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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气候突变 (Abrupt change/abrupt climate change)
突变是指一个系统受影响部分的变化大幅超过在近期的变化

速率。气候突变是指在几十年或更短时间气候系统发生的大

尺度变化，这一变化至少持续(或者预期持续)几十年，并使人

类系统和自然系统受到很大干扰。{WGI,II,III}

适应 (Adaptation)
针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

系统中，适应是力图缓解或避免危害，或利用各种有利机会。

在某些自然系统中，人类的干预也许有助于适应预计的气候

及其影响。1{WGII,III}

适应赤字(Adaptation deficit)
系统的现状与能够将现存气候条件和变率造成的不良影响降

到最低状态之间的差距。{WGII}

适应极限(Adaptation limit)
行为主体的目标(或系统需求)无法通过适应性行动保证其免

遭难以承受的风险时所到达的临界点。{WGII}

硬性适应极限( Hard adaptation limit)
任何适应性行动都不可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

软性适应极限(Soft  adaptation limit)
当前还没有可以通过适应性行动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

的方案。 

适应能力 ( Adaptive capacity)
指某个系统、机构、人类及其他生物针对潜在的损害、机遇、

或后果进行调整、利用、和应对的能力。2{WGII,III}

不利副作用(Adverse side effects)
在未评估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净效应情况下，针对一个目标的

政策或措施可能对其他目标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利副作用的

程度通常具有不确定性，并取决于当地的环境和实施实践等

因素。另见协同/共生效益和风险。{WGIII}

造林( Afforestation)
在历史上没有森林的地区种植新的森林。关于森林及相关术

语，如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的讨论，见《IPCC关于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特别报告》(IPCC，2000年b)。另见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3年)提供的信息以及《

关于人类活动直接引起森林和其它植被退化造成温室气体排

放的清单定义和方法学方案》报告(IPCC，2003年)。{WGI, 
III}

农业、林业和其他行业土地利用(AFOLU和FOLU/LU-
LUCF)(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 and FOLU/ LULUCF))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在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AFOLU的主要减缓方案涉及三个

战略中的一个或以上：通过保护土壤或植被中现有的碳库，

或通过减少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而防止向大气中进行

排放；封存—增加现有碳库的规模，从而提取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CO2)；替代—用生物制品替代化石燃料或能源密集型

产品，从而减少CO2的排放。需求方的措施(例如，通过减少

食物的损失和浪费、改变人类的饮食、或改变木材消耗)也可

起到一定的作用。

FOLU(林业和其他行业土地利用)，亦称为LULUCF(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它属于AFOLU的子集，是指由于

人为直接利用土地、改变土地利用和林业活动而产生的温室

气体(GHG)的排放和移除，但不包括农业排放。{WGIII}

反照率 (Albedo)
太阳辐射被某个表面或物体反射的比率，常以百分率表示。

被雪覆盖的表面具有较高的反照率；土壤的反照率由高到低

不等；而覆盖植被的地表和海洋的反照度较低。地球的行星

反照率主要因不同的云量、雪、冰、植被叶面积和地表覆盖状

况的变化而各异。{WGI,III}

测高学( Altimetry)
一种测量相对于地心某个确定的陆地参照物(地心海平面)的

地表高度的技术。{WGI}

辅助效益(Ancillary benefits)
参见协同/共生效益。{WGII,III}

归因(Attribution)
参见检测和归因。 {WGI,II}

基线/基准(Baseline/reference)
基线(或基准)是衡量变化所对比的状态。基准期是指计算距

在本术语表中定义的术语是《综合报告》核心编写

小组有意在本报告背景下解释的某些特定术语。红

色斜体字表示该术语已在本术语表中做出定义。在

本术语表中每个条目结尾处以斜体标注的各工作组

(WG)(第一工作组、第二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是指

AR5 WG的术语表，应写为：WGI(IPCC，2013年                            

a)、WGII(IPCC，2014年a)和WGIII(IPCC，2014年
b)。

1 为了反映科学的进展，本术语条目与第四次评估报告和其他IPCC报告中使用的条目的广度和重点有所不同。

2 本术语条目是根据以前的IPCC报告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2005年）中使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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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相比较的时期。在转型路径情况下，术语基线情景是指

