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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莱恩·巴里认为：“全球臭氧以及南北极臭氧已经停止损耗，不过

尚未递增。”在此之前，不断有研究组织和科学家发表报告，对大气臭氧层未来的变化给出种种预测。多数科

学家认为，大气臭氧层损耗速度已经减缓，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有望在2060年前后消失。不过，也有研究认为

南极上空臭氧洞的消失将是2068年以后的事。

人们对大气臭氧层损耗的高度关注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大气中臭氧的损耗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虽然

人类做7"1P-c多措施，但是努力还远远不够。近年来的观测资料显示，就臭氧洞的面积、深度及延续时间等指

标的实际情况而言，南极上空大气臭氧层的损耗仍然很严重。例如，2000年以来，南极臭氧洞一直维持在大

面积损耗的水平上，2003、2006和2008年臭氧洞面积均超过2 500万km2，其中，2008年达到2 720万

km2，比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还大。虽然南极臭氧洞的面积每年都有变化，但目前还不能判断臭氧洞是不是已经

开始缓慢地修复。

一般认为，大气层中臭氧总量减少到220个多布森单位以下，才被认为是出现了臭氧洞。按照这个标；隹

南极上空春季臭氧总量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明显减少，但是到1982年10月才首次低于220个多

布森单位。最近5年，南极上空臭氧洞中臭氧的最低值都低于120个多布森单位。

大气臭氧层主要作用是吸收短波紫外线，保护地球上的人类和动植物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大气臭氧

层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大气臭氧层这把人类赖以

生存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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