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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專家警告水資源短缺土壤荒漠化

會議主席東瓦希表示，荒漠化對農業的衝擊較預想更迅速，「氣候變化是一
種需要我們迅速應對的流行病。每個人都在關注把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1.5

度的目標，實際上在此之前，一些非常差的事情就會發生，包括土壤退化、水資
源短缺和荒漠化危機。看看乾旱對糧食安全、人口遷移、通貨膨脹的影響。除了
高溫之外，我們會看到許多負面影響愈來愈快浮面。」

荒漠化問題較少受重視
全球多國於1992年簽署《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不過荒漠化問題相較全
球變暖和生態危機，一直較少受到重視。東瓦希指出，部分地區的不良耕種方式
會加劇土壤退化問題，「很多地方的土壤退化都伴隨不良耕種習慣，我們的農業
生產方式會導致這個問題，當土壤質素受損，糧食產量就會下降。」
東瓦希還稱，荒漠化問題不應被忽視，「荒漠化和乾旱導致氣候變化和生物多

樣性喪失。當氣候變化加劇，就會出現旱災、洪災和風暴潮。在糧食安全方面，
不僅僅是貧窮國家，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氣候變化、旱災、洪災……這些極
端天氣沒有國界。」

應充分利用非洲自然資源
非洲國家飽受極端天氣衝擊，東瓦希認為，當地的自然資源應該得到更充分利
用，富裕國家可以發揮更多作用，在非洲尋求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從可再生
能源技術所需的礦產，再到森林、陽光和豐富的地下水儲備，非洲是一個擁有充
足自然資源、充滿解決方案的大陸。擁有資金的人應該幫助擁有自然資源的人，
這將是一個雙贏結局，有助建立夥伴關係。」
東瓦希也希望非洲各國抓住契機，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如果非洲民眾意

識到非洲能提供解決方案，就會展現更積極的態度。全球都在努力尋找應對氣候
變化的方法，這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你不會希望總是成為那個等待幫助和施捨
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糧食產量受極端天氣和地緣政治衝突衝擊，推動部分國家
限制糧食出口。彭博通訊社報道稱，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國印度加強出口限制後，
作為亞洲基準、破碎率為5%的泰國白米，增至每噸648美元（約5,065港元），
為2008年糧食危機以來最高水平。專家擔憂糧食需求增加或掀起各國新一輪貿
易保護主義浪潮，推動糧價飆升，貧窮人口會最受打擊。
分析指出，多國政府都希望確保充足糧食儲備，然而厄爾尼諾現象和俄烏衝突
持續，料加劇糧食供應不確定性。美國華盛頓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
勞比爾稱，「對於亞洲主要大米消費國的貧困家庭而言，米價上漲會加劇糧食通
脹。當一個國家實施出口禁令時，其他國家往往會仿效。世界上的窮人將是最大
輸家。」

2008年糧食危機恐再現
哈佛大學糧食安全專家蒂莫爾預計，未來6至12個月內，每噸大米

價格或會再攀升100美元（約781港元），令人回想起2008年糧食
危機，正是源自印度和越南等主要大米生產國禁止大米出口，導
致米價一度超過每噸1,000美元（約7,817港元），「當前最大
的問題是，米價究竟是漸進式上漲，能在沒有引起消費者恐慌
下逐步調整，還是會迅速飆升到每噸1,000美元或更高。」
馬來亞投資銀行集團高級經濟學家蔡赫民（譯音）認
為，更頻繁的極端天氣破壞農業生產，可能會引發更多出
口管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加劇全球糧食短缺和價格壓
力，「鑒於食品在消費中的權重較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更
容易受到類似食品價格衝擊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加拿大西岸近年出現極端天氣變化，卑詩省不但夏季
氣溫曾於2021年6月創下49.6度的全國新高紀錄，連
帶冬季氣溫亦上升。冬季冰川消失產生很多不良影
響，包括河流水位下降可能導致三文魚更難洄游和產
卵。天氣愈來愈乾燥引起山火不絕燒毀農場，令到農
民生計不保。還有，氣候變化影響釀酒業產量。
太平洋三文魚基金會指出冷水流量減少，意味着

河流變得更溫暖和更乾燥，令到原本在夏季回到卑
詩省產卵的三文魚難以適應，尤其是原本已經酷熱
的坎盧普斯目前氣溫較過往上升5度，高溫會對三
文魚產生不利影響，包括死亡。卑詩省幾乎所有河
流亦出現同樣情況，業界預計三文魚數量將會減
少，而且影響其他食用三文魚的動物群，例如虎
鯨、灰熊和人類。政府現在已限制漁民捕魚，吸引
三文魚回歸。
溫哥華島以潮濕氣候而聞名，但現在夏季變得非

常乾燥，養牛人協會表示當地牧場的牛飼料產量僅
得過往約25%至50%，而且猛烈山火已經燒毀了許
多牧場。在飼料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一些牧場被迫
考慮撲殺一些牛群。飼養牛隻日益困難，部分牧場
選擇拍賣牛隻減輕負擔，當地過往7月牛隻拍賣通

