增高，正是近百年来全球变暖、环境变化以及各

种异常灾害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７］。

１　地壳隔热密封破坏与环境变化、异
常灾害

气候变化是整个地球系统变化在大气圈中的反

映，决不是大气圈内部的孤立行为。将化石燃料具

有的热绝缘功能与过度开采所致的大地热流增大，

地温海温增高统一起来分析，就可解释近百年来环

境变化以及各种异常灾害愈演愈烈之间的关系。例

如，大地热流增大导致的地温长期持续升高，使得地

壳力学结构发生改变，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将频繁出现；而水体的温度持久偏高，也使得极地冰

盖融化，湖泊、近海等水体富营养化加重。科学家观

测结果表明，由于海水富营养化，在过去５０ａ全世
界有近４０处近海变成死海，主要原因是污染和气候
变暖。国家海洋局科学家研究证实，我国沿海海平

面未来将呈加速上升趋势，２０３０年将上升 １０～４０
ｃｍ，２１００年将上升４０～９０ｃｍ。

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流增大，海水温度升

高，不仅冰川融化甚至消失，还将使海水的酸性越来

越高，海洋生物的生存越来越艰难，海洋生物不断灭

绝，并加剧全球变暖。金会军、李栋梁、何瑞霞

等［８－１０］的观测表明，东北冻土层和黑土地正在逐渐

消失，目前青藏线冻土上引式融化速率远比下引式

高。地温升高，冻土广泛退化，夏季最大融化深度加

深，冬季冻结深度减小，冻土层厚度减薄，或者在某

些地区彻底消失。年平均气温和地温的升温率为

０．３３℃／１０ａ和０．３７℃／１０ａ，总体说来，地温的升
温率比气温的升温率要高。在相对暖期，地温的升

高明显比气温快。如果按现行的流行观点，气温升

高导致冻土融化，应该是下引式，这是温室效应学说

所不能解释的。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
就有一位学者说，气候变化不是温室效应所致，因为

许多的观测表明，热量来自地底下，但他说不清楚为

什么会这样。

湖泊水温上升，湖水富营养化加重，蓝藻、赤潮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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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现，水质恶化。随着蒸发量的持续加剧，大量

的湖泊将趋于干涸。地温增高，雪山融化，雪线上

升。土壤水分蒸发，干旱洪涝频发、土地荒漠化加

剧［１１－２２］。

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流增大，海温升高使

得海洋中的水蒸发得更快，使易发洪水的地区降雨

增多。冬天变得更温暖，雪的积存量减少。融化的

雪水不再用几个月的时间缓缓流下高山，而是直接

汇入江河。越来越多的河流变成季节性河流，而以

往百年一遇的洪水现在却每年都发生。如遇厄尔尼

诺和拉尼娜现象，可造成局部地区百年不遇的高温

或严寒，但总体上暖冬多于严冬，平均气温仍持续偏

高。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肆虐，不仅造成气候的异

常，如夏季酷暑，冬季严寒，春秋季不明显［２３－２４］，而

且由于降水的紊乱，会出现多雨、干旱的极端，世界

气候将逐渐走向夏季到冬季、雨季到旱季的两极分

化，热带作物大量死亡。威力强大的台风、飓风等频

繁出现，大自然的报复愈加猛烈。据统计，在过去

２０ａ里，全球发生的自然灾害数量增加了３倍多。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全球平均每年发生 １２０起自然灾
害，而现在已增至每年５００起左右［２５－３２］。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地质灾害无疑是其中最重

要的类型之一，它的规模、破坏强度还有频发性等诸

多方面均是其它一些自然灾害所难以比拟的。地质

灾害的形成受控于多种环境因素，但归纳起来，主要

还是与内、外动力地质作用有关。以往认为以断裂

作用、岩浆活动等为主的内动力地质作用是引发各

种地质灾害的主因和根本所在，它决定了地质灾害

的孕育和规模，但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地质灾害与大

地热流增大导致的地温持续增高而引起地质力学结

构变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而诸如大气降水、地表径

流、风化剥蚀、重力作用、人类活动等外动力地质作

用则在一般情况下作为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决定

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和频度［３１］。地温的升高使

土壤及岩石聚合力发生松软变化，不仅泥石流、山体

滑坡、地质坍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而且岩石中有

害物质溶入地下水，一些地区将面临水质性缺

水［３３－３９］。

大地热流增大，导致地球南北两极冰山、冰盖大

量融化，海平面上升，众多的群岛国家将消失。咸潮

加剧，海岸线向内陆扩展，人类生存环境更趋恶

化［４０－４１］。

大地热流增大，地温增高，使热带植物北移，有

害物种的出现，将对北方植物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温度增高使雄性动物精子逐年减少，植物雄性遗传

