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朱忠诚 吴志明 组版：马喜春 美编：雷林燕09 视野/广告

山火年年有，今年格外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山火灾情10日出现变化，
虽然洛杉矶县境内的几处山火已得到全面控制，但发
端于文图拉县的“托马斯山火”一路向北蔓延到圣巴
巴拉县境内，已发展为加州现代史上规模第五大的山
火灾害，而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山火年年有，今年格外凶，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民众的一个普遍感受。

自夏季以来，加州各地的重大山火不断。尤其是10
月中上旬的北加州山火造成至少40人死亡，约5700栋
建筑物被毁。南加州的洛杉矶市9月初也发生了该市有
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山火，一度威胁到1400户居民。进
入12月以来，本应进入雨季的南加州竟然山火四起，
一座座“火焰山”烈焰冲天的画面令美国和世界触目惊
心。南加州从北段的圣巴巴拉县到最南端的圣迭戈县，
6场山火已经吞噬了超过700平方公里土地，摧毁了近
800栋建筑物，迫使十多万南加州居民逃离家园。

加州山火今年格外凶的背后既有自然因素，也有
人为因素。

极端天气是主因

加州州长布朗9日在视察南加州重灾区后表示，近
期加州南部反常的干燥天气是造成山火频发的主要原
因之一。加州可能遭遇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这是全
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常态”。

去年“最湿润的冬天”、今年“最炎热的夏天”和
本季“最强的魔鬼风”共同把今年变成了加州山火最
凶猛的年份之一。

加州在多年旱情后，去年冬天至今年春天终于迎
来了一个雨水充沛的季节。多地都迎来创纪录的降水
量，使得植物疯长。许多山地和荒漠都在这个“最湿
润的冬天”过去后被茂密的植被覆盖。

但是好景不长，盛夏随后而来，加州在基本没有
降雨的情况下，又迎来了长时间的高温天气，许多地
区都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温，许多地方的高温一直
延续到秋天。在“最炎热的夏天”强烈阳光照射和高
温炙烤下，大量的地表植物枯萎，一遇到火苗就迅速
燃烧扩展，难以控制。

进入11月之后，北加州迎来降雨。但是这个季节
强大的“圣安娜风”导致南加州进入12月仍处于火灾
危险期。“圣安娜风”是秋冬季节出现在加州南部山谷
中的季风，来自美国内陆荒漠地带，极度干燥，易于
引发山火，被当地人称作“魔鬼风”。美国科学家说，

“圣安娜风”从内陆往西部沿海地区吹拂，从高海拔地
区吹向低海拔地区，风速经常高达80至120公里每小
时，而湿度则在10％以下。

“圣安娜风”横行之季，就是山火高发时节。美国
国家气象局说，本月初的这股“圣安娜风”是今年这
个季节开始后风力最强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
种情况下，一旦有火苗，就有可能导致燃烧范围急剧
扩大，强风能把火星吹到很远的距离落地燃烧，造成
新的起火点，并且燃烧极为凶猛。这正是月初以来南
加州山火燃烧的重要特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专家朱怡芳副教授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连续5年的超级干旱，去年冬天又下了很
多雨，其间长了很多的植物，接着9个月没有降雨，雨水
分布非常不正常，今年夏天和冬天都非常温暖，所以‘圣
安娜风’到来后，一点火焰就把所有的植被像火柴盒一样
点着了。今年的加州大火虽然是个突发事件，但在整个
的气候变化大框架下，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朱怡芳表示，如果全球不采取有效措施减排温室
气体的话，类似事件将会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严重。

人为因素不可忽视

此外，加州今年火灾导致惨痛人员和财物损失背
后的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专家指出，这暴露出
加州在城市规划以及防火措施方面的不足。

随着加州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加州的“住房危
机”愈演愈烈。在过去10年中，加州虽然每年建造约
10万套住房，可每年住房需求量却高达18万套。由于
城市趋于饱和，大量的住宅区逐渐深入荒野山林，所
以在山火爆发之时很容易被焚毁。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博士对今
年山火造成的严重损失表示痛心。他向新华社记者指
出，人与自然本该和谐相处，这么多的房屋被火烧
毁，暴露出地方政府在规划中的问题，是人类活动无
视自然的后果。

加州研究山火问题的专家理查德·哈尔西在《洛
杉矶时报》撰文指出，山火是南加州自然生态的一部
分，不可阻止，但是山火对居民区的巨大破坏是可以
减小的。今年山火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必须承认
这背后的社会原因，包括“糟糕的规划”。“我们选出
的许多政治人物以及我们依赖的规划部门都没有做到
他们该做的。他们允许开发商在开发时留下隐患，却
让消防员们最后背黑锅。”

他举例说，一个位于圣罗莎市的社区过去多次遭受
重大山火，地方政府应该限制开发商在这样的地区开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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