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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87(5)；49，55。



iii

前言
作为六年中第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

估的重要报告，“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

础”立刻引起了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本报告证

明，目前我们对气候系统及其对温室气体排放敏感

性的科学认知比以往更加丰富和深入。报告还描述

了动态研究领域的情况，该领域将使读者对未来的

气候变化有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

本报告的严谨度和信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独特性。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创

建了IPCC，它既是一个政府间机构，也是一个由世

界上主要的气候变化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网络。

作为本报告主体的各个章节阐述了科学家对其

各自领域中最新科学知识所作的评估。各章节由

30多个国家的152位主要协调作者和主要作者撰写，

并经600多位专家审核。一大批政府评审人员也提出

了评审意见。

决策者摘要已被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接

受，这表明他们认知并拥有整个基础报告。正是专

家和政府共同开展的评审工作，才使IPCC有了力量

的源泉。

IPCC并不从事新的研究。而是负责对气候变化

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现有全球文献作出

政策相关性—与政策倾向性截然不同—的评估。其

以前的评估报告促进了各国政府批准和实施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本报告还与各国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而考虑对策方案密切相

关。

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是IPCC第四次

评估报告的首卷。第二卷侧重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脆弱性和适应方案，而第三卷对减缓机遇和成本作

了评估。第四卷提供了有关IPCC总体成果的综合报

告。

自然科学基础是通过世界主要气候科学家的奉

献精神和自愿辛勤工作完成的。我们谨向所有主要

协调作者、主要作者、撰稿作者、评审编辑和评审

人员表示感谢。我们还谨感谢第一工作组技术支持

小组和IPCC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致力于协

调编写了IPCC的又一个成功的报告。

许多国家的政府均支持其所在地的科学家参与

IPCC的工作，并为IPCC信托基金捐款，因此也确保

了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专家参与其中。意

大利、中国、新西兰和挪威等国政府承办过起草会

议，而法国政府承办了最后一次全会，会上通过并

接受了本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为第一工作组

技术支持小组提供了资金支持。

最后，我们谨在此感谢IPCC主席R.K.Pachauri博
士，感谢他对IPCC所给予的出色指导和孜孜不倦以

及擅长有方的指导，我们还感谢第一工作组两位联

合主席Susan Solomon博士和秦大河教授，感谢他们

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对第一工作组的高超领导。

米 . 雅罗
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

阿 . 施泰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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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AR4）第一工作组的报

告对气候变化自然科学作了全面的评估，并继第一
工作组的上次评估之后，继续拓宽了自然科学的视
野。本报告呈现的评估结果建立在自IPCC第三次评
估报告完成以来的大量科学文献以及扩充后的资料
集、最新分析和更先进的气候模拟能力基础之上。

本报告的编写依然沿用IPCC为历次评估报告所
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本报告的大纲曾在2003年11月
召开的IPCC第21次全会上通过，并在2004年4月举
行的IPCC主席团第31次会议上接受了各主要作者的
提名。作者们编写的草案历经两轮的评审和修改，
有650多位专家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了3万
多份书面意见。各章节的审编确保了所有收到的大
量政府和专家的评审意见均会得到适当的考虑。决
策者摘要已经过逐行批准，而且主报告的各章节在
2007年1月29日-2月1日召开的IPCC第一工作组第
10次会议上被接受。

本报告的范围
第一工作组的报告主要侧重于与决策者密切相

关的、目前对气候变化自然科学认知的方面。本报
告并非试图评述科学认知的过程或触及气候科学的
方方面面。此外，本次评估报告基于作者在2006年
中期所得到的有关科学文献，读者应认识到，报告
中的某些论题也许会出现更快速的发展。

近期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目前气候系统
各部分的观测范围有所拓展，包括大气、海洋和冰
雪圈。补充观测和最新的分析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水
平，并能够减少许多不确定性。新的信息也在某些
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冰盖出现了意外的
变化，及其对海平面上升的潜在影响，以及气候变
化与地球生物化学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
响。

在研究未来气候变化的预估方面，本报告是依
照IPCC在AR4划定范围期间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并根
据有关使用IPCC以前评估过的排放情景的批准程
序，以便在3个工作组之间保持一致性。然而，与气
候稳定性相关的新的气候模式信息的价值也予以承
认。为了论述这两个论题，各气候模拟小组开展了
气候模拟，其中包括在大气成分稳定的状态下进行
的理想化试验。通过结合气候模式集合模拟，包括
针对20和21世纪的多模式计算，本次评估已能够考
虑更多的模拟结果，其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以往的气
候变化评估。

IPCC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以及应对或避免此类
影响的方案评估，分别由第二和第三工作组完成，
因此本报告不再赘述。尤其是，虽然第一工作组的
报告阐述了一系列与历次报告相一致的排放情景的
结论，但是对未来排放合理范围的最新评估只能由

第三工作组来完成。

本报告的结构
第一工作组的评估首次包括了一个介绍章节，

第1章。此章包含气候变化科学的进展情况，包括概
述气候变化科学采用的方法、气候模式的作用和处
理不确定性的进展。

第2章和第7章包括影响大气辐射能量平衡以及
决定地球气候的大气成分变化（气体和气溶胶）。
第2章根据观测到的大气变化描述了未来的前景，本
章还包括了辐射强迫的核心概念。第7章通过研究影
响大气成分与气候变化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之间的
相互作用（包括气溶胶/云的相互作用），来对此概
念加以补充。.

第3、4和5章包括目前可分别用于大气和地表、
积雪、冰和冻土以及海洋的广泛观测。虽然观测到
的气候系统这些部分的变化在整个物理过程中密切
相关，但其它各章可以更多地侧重于评估可用的资
料及其不确定性，包括卫星遥感资料。第5章包括观
测到的海平面变化，同时确认了这些变化与海洋热
容量之间密切的相关性。

第6章介绍了古气候视角，评估了过去气候变化
的证据，以及目前科学对此的认知程度。这一章包
括了对重建过去1300年的温度所作的最新评估。

第8章包括气候模式模拟各种自然过程的方式，
以及对照观测到的气候对模式进行评估，包括其平
均状态和变率。第9章包括与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的不
同归因（如自然和人为）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10章包括用于全球气候预估的各类气候模
式，包括其不确定性。本章展现了未来温室气体不
同排放水平的后果，对自然气候系统的一系列响应
以及与此类响应相关的时间尺度和惯性作了概率评
估。第11章包括与全球气候变化预估相一致的区域
气候变化预估。本章还包括在各区域层面评估模式
的可靠性以及对区域尺度气候变化有显著影响的各
种因子。

本报告的决策者摘要（SPM）和技术摘要（TS）
是采用并列结构，二者相互交叉穿引主报告中有关
章节，以查阅相关具体材料。因此，本报告的摘要
部分为整个报告的内容提供了一个路线图，鼓励读
者照此方式使用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摘要。

本报告的一个新意是纳入了19个常问的问题，
其中作者对一系列普遍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
这对于普遍教学目的大有裨益。最后，本报告附带
大约250页的补充材料，该材料曾连同各章节的草案
一并经过审阅，本报告被制作成CDRom光盘及网络版
本，以提供更详尽的内容，如：各气候模式的结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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