基于下列假设的各情景：除了已生效和/或制定或计划通过的

政策之外，不会实施其它减缓政策或措施。基线情景并非旨

在预测未来，而是反事实结构，用以强调在没有加大政策力度

的情况下会发生的排放水平。基线情景通常是与为实现温室

气体(GHG)排放、大气浓度或温度变化不同目标而构建的减

缓情景相对比。术语基线情景可与基准情景和无政策情景互

换使用。该术语在许多文献中与术语照常(BAU)情景是同义

词，但BAU已不太常用，因为在作长达世纪的社会经济预估

方面，照常的含意很难理解。另见排放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

(RCP)和SRES情景。{WGI,II,III}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陆地、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的差别的总称。生物多

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

面3。{WGII,III}

生物能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BECCS)(Bioenergy and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
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应用于生物能转换过程。根

据总生命周期排放，包括总的边际间接效应(来自间接土地利

用变化(iLUC)和其它过程)，BECCS有可能实现从大气中净

清除二氧化碳(CO2)。另见封存。{WGIII}

责任分担/亦称努力分担(Burden sharing/effort sharing)
在减缓情况下，责任分担是指共同努力，与通常按某些标准划

定的历史或预估水平相比，减少温室气体(GHG)的源或增加

温室气体(GHG)的汇，同时各国共同承担成本负担。{WGIII}

坎昆协议(Cancún Agreements)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6次缔约方大会

(COP)上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以下内容：新设立的

绿色气候基金(GCF)、新建立的技术机制、一个推动有关适

应讨论的进程、一套报告减缓承诺的正式程序、一个把全球

地表平均温度升幅限制在2°C以内的全球目标，以及一项针对

那些在减缓努力方面接受国际支持国家的有关测量、报告和

核查(MRV)的协议。{WGIII}

坎昆承诺(Cancún Pledges)
许多国家在2010年期间向气候变化秘书处提交了本国现有的

温室气体(GHG)排放控制计划，这些建议现已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予以了正式承认。发达国家以整

体经济部门减排目标的形式提出了自身的计划，时限大多到

2020年，而发展中国家以行动计划的形式提出了限制排放增

长的方式。{WGIII}

碳循环(Carbon cycle)
此术语用于描述碳(以各种形式，如像二氧化碳(CO2))流经

大气、海洋、陆地和海洋生物圈以及岩石圈的过程。在本报

告中，全球碳循环的基准单位是GtCO2或GtC(十亿吨碳= 1 
GtC = 1015克碳，这相当于3.667 GtCO2)。{WGI, II, III}

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这是将相对纯的二氧化碳(CO2)流体从工业和与能源有关的

源中分离(捕获)、控制、压缩并运至某个封存地点，使之与大

气长期隔离的过程。另见生物能源和碳捕获与封存(BECCS)
和封存。{WGIII}

二氧化碳清除(CDR)(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
二氧化碳清除方法指为了通过以下方式从大气中直接清除二

氧化碳(CO2)的一套技术：(1)增加天然碳汇，或(2)采用化学

工程清除CO2，旨在降低大气CO2浓度。CDR方法涉及海洋

系统、陆地系统和技术系统，其中包括铁肥化作用、大规模

造林，以及采用工程化学手段从大气 中直接捕获 到CO2等

方法。某些CDR方法属于地球工程类，虽然对于其它方法并

非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其特定CDR 活动的强度、规模和影

响。CDR与减缓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而且在当前给出的两

个定义之间可能有部分重叠(IPCC, 2012年b, 第2页)。另见太

阳辐射管理(SRM)。{WGI, III} 

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
按另一个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产出能源的使用或运

输等)单位释放的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WGIII}

碳价(Carbon price)
避免或将二氧化碳(CO2)或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物排入大气的