物质退化，动植物种群大量灭绝。地温、水温、海温、

气温升高，使原本热带地区特有的病虫害如南方的

血吸虫、疟疾、蟑螂携带疾病等大举北迁，威胁人类

健康。暖冬的频繁出现，使生物的冬眠等自然习性

发生改变，病虫害繁殖和其毒性成倍增加，剧毒的农

药会大量使用，加重环境恶化，否则农作物将会大量

减产［４２－４５］。

大地热流增大，地球内部能量过多传向地表，也

使得地核环流、地幔环流、地气环流及地球磁场等发

生变化，未来地球不确定因素增多。

２　地壳隔热密封破坏与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每隔几年

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异常海水升温现象。主要特征是

表层海水异常增温，出现在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沿

岸，与太平洋海平面气压的变化有关，反复出现但无

固定周期，涉及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上升，是一股

沿秘鲁海岸向南的暖流，伴有向西的赤道信风减弱，

在圣诞节前后出现等。综合分析表明，陆海分布、构

造活动，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地球自转、太阳活动、

潮汐变化、地球圈层角动量交换和差异旋转对厄尔

尼诺和Ｌａ－Ｎｉｎａ都有影响，何为因，何为果，需要深
入研究［４６－５３］。不论起因何种学说，为发生厄尔尼诺

的海域提供充足的热源是关键的一环，是发生厄尔

尼诺和Ｌａ－Ｎｉｎａ事件的先决条件。厄尔尼诺的发
生有着众多的严格条件，是“厚积而薄发”的产物，

缺一不可。所以，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也并非每

年都有厄尔尼诺发生。

厄尔尼诺出现的时间间隔和持续时间在不同时

段有所不同。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厄尔尼诺，与火

山喷发有着密切的统计相关［４６］。１９７６年以前的
１００ａ间，厄尔尼诺通常２～７ａ发生一次，持续时间
为１ａ左右，但并不遵守严格的周期。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厄尔尼诺发生的时间间隔为３ａ左右，持续时间
为１５个月左右；１９９０年代出现的几次厄尔尼诺事
件时间间隔只有半年左右，而长的也不足２ａ，持续
时间竟可达３ａ，厄尔尼诺现象更为频繁，并且强度
也明显增强［５４］。海水由于含盐量高，密度大，温度

低的海水不下沉，温度高的也不上浮，这样积蓄的热

量不容易散掉。从地球两极被太阳融化了的冰雪总

是从两极流向海洋的深部，特别是在地球的南北回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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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线之间的海域，冰冷海水的下沉，必然将海底的

“热水”向上推向海水表面，带到表层的高温度海水

就聚集在一起。由于大西洋被非洲大陆及美洲大陆

隔开，使太平洋与印度洋组成地球上最大的水域，达

２．５５亿ｋｍ２，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近３／４，比地球
所有的陆地面积总和（１．４９亿ｋｍ２）大近１倍，所以
从大地热流中吸收的热量最多，聚积的热量在地球

自转产生的由两极向赤道挤压力及在月球引力潮汐

作用下，热量被集中在这片水域的中心点西太平洋

赤道附近。海面大面积暖水上翻造成 Ｅｌ－Ｎｉｎｏ肆
虐全球；如果热量释放的比较彻底，海底的冷水必然

取代上面的暖水，于是拉尼娜随之而来。正因为如

此，自然界中Ｅｌ－Ｎｉｎｏ总是多于拉尼娜。图１和图
２分别是地壳隔热层破坏导致Ｅｌ－Ｎｉｎｏ的机理和物
理框图。

图１　地壳隔热层破坏导致Ｅｌ－Ｎｉｎｏ机理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ｅａｌｅｄｃｒｕｓｔｈｅａ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Ｅｌ－Ｎｉｎｏ

