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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轉錄] 談氣候變遷 專家：勿陷入溫度迷思 / 台灣醒報
看到這篇新聞開頭是引述環境工程教授的言論，剛好我大學時修過環境工程，下水道工程等課，所以看的懂教授想表
示什麼，可是我不太認同這種想法。

對於工程這個學科來說，都是數據跑在觀念前面，也就是說「先有災害數據，再就針對經濟效益的考量之下才做出決
策」
當然，治國難，所以以經濟為考量是最實際的，要達到200年洪水位的標準不經濟，有時候用30年的也OK
可是對於已經受災害的人要怎麼處置呢？要不要誰家裡也被水淹一下，還是房子被土石流沖倒，順便家人埋在裡面？
人通常都是這樣。
除非能夠做到看到黃河心還不死，看到棺材也不掉淚，繼續作研究
到底一個專業人士要抱持著怎樣的心態呢？可能台灣目前的困境就是長久以來這樣子所造成的
外國人就不管了，至少台灣的讀書人絕對都讀過儒家思想，痌瘝在抱的觀念看來都讀到忘掉了

當然工程界也不是呆若木雞，關於「預防工程」的觀念，近年來也是有的，不過不實際所以不是主流（個人猜測，因
為很難量化，所以研究者少）
就像預防醫學一樣，本來就是預防重於治療，可是也是近年來才被重視，能說什麼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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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極端氣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推這篇文章。「極端氣候」才是我們正真面對的問題，而且已經很明顯了。不是太冷，就是太熱，或是像八八風災的
極端雨量。

我們真的必需拿出方法來。我也同意陳文茜的訴求，我們必需加快立法的腳步，以輿論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壓力。

不過，「立法」或「綠色革命」的方向究竟為何，我們也必須理性的判斷。這次「正負2度C」的運動，我認為應該
是會提升全民對環保和氣候變遷的重視。但是，這個運動所強調的「綠色革命」的內涵和方向為何，可能反而是比較
缺少或缺失的。

但，至少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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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氣候變遷 專家：勿陷入溫度迷思
台灣醒報 更新日期:"2010/02/23 14:19" 鍾禎祥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223/115/20vu3.html

【台灣醒報記者鍾禎祥報導】不管是正2℃還是負2℃，可能都沒有辦法讓我們看見問題真相。台大環境工程系教授
童慶斌表示，以溫度為指標太過單純化、誤差也太大，畢竟「極端」的氣候現象才是氣候變遷本質。他以國外狀況舉
例，現在許多單位在監測氣候變遷時，已經改為記錄極端氣候天數，而非只考量溫度變化，台灣也應慢慢跟進。

從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到最近由台灣媒體人陳文茜所主導拍攝的《±2℃》等紀錄片，總以溫
度提升對人類生活所產生的影響作為依據，呼籲大家關心環境保護議題。

但前氣候變遷研究中心的主任菲爾（Phil Jones）日前接受BBC專訪時坦承，過去15年有關氣候變暖的數字有部份是
他個人造假，地球可能根本沒有變暖，這個醜聞震驚世界，被西方新聞媒體稱之為「氣候門」。

過度強調溫度提升的結果，當有證據顯示全球暖化可能是誤會時，反而讓反環保人士找到了最有力的藉口，對環保運
動產生龐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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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到底是變冷還是變熱？童慶斌解釋，過去100多年人類在全球廣設氣象站，用以收集溫度數據，但 100多年前的
測量儀器和現在有差別，很多氣象站搬來搬去，還有新的土地開發、城市化等，這些因素都會改變氣象站所收集的結
果，因此全球暖化的數據還有很多待釐清的地方。

「用溫度做指標是太簡化問題了。」童慶斌表示，氣候變遷所牽涉的變因太多、太複雜，以人類現有的科學技術無法
完全掌握。他認為，初期為了推廣環保意識，用溫度上升作為一種警告還可以接受，但是應該慢慢地改變，教育民眾
對環境變化有更深的認識。

童慶斌強調，經常性地發生「極端」現象，才是氣候變遷的本質，像是暴雨、超級颶風、大旱災等，這些都和溫度無
關。他表示，國外現在已經有許多機關開始修正，開始記錄每年發生極端氣候的天數，包括熱浪、暴風雪等，用以判
斷氣候變遷改善與否，台灣的觀念也應該慢慢改變。

「見樹不見林。」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強調，地球原本就是一個一直在改變的系統，討論溫度變高變低意義
並不大。「能源和人口才是關鍵。」他表示，不管地球是變暖變冷，人類都應該要去適應新的氣候，改變自己的生活
方式，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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