价格。它可指碳税率或按排放许可额度的价格。在很多用于

评估减缓经济成本的模型中，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表示减缓

政策努力程度的替代参数。{WGIII}

碳税(Carbon tax)
对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征收的一种税。由于基本上化石燃料

中所有的碳最终作为二氧化碳(CO2)排放，因此碳税相当于

对CO2排放征收的排放税。{WGIII}

气候(Climate)
狭义上的气候通常被定义为平均天气状态，或在更严格意义

上，则被定义为对某个时期(从几个月到几千年乃至几百万年

不等)相关变量的均值和变率进行统计描述。根据世界气象组

织的规定，求出这些变量均值的时间长度一般为30年。相关

变量通常指地表变量，如温度、降水和风。广义上的气候是指

3 该术语参考的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Heywood, 1995年)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2005年)中所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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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系统的状态，包括其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WGI, II, III}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指气候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根据气候特征的均

值和/或变率的变化进行识别(如采用统计检验方法)，而且这

种变化会持续一段时间，通常为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气候变化

可能归因于自然的内部过程或外部强迫，如太阳活动周期的

改变、火山喷发，以及人类活动对大气成分或土地利用的持

续改变。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条

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人类活动的气候变

化，而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大气成分，这种气候变化是同期观

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之外的变化”。因此，UNFCCC明确区分

了可归因于人类活动改变大气成分后的气候变化和可归因于

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另见检测和归因。{WGI, II, III}

气候极端事件(极端天气或气候事件)Climate extreme (ex-
treme weather or climate event)
参见极端天气事件。{WGI, II}

气候反馈( Climate feedback)
指一个气候变量的扰动引起第二个气候变量的变化，而第二

个气候变量的变化最终又导致第一个气候变量出现额外变化

的相互作用。负反馈是初始扰动被它引起的变化削弱的过程；

正反馈则是初始扰动被它引起的变化加强的过程。在第五次

评估报告中，通常使用某种较为狭义的定义，即受扰动的气

候量指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该温度反过来又引起全球辐射收

支的变化。在任一情况下，初始扰动要么受到外部强迫，要么

作为内部变率出现。{WGI, II, III}

气候融资(Climate finance)
气候融资尚无一致的定义。气候融资这个术语既适用于在全

球范围内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也可适用于流入发展中

国家的资金，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文献中分为上述两大

类，而每一类包括几种概念，其中最常用的包括： {WGIII}

增量成本 (Incremental costs)
与一个参考项目相比，一个减缓或适应项目增量投资的

资本成本和运营维护成本的变化。它可以通过计算两个

项目净现值的差异来获得。

增量投资(Incremental investment)
与一个参考项目相比，一个减缓或适应项目初期投资所

需的额外资本。

气候资金总量 (Total climate finance)
其预期效果旨在降低温室气体(GHG)净排放和/或提高

对气候变率和预估气候变化这两种影响的抗御能力的

所有资金流动。其中包括用于减缓和适应目前的气候变

率和未来的气候变化的私人和公共资金、国内和国际流

动、支出。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总量(Total climate fi-
nance flow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来自发达国家且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总量金

额。其中包括私人和公共资金。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气候资金(Private climate fi-
nance flow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由居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行动方给予的资金与投资，

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缓和适应活动。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气候资金(Public climate fi-
nance flow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双边机构以及多边机构为在发展

中国家开展的减缓和适应活动提供的资金。提供的大多

数资金是优惠贷款和赠款。 

气候模式(谱或格点层) (Climate model (spectrum or hi-
erarchy))
气候系统的数值表现形式，它建立在气候系统各部分的物理

学、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的基础上，

并解释部分其已知特性。气候系统可用不同复杂程度的模式

描述。即：对于任一分量或分量组合，均能够用模式的谱或格

点层予以识别，但在某些方面有区别，如空间维度的数量、所

明确代表的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的范围，或所涉及的经验

参数化的应用水平等。耦合的大气-海洋环流模式(AOGCM)