图２　地壳隔热层破坏导致Ｅｌ－Ｎｉｎｏ过程物理框图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ｍａｐ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ｌｅｄｃｒｕｓｔｈｅａ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Ｅｌ－Ｎ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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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来这种起源于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
热流增大而导致的海洋整体热循环是全球变暖的重

要过程，为厄尔尼诺事件提供了充足的热源。它导

致海洋增温和大量 ＣＯ２气体由岩石圈和海洋排向
大气，称之为“海洋锅炉效应”［５５］。这样就可以理

解，为何大多数年份先有温度升高，后有 ＣＯ２浓度
增加的这种令“温室效应”学说解释不清的现象。

全球变暖不仅与温室气体的增加对应，而且与海洋

底部温度的增加准确对应。

从图３、图４可以看出含油气区域面积占世界
含油气区域总面积１７％而油气储量占世界油气储
量６８％的特提斯区域与发生厄尔尼诺的海域，都十
分靠近赤道，这给我们带来数学意义上的想象空间。

图３　全球含油气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ｏｉｌ－ｓｔｒａｔｕｍｉｎｗｏｒｌｄ

图４　１９９７年的厄尔尼诺事件［５６］

Ｆｉｇ．４　Ｅｌ－Ｎｉｎｏ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１９９７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频繁发生，使得北方夏
天需要制冷降温，南方冬季需要采暖驱寒，加上社会

不断发展进步，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的显著

改善，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剧增。其结果是一方面疯

狂开采化石能源以供人类急需，另一方面，煤炭、油气

的无节制的开采，加剧了地壳热绝缘功能破坏，大地

热流增大，全球变暖明显，环境变化与异常灾害加剧，

人与自然将进入愈来愈尖锐的恶性循环之中。

厄尔尼诺现象与人类使用化石燃料的文明进程

十分吻合。地球表面７１％的面积是海洋，海洋吸收
了绝大部分从地球内部传向地表的热量。由于海水

质量非常大，热容很大，洋流与外界交换的热量与它

本身的内能相比微不足道，可把它近似看做绝热过

程［６０］。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

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６１］。由

地球自转产生的挤压力，以及海洋内部的洋流作用

等，使海洋从大地热流吸收的热量，产生弛豫过程、

自组织现象。失稳的系统会对合适的涨落放大而使

之出现结构，因为任何一种宏观有序结构的产生都

可看作某种没有结构的无序状态失去稳定性的结

果，是失稳系统对涨落放大的结果。那些在非平衡

条件下通过能量耗散过程产生和维持的时间或空间

有序结构，热物理学上称之为“耗散结构”。厄尔尼

诺事件正是这样一种耗散结构。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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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煤炭、原油及天然气开采量与厄尔尼诺发生频率（单位：亿ｔ、万亿ｍ２）
Ｔａｂ．１　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ｃｏａｌａｎｄｏｉｌ－ｇａ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Ｅｌ－Ｎｉｎｏ

时间 煤产量（累计／储量） 原油产量（累计／储量） 天然气 （累计／储量） Ｅｌ－Ｎｉｎｏ出现频率

１６４９～１８７９ 与海底火山喷发密切相关［４６］

１８８０～１９８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６－５９］ ５１７（５１７／３１１３）［５６－５９］ ３０（３０／３２８）［５６－５９］
２～７ａ发生一次，持续时间为１ａ左

右［５４］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１１２５（２６２５／２００００）［５６－５９］ ４４０（９５７／３１１３）［５６－５９］ ２０（５０／３２８）［５６－５９］

发生的时间间隔为３ａ左右，持续时

间为１５个月左右；１９９０年代至今出

现的几次厄尔尼诺事件时间间隔只

有０．５ａ左右，而长的也不足２ａ，持

续时间竟可达３ａ［５４］

３　用新视角重新认识近百年来环境变
化与愈演愈烈的异常灾害

在经典物理学和实证主义看来，观察决定一切。

然而，爱因斯坦却提出不同的见解：“一个人把实际

观察到的东西记在心中，会有启发的……但是在原

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

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观察到的

东西。”