常會拍賣300至500隻牛，但今年激增至3,200隻。
牧場力促政府盡速援助，包括財政支援、協助降低
經營成本和加強雙方溝通。

卑詩省葡萄酒產量大降
釀酒師兼葡萄栽培師平特表示要在高溫下釀酒非

常艱難，所以這個行業需要就氣候極端轉變，對酒
莊進行大規模調整。平特已經轉為在夜間灌溉農
地，務能盡量減少蒸發，並從高架灌溉改為滴灌以
節約用水、調整生長季節及更嚴格測試土壤。卑詩
省葡萄酒種植商協會預計今年葡萄酒和葡萄產量，
將會下降39%至56%。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一項最新研究發現，在現有氣候變化預測模型中，主要農作物減產的風險恐被
嚴重低估。專家指出，氣候變化會繼續威脅全球糧食安全，氣候變化模型需要更審慎估計糧食減產的

可能性及其規模，推動各國加緊保護糧食系統。
該研究上月於期刊《自然通訊》發表，分析了1960年至2014年、以及2045年至2099
年的氣候變化預測模型。兩者比較發現，早年的模型明顯低估了高空急流長期徘
徊、導致特定區域出現極端高溫和持續時間，變相低估了受影響地區農作物欠
收程度。研究強調，氣候變化強化高空急流，更容易產生氣壓更高、持續
時間更久的熱穹頂，導致東亞、北美和東歐等地夏季農作物欠收。

早期模型低估熱穹頂影響
領導該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極端天氣專家科恩胡伯稱，早期
的氣候變化模型低估了熱穹頂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當我
們討論未來的糧食風險時，我們應該假設這些評估都要處於
我們預估範圍的偏低水平。」
未有參與該研究的糧食安全和氣候研究員梅赫拉比認為，
「我們需要更好的糧食系統預測模型，包括更好評估歉收的
風險。不過更重要的是，全球各國需要加強協作應對潛在危
機，迅速認識到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全球第2大橙汁生產國美國今年產量估計跌
至超過1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本季至今產量不
夠1,800萬箱，較20年前同期產量2.4億箱相距
甚遠。美國橙汁主要來源地佛羅里達州接連遭到
惡劣天氣襲擊，再遇上果樹感染柑橘黃龍病，導
致柳橙產量減少對橙汁價格構成壓力，紐約9月
冷凍濃縮橙汁（FCOJ）期貨價格上周五（11
日）升至每磅3美元，交易商預測橙汁價格仍未
見頂，可能進一步升至3.5美元。
代表接近2,000間種植場的佛羅里達州柑橘協

會行政總裁喬伊納表示，種植場面對數十年以來
最嚴峻局面，全國有90%以上的橙汁供應來自佛
羅里達州，但佛州在去年9月開始收成時遭受一
場極具破壞性的超級颶風吹襲，更在3個月後又
遭遇了一場寒流進擊，導致收成量減少。除天氣
外，喬伊納指出由吸汁木蝨傳播的柑橘黃龍病是
一種絕症，導致受感染樹木的果實「變成綠色、

畸形和苦澀」，成為美國自2005年以來首次發
現柑橘黃龍病侵蝕果樹。他表示新種植果樹亦在
1年內受到感染，至今仍未找到方法增強果樹的
免感染能力。
紐約期貨市場人士指出，橙汁產量減少一直推

高期貨交易價格，上周收市升至每磅3美元已經
遠高於去年同期報1.76美元，並且表示FCOJ期
貨價格上升，必定帶動濃縮橙汁零售價格最終跟
隨。芝加哥Price Futures Group農產品分析員斯
科維爾表示，FCOJ不是世界上一個波動最大的
市場，但其交易價格持續向上是一次令人印象非
常深刻的升勢。他指出世上沒有已知殺蟲劑可以
保護農作物不受柑橘黃龍病感染，橙汁價格難望
短期內回落。

現在幾乎不能輸出橙汁
美國農業部估計全國今年柳橙產量將下降超過

四分之一至230萬噸，總產量跌至56年來最低水
平。農業部發言人表示，柑橘黃龍病導致果實掉
落，加上產地面積減少和颶風襲擊，政府預料佛
州的柳橙產量將持續下降，拖累橙汁產量預計減
少近50%，降至8.5萬噸的歷史新低點。美國現
在幾乎不能輸出橙汁，只能勉強應付國內需求。
不過，橙汁並非生活必需品，漲價太高可能令消
費者望而卻步。美國統計局數據顯示，美國非冷
凍、非碳酸類果汁和其他飲品過去1年的價格上
升8.2%。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變暖導致氣溫不斷上升，極端天氣更為頻

繁，亦衝擊糧食生產及供應。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會議主席日

前警告，在全球氣溫升幅超過工業革命前攝氏1.5度之前，各國就

可能面臨糧食供應嚴重中斷問題。氣候危機的衝擊以及水資源短

缺、土壤荒漠化、不良耕種方式等問題，都會威脅全球農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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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限制糧食出口
米價飆升窮人成最大輸家

美研究：氣候變化模型嚴重低估農作物減產風險

颶風肆虐果樹感染 美橙汁產量世紀新低

◆加拿大盛產三文魚，氣候變化奪去商機。
成小智攝

◆美國柳橙產量減少四
分之一，加拿大和歐盟
從別國輸入。成小智攝

◆冷凍濃縮橙汁是美國人的
早餐首選。 成小智攝

◆◆印度民眾在拔除乾掉的植物莖部印度民眾在拔除乾掉的植物莖部。。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水資源短缺亦是問題之一。圖為
印度民眾在排隊取水。 網上圖片

▲ 全球米價恐持續上漲。圖為菲
律賓民眾在街巿買米。 網上圖片

◆全球多地荒漠化嚴重，土壤質素
受損，糧食產量下降。 網上圖片

糧食供應恐中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