可描述接近或处于现有谱最全面一端的气候系统。目前有一

种朝着化学和生物学相互作用的更复杂模式方向发展的趋

势。气候模式不仅用作一种研究和模拟气候的科研工具，而且

还有业务用途，包括月、季、年际气候预测。{WGI, I, II}

气候预估(Climate projection)
气候预估是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GHG)和气溶胶的未来排放

或浓度情景做出的模拟响应，一般使用气候模式计算得出。

气候预估与气候预测的区别在于前者依赖于所采用的排放/
浓度/辐射强迫情景，而情景又建立在各种假设的基础之上，

例如：涉及未来也许会或也许不会实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

展。{WGI,II,III}

气候韧性路径(Climate-resilient pathways)
为了降低气候变化相关的干扰和增加气候变化有关的机会，

在复杂的系统内部管理变化的迭代过程。{WGII}

气候响应(Climate response)
见气候敏感性。{WGI}

气候敏感性(Climate sensitivity)
在IPCC报告中，平衡的气候敏感性(单位：℃)指在大气中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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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CO2)浓度当量翻倍之后全球年平均表面温度的平衡(稳

定状态)变化。由于受计算的限制，气候模式中平衡的气候敏

感性有时通过运行一个与混合层海洋模式耦合的大气环流模

式进行估算，因为平衡的气候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大

气过程决定的。可运行效率高的模式，以实现与海洋动力的平

衡。气候敏感性参数(单位：℃(W m–2)–1)指在辐射强迫中单位

变化之后全球年平均表面温度的平衡变化。 

有效气候敏感性(单位：°C)是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对二氧化碳

浓度翻倍作出响应的一个温度估测值，二氧化碳浓度评估是

根据对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不断演变的非平衡条件模拟的输出

结果或根据观测的结果作出。有效气候敏感性是衡量某特定

时间的气候反馈强度，它或可随历史强迫过程和气候状态的

变化而变化，因此也可不同于平衡的气候敏感性。 

瞬变气候反应(单位：°C)是在气候模式的模拟中(其中二氧化

碳以每年增加1%的速度上升)按20年周期平均的当大气二氧

化碳含量翻倍时所得到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变化。它是用于

衡量地表温度对温室气体(GHG)强迫做出响应的强度和速

度。{WGI,II,III} 

气候系统(Climate system)
气候系统是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系统：大气、水

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

系统随时间演变的过程受到自身内部动力学的影响，还受到

外部强迫影响，诸如火山喷发、太阳活动变化和人为强迫影

响，如不断变化的大气成分和土地利用变化等。{WGI,II,III}

气候变率( Climate variability)
指在单一天气事件以外的各种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平均

状态的变化，以及其它相关统计量(如标准差、极端事件的发

生率等)的变化。气候变率可能是由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过程

(内部变率)所造成，也可能是由自然或人为外部强迫(外部变

率)所导致。另见气候变化。{WGI,II,III}

二氧化碳当量(CO2-eq)浓度( CO2-equivalent (CO2-eq) 
concentration)
如同某一给定的二氧化碳混合体和其它强迫分量，二氧化碳

(CO2)浓度可引起相同的辐射强迫。这些浓度值可仅考虑多

种温室气体(GHG)，或考虑GHG和气溶胶以及表面反照率

变化的综合情况。CO2-当量浓度是用于比较某个特定时间

点不同强迫分量混合体的辐射强迫的一项衡量标准，但该浓

度既不等于对应的气候变化响应，也不代表未来的强迫。在

CO2-当量排放与作为结果的CO2-当量浓度之间一般没有关

联。{WGI,III} 

二氧化碳当量(CO2-eq)排放(CO2-equivalent (CO2-eq) 
emission)

指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作为温室气体(GHG)或者温室气体混

合体的排放量，能够产生同样综合辐射强迫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用温室气体排放量乘以全球增暖潜

势(GWP)就可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此处所用不同GHG
的GWP值可参见WGI第8章表8.A.1和WGIII附录II.9.1)。温
室气体混合体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则是每种气体的二氧化碳