物理学中的一些重大发现，例如万有引力、光速

等科学事实最初也不是通过客观观察而得到的，它

们是理论判断、推理等逻辑证明的结果。因此，从这

些科学事实的产生来看，它们也是“先验”的，不过

它们后来都通过直接观察或间接的仪器观测得到了

证实，但这些证实也具有主体间性（群体的主观

性）。

真理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以专家学者或权威

机构的共识而改变，培根就明确提出真理是时间的

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自从自然科学从哲学怀抱

中独立门户，从基督教神学枷锁下逐渐解放出来以

后，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从观察到的现象产生启

发，继而上升为理论，再从理论决定我们观察到的东

西，使之颠覆传统成为真理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

如古代流行的“地心说”最终被“日心说”所代

替；慢性胃炎及消化道溃疡病因的“胃酸—胃蛋白

酶”学说被“幽门螺旋杆菌”学说所颠覆。相反，被

一度批判或冷落的学说如大陆漂移说则在新证据的

支持下获得新生。

尽管气候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用化石燃料

大量开采导致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流增大一

元论几乎可以解释全球变暖、愈演愈烈的环境变化

和异常灾害成因的全部疑问，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提供了另类思维。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

种学说或观点能够把全球变暖、生态及环境变化和

愈演愈烈的异常灾害的成因及相互之间关系的方方

面面解释的如此符合逻辑。但地壳隔热密封破坏说

做到了这一点，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清晰的气候变

化的图像。

４　讨论与结论

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现自然界中的规律，

而规律是对自然界活动的描述。但这些规律不能自

我确证，任何规律所能确证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对因

果关系的某些方面加以解释的效应。一个定律只能

解释某个过程是如何活动或进行的，但不能解释它

为什么应该活动。比如，为什么万有引力可以使地

球围着太阳转？什么使因果关系保持存在而不消

失？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科学现在不能，也许永远不

能给出答案来。因为追问为什么因果关系存在，意

味着要从外在于因果关系的视角来回答，而这又超

出了科学的范围。这就是说，科学只能回答像某些

事情如何发生这样的因果关系问题，至于事情为什

么发生，应该从哲学上找答案，简单地说应该由形而

上学来回答。

世界进入工业化革命以来，煤炭、油气做为现代

工业的动力，已经被无休止疯狂开采了 １００多 ａ。
地球内部是个巨大的热源体，地心温度可达数千度。

一切生物能够在这样一个大火球表面生存，必定有

热绝缘机制的存在。煤炭和油气是天然材料中热导

率最低的物质，这是物理学和地热学的常识。煤炭

油气与岩石哪个更能有效持久的对大地热流进行绝

缘？不仅理论（热物理学、地热学）和实践（长沙马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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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堆一号汉墓和北京明定陵）做了确凿的回答，而

且世界各地的煤矿、油田、地质工作者对地热的观测

数据也能充分证明。所以，人类对煤炭油气无节制

攫取导致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增大与气候环

境变化、异常灾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理本文应该估算出含化石燃料隔热层占全球

总面积的百分之几，再确定因为开采每年减少多少

隔热层面积，使全球大气变暖约为多少？是否跟

ＣＯ２增加的变暖达到一致的数量级。这样才能科学
确定隔热层被破坏的重要性及严重危害性。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化石燃料的具体数据目前只是人类利

用当前的科学技术已探明的储量，与实际储量不是

一个概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科学家曾预言，石油资
源只可维持当时开采量的５０ａ，但是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油气田，按目前的已探

明储量，油气仍可开采５０ａ以上。既然地球内部是
一个大火球，煤炭油气组成热绝缘层，可以间接的得

知，煤炭油气的实际储量远比已探明储量多得多。

但煤炭、油气到底有多少，目前我们并不清楚。因为

这个原因，没有办法估算出“化石燃料隔热层占全

球总面积的百分之几”，因而也无法确定“因为开采

每年减少多少隔热层面积，使全球大气变暖约为多

少？是否跟 ＣＯ２增加的变暖达到一致的数量级”。
这是本文在事实和证据方面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

响文章所阐述的观点，既然化石燃料具有高效、持久

的热绝缘功能，“科学确定隔热层被破坏的重要性

及严重危害性”不言而喻。

最后结论：人类无休止的大规模开采化石能源，

使地壳隔热密封破坏，大地热流增大造成地球内部

热量过多传至地表，导致地温、海温增高，是近百年

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病机制”，也是近百年来环境

变化以及各种异常灾害愈演愈烈的“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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