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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奇妙
燃烧的“地球之肺”
“地球之肺”，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区亚马孙雨林着火了。
亚马孙雨林，位于南美洲的亚马孙盆地，弯曲的河流盘旋着雨林而过。它的面积有550万平
方公里，占地球雨林面积的一半，全球森林面积的五分之一。它不仅有“地球之肺”之称，
更被称作“世界动植物王国”，昆虫、植物、鸟类，及其他生物种类多达数百万种。
然而，大火却令它满目疮痍……8月26日，英国《卫报》报道了亚马孙雨林火灾的航拍画
面。视频中一片荒芜景象，蟒蛇在光裸的土地上爬行，让人很难联想起曾经如世外仙境般的
绿色海洋……

亚马孙雨林 怎么会着火呢
准确来说，亚马孙雨林大火并不是一场单一的火灾，而是由上千个独立的火情组成。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卫星上的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记录了南美洲的火灾
情况，从8月初开始，亚马孙雨林地区的火灾数量明显增多。据观测数据，亚马孙雨林其实
“年年月月都起火”。尤其每年7月，巴西各地进入旱季，就进入森林起火的高峰期。但今
年的火灾尤为严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非营利组织亚马孙观察项目负责人Christian Poirier
表示，为了耕种或放牧，当地农民和牧民有放火开荒的习惯，因而此次大部分着火点都很可
能是人为造成的。他解释称，即使在旱季，亚马孙雨林也不像加州或澳大利亚的干旱丛林那
样容易着火。CNN气象学家Haley Brink表示，今年的火灾与当地季节性的农业模式契合。“
这是烧山开荒的最佳时机，因为植被很干燥。农民等待旱季来放火开荒，这样他们才有地方
耕种或放牧。而这也是我们推测引发森林火灾的原因。”
比起火灾本身，人们更关注火灾背后亚马孙雨林常年来遭到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如果没有了亚马孙热带雨林，人类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亚马孙雨林对调节全球气温有着
重要作用。在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同时，也正影响着全球的气候。它是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
沉淀池，重要功能之一是固碳，它可以有效地吸收人类生产的温室气体，缓解全球变暖。《
国家地理》杂志曾报道，雨林的减少会带来双重危害，一是未来能储存碳的地方将变少，二
是因为人类在砍伐树木、消耗木材的过程中将会产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如此一来会加剧气候
变化，导致严重干旱和强烈风暴等极端天气。

最有效的武器在我们手里
著名的“蝴蝶效应”，讲的是一只亚马孙雨林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遥远的地
方引起一场风暴。如今发生在亚马孙雨林的这场大火，也在更多人的头脑中引发了“风暴”
。雨林被破坏、地球之肺在燃烧的事实提醒我们注意，绿色的消逝，是人类集体的损失。
曾经，“生态”在中国还被认为是不是“先生和太太”；今天，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已经
成为近14亿人最广泛的共识之一，更有生态行动的落地生根。三北防护林、塞罕坝、库布
齐，一个个植树故事成为全球生态建设典范，21世纪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
国……也正是这样的中国理念、中国行动，让国人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亚马孙雨林。 
火灾发生后，相关国政府称，将采取行动遏制森林砍伐，并在环境领域对犯罪行为采取“零
容忍”的态度。但就像我们熟知的那句老话，“与其补救于已然，不如防范于未然”，拯救
亚马孙雨林还要先理顺和解决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果我们拒绝购买来自亚马孙森林砍伐
地区的产品，砍伐活动会迅速减少，亚马孙的风光也会重现。

我是小小护卫者
对于身处同一个星球、头顶同一片蓝天的我们来说，希望大火早日熄灭、浓烟尽快散去，也
希望生态环保理念能在更多人心中深深植根，并付诸于行动。本报的学生记者们也纷纷传达
了他们的寄语……
刘尧：“地球之肺”燃起熊熊大火，原本生机盎然的森林现在却是火光连天，让人无不心
痛。我们曾经那个美丽的家园呢？一草一木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同顶一片蓝
天，共护一方水土，还地球母亲一个健康美丽的身体。
葛先金爱：作为小学生的我们，应该从小就知道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我们应该去好好地
保护它。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让它继续哺育我们！
赵俊皓：作为学生记者要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全球人民保护森林、不乱砍滥伐、不污染环
境，不践踏花草、不用一次性物品、不乱丢垃圾……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保卫这颗美丽的
蓝色星球，为地球生物创造一个美丽的、清新的健康天地。
余天成：大火烧过以后，令人深感惋惜，让我们一起祝福亚马孙雨林回归原貌，所以我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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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从自身做起，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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