排放当量之和。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是比较不同种温室气体排

放量时的一个通用尺度，但并非意味着能够产生相应的气候

变化响应。在CO2-当量排放与作为结果的CO2-当量浓度之间

一般没有关联。{WGI,III}

协同效益(Co-benefits)
在未考虑对总体社会福利的净影响情况下，为了达到某一目标

的一项政策或措施可能对其他目标产生的积极效果。协同效

益常常具有不确定性，依赖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实施方式等

其他因素。协同效益也称作附加效益。{WGII,III}

信度(Confidence)
根据证据的类型、数量、质量和符合度(如机理方面的认知、

理论、数据、模型、专家判断)以及这些证据的一致程度，对

某一发现有效性的表述。在本报告中，信度以定性方式表述

(Mastrandrea等, 2010年)。信度水平参见WGI AR5图1.11；
可能性修饰词一览表参见WGI AR5表1.2；参见WGII AR5文
框1-1。另见不确定性。{WGI,II,III}

低成本高成效(Cost-effectiveness)
如果一项政策以较低成本实现了一项特定政策目标，那么这项

政策更具低成本高成效。综合模式大致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

方案，除非它们存在具体受限，从而表现出其他行为。具备成

本效益的减排情景都是基于程式化的实施方式，在这种方式

中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部门对二氧化碳(CO2)和其它温室气

体(GHG)实施单一的价格，而且该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

升，以便获得最低的全球贴现成本。{WGIII}

脱碳(Decarbonization)
国家或其他实体旨在实现低碳经济或个人旨在减少碳消耗的

过程。{WGII,III}

毁林(Deforestation)
指林地转变为非林地。有关森林这个术语以及对与之相关术

语，如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的讨论，参见《IPCC关于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特别报告》(IPCC，2000b)。另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3年)以及《IPCC
关于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森林和其它植被退化造成的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的定义和方法学方案报告》(IPCC，2003年)所提

供的信息。{WGI,II}

检测和归因(Detection and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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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检测是在某种统计意义的定义下揭示气候或被气候影

响的系统已发生变化的过程，而不提供对这种变化的原因的

解释。在观测中检测到一个确定的变化，如果其偶然发生的

可能性仅仅是由于内部变率本身，则可被确定为小概率，例如

<10%。归因是评估多种因果因素对具有统计置信度赋值的变

化或者事件相对贡献的过程(Hegerl等, 2010年)。{WGI,II}

检测气候变化的影响(Detection of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识别一个自然、人类或管理系统相对于某个基线的变化。基

线描述了未发生气候变化状态下的特征，它可以是静态的或

动态的(例如由于土地利用变化)。{WGII}

灾害(Disaster)
由于危险的自然事件与脆弱的社会条件相互作用而造成的

一个社区或一个社会正常功能的巨大改变，会导致范围广泛

对人类、物质、经济或环境的不利影响，需要立刻紧急响应

来满足关键的人类需求，并且可能需要外界的支持来实现恢

复。{WGII}

贴现(Discounting)
一种数学运算，旨在使在不同时间(年份)收取或支出的货币(

或其他)数量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贴现者使用一个固定的或

是随时间变化的年贴现率(>0)，这样可以表示未来的价值小

于今天的价值。{WGII,III}

干旱(Drought)
异常干燥的天气持续造成水文严重失衡的时期。干旱是相对

的，因此，任何关于降水不足的讨论必须是指与此特定与降

水有关的活动。例如，生长季节降水不足将影响作物生产或

者总的生态系统功能(由于是土壤水分干旱，也被称为农业干

旱)，径流和渗透期主要影响供水(水文干旱)。土壤水分和地

下水的贮存变化除了受降水量减少的影响，还受实际蒸散量

增加的影响。异常降水不足的时期被称为气象干旱。大旱指

持续时间长的大范围干旱，比一般干旱持续时间要长得多，通

常为十年或更长时间。关于相关的指标，见WGI AR5文框2.                
4。{WGI,II}

早期预警系统(Early warning system)
制作和分发及时有意义的预警信息所需的一整套能力，以使

受灾害威胁的个人、社区和组织能够迅速适当地采取行动，减

小损害和损失的可能性4。{WGII}

地球系统模式(ESM)(Earth System Model (ESM))
包括了反映碳循环的大气-海洋耦合大气环流模式，可对大气

CO2或相容排放作交互式计算。它可能还包括其它的模块(

例如，大气化学、冰盖、动态植被、氮循环以及城市或作物模 

式)。另见气候模式。{WGI,II}

生态系统(Ecosystem)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其非生物环境及其内部和之间相互作用

组成的功能单位。一个给定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及其空

间界限取决于定义生态系统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比较

集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比较分散。生态系统的边界可随时

间变化。生态系统嵌套在其它生态系统内，而且其范围可以从

很小一块到整个生物圈。当前，大多数生态系统或者包含作为

关键生物的人，或者其环境中受人类活动的影响。{WGI,II, 
III}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过程或功能对个人或社会普遍具有货币价值或非货币价

值。这些通常分为(1)支撑服务，例如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

维持，(2)供给服务，例如粮食、纤维或水产品，(3)调节服务，

例如气候调节或碳封存，(4)文化服务，例如旅游或精神生活

和美学体验。{WGII,III}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El Niño-Southern Oscilla-
tion (ENSO))
厄尔尼诺一词最初用于描述一个周期性出现的沿厄瓜多尔和

秘鲁海岸流动的暖水洋流，它可干扰当地的渔业。随后，人

们发现它主要表现为日界线以东热带太平洋的海盆尺度的

变暖。这一海洋事件伴有全球热带和副热带地面气压型的振

荡，被称作南方涛动。这种时间尺度为2-7年的大气-海洋耦

合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通常用塔希提岛

与达尔文之间地面气压的距平差或者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

海表温度来度量ENSO的强度。在ENSO事件期间，盛行的

信风减弱，令海洋上升流减弱，海流改变，海面温度升高，信

风进一步减弱。 这一事件对热带太平洋的风况、海面温度和

降水形势产生很大影响，并且通过全球遥相关对整个太平洋

区域和世界其它许多地区产生气候影响。ENSO的冷相位称

为拉尼娜。相应的指标，见WGI AR5文框2.5。{WGI,II}

排放情景(Emission scenario)
关于对辐射有潜在作用的物质(如温室气体(GHG)、气溶胶)

未来排放趋势的合理表述，它是基于具有连贯性和内部协调

性的驱动因素(如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发展、技术变革、能源

和土地利用)及其相互之间重要联系所提出的一组假设。以

排放情景为基础得到的浓度情景用作气候模式的输入项，以

计算出气候预估结果。IPCC(1992)提出的排放情景系列，

成为IPCC(1996)气候预估的基础，该系列排放情景被称作

IS92情景系列。在《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Nakicenovic
和Swart，2000)中发布的情景系列被称作SRES情景系列，

其中一些情景已经成为IPCC WGI TAR(2001a)第9-11章以

4 本术语条目是依据UNISDR (2009)和IPCC (2012a)中所使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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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PCC WGI AR4(2007)第10和11章以及IPCC WGI AR5 
(IPCC,2013b)中介绍气候预估的基础。新的气候变化排放

情景，即四个典型浓度路径，是面向本次IPCC评估而且是

独立研发的情景系列。另见基线/基准、减缓情景和转型路

径。{WGI,II,III}

能源可及性(Energy access)
获得用于炊事、取暖、照明、通讯和生产用途的清洁、可靠、

经济上可负担的能源服务的途径(AGECC, 2010)。{WGIII}

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能源利用与经济或物理产出之比。{WGIII}

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一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即维持能源供应充足稳定、供

应量可预测。其措施包括：在能源价格稳定且有竞争力的情况

下保持能够充分满足国家能源需要的能源资源，保持能源供

应的抗风险能力；扶持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建立充足的基础

设施，用于能源的产生、储存、运输；确保可执行的能源交付

合同。{WGIII}

集合(Ensemble)
应用于气候预测或预估的一组模式模拟的组合。初始条件和

模式构成的差异会引起所模拟系统的不同演变，此外在气候

预报中，能够提供与模式误差和初始条件误差相关的不确定

性信息，在气候预估中，能够提供与模式误差和内部所产生的

气候变率有关的不确定性信息。{WGI,II}

平衡气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
见气候敏感性。{WGI}

富营养化(Eutrophication)
水体中氮和磷等营养物质过剩。它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之

一。富营养化最为严重的两个现象是缺氧(或氧气损耗)和有

害的藻华。{WGII}

暴露度(Exposure)
人员、生计、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和服务以及各种资

源、基础设施或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处在有可能受到不利

影响的位置。{WGII}

外部强迫(External forcing)
指在气候系统之外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强迫因素。火山喷发、

太阳变化和人为改变大气成分以及土地利用变化都属于外部

强迫。轨道强迫也属于外部强迫，比如日照的变化随轨道参

数偏心率、倾角和两分点的岁差变化。{WGI,II}

极端天气事件(Extreme weather event)

是一种在特定地区和年内某个时间的罕见事件。罕见的定义

有多种，但极端天气事件的罕见程度一般相当于观测资料估

计的概率密度函数的第10或第90个百分位数。按照定义，在

绝对意义上，极端天气特征因地区不同而异。当一种类型的

极端天气持续一定的时间，如一个季节，它可能可以归类于一

个极端气候事件，尤其是如果该事件产生的平均值或总量达

到了极端状态(如：一个季节的干旱或强降雨)。{WGI,II}

反馈(Feedback)
见气候反馈。{WGI,II}

洪水(Flood)
河流或其它水体溢出正常界限，或在通常不被淹没的地区积

水。洪水包括河道(河流)洪水、山洪暴发、城市洪涝、雨成洪

水、污水漫溢、海岸洪水、冰川湖溃决洪水。{WGII}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
是指人们安全获取正常生长丶发育和积极健康生活所需足够

数量安全和营养的粮食的主导状态。{WGII,III}

森林(Forest)
以树木为主的植被类型。世界上目前对森林有多种定义，反

映了在生物地球物理条件、社会结构和经济等方面的广泛差

异。关于森林一词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术语，如造林、再造林、

和毁林，见《IPCC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

别报告》(IPCC，2000b)。另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2013)和《IPCC关于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森林和

其它植被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清单的定义和方法学方案报

告》(IPCC，2003)所提供的信息。{WGI,III}

燃料贫困(Fuel poverty)
住户无法保证消费一定水平的家用能源服务(尤指采暖)或难

以承受此类支出的情况。{WGIII}

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
旨在刻意改变气候系统，以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的方法

和技术。大多数(但非所有)的方法是寻求(1)减少气候系统吸

收的太阳能量(太阳辐射管理)或(2)增加大气中的净碳汇，其

规模之大足以改变气候(二氧化碳清除)，其中规模和目的最

重要。受到特别关注的地球工程方法中的两个关键特征是，

它们可在全球或区域尺度上利用或影响气候系统(如大气、陆

地或海洋)，和/或能够产生跨国界的、实质性的、无法预料的

副作用。地球工程不同于人工影响天气或生态工程，但是它

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IPCC，2012b，第2页)。{WGI,II,III}

全球气候模式(也称为大气环流模式，均缩写为GCM)(Glob-
al climate model (also referred to as general circula-
tion model, both abbreviated as GCM))
参见气候模式。{WG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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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温度变化潜势(GTP)(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Potential (GTP))
一种指数，用于衡量与基准物质二氧化碳(CO2)相比，单位质

量某种物质排放造成的在选定时间点上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

变化。因此，全球温度变化潜势(GTP)表示这些物质滞留在

大气中不同时间的综合影响及其对造成辐射强迫的效力以及

对气候系统响应的效力。GTP分为两方面的定义：

• 固定GTP：基于未来固定时段(比如100年时段的

GTP100 )

• 动态GTP：基于某个目标年份(比如预计全球平均

温度会达到目标水平的年份)。在动态GTP中，时

段随目标年份的临近而缩短，因此GTP值会因未

来的进一步排放而变化。{WGI Chapter 8}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是指观测到的或预估的全球地表温度呈现逐渐

上升的趋势，并属于人为排放造成的辐射强迫的后果之

一。{WGIII}

全球增暖潜势(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一种指数，用于衡量与基准物质二氧化碳(CO2)相比，单

位质量某种物质在选定时间段内累积排放造成的辐射强

迫。GWP表示这些物质滞留在大气中不同时间的综合影响及

其对造成辐射强迫的效力。{WGI,III}

危害(Hazard)
可能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物理事件或趋势，或物理影响，并可

造成生命损失、伤害或其它健康影响，以及可造成财产、基础

设施、生计、服务提供、生态系统以及环境资源的损害和损

失。在本报告中，危害一词通常是指与气候相关的物理事件或

趋势或其物理影响。{WGII}

热浪(Heat wave)
一段时间内异常且使人不适的炎热天气。{WGI,II}

水文循环(Hydrological cycle)
在该循环中水从海洋和地表蒸发，作为水汽被带入地球大气

环流，凝结成云，又以雨或雪的形式降落到海洋和陆地上，它

在陆地上可被树木和植被截获，在地表产生径流，渗入土壤，

补充地下水，流入河流，最终注入大海，又从海洋再次蒸发。

涉及水文循环的各种系统通常被称作水文系统。{WGI,II}

影响(后果、结果)(Impacts (consequences, outcomes))
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作用。在本报告中，影响一词主要是指极

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作用。

通常，影响是指由于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气候变化或危

险气候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暴露的社会或系统的脆弱性

而对生命、生活、健康状况、生态系统、经济、社会、文化、服

务和基础设施产生的作用。影响也被称为后果和结果。气候变

化对地球物理系统的影响(包括洪水、干旱以及海平面上升)

是影响的子集，称为物理影响。{WGII}

间接排放(Indirect emissions)
间接排放是在定义明确的范围内，如某个区域、经济部门、公

司或流程的边界内各种活动的后果，但却是在规定的边界之

外产生的。例如，如果排放与热量利用有关，但物理上却发生

在热量用户的边界之外，或者排放与发电有关，但物理上却

发生在供电行业的边界之外，那么这类排放可描述为间接排

放。{WGIII}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一段工业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社会和经济后果的时期，发端

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并扩展到欧洲，后来扩展到其他国

家，包括美国。蒸汽机的发明是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触发点。

工业革命标志着在使用化石燃料方面特别是化石二氧化碳

(CO2)的排放出现强劲增长的开端。虽然有些武断，但本报告

中的术语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分别是指1750年之前和之后的

时段。{WGI,II,III}

综合评估(Integrated assessment)
一种分析方法，其可在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框架下把物理学、生

物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结果和模型与这些组成部分

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起来，以评价环境变化的状态和后果以

及应对政策。另见综合模型。{WGII,III}

海岸带综合管理(ICZM)(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
agement (ICZM))
根据所有的海岸栖息地和利用情况，对海岸地区进行可持续

管理的一种综合性方法。{WGII}

综合模型(Integrated models)
综合模型是研究多个经济部门间或特定系统(如能源系统)各

成分间的互动。研究转型路径时，这类模型至少能对能源系

统及其与整体经济的联系给出全面的分类描述，从而做到可

以考虑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综合模型也可包括对

整体经济、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LUC)、气候系统的描

述。另见综合评估。{WGIII}

内部变率(Internal variability)
参阅气候变率。{WGI}

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
如果动力系统通过自然过程从扰动状态中恢复所需的时间尺

度远长于该系统达到其扰动状态的所用时间，则在给定的时

间尺度上，这种扰动状态定义为不可逆的。本报告关注的时

间尺度是从百年到千年。另见临界点。{W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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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 (Land use and land-use 
change)
土地利用是指在某种土地覆盖类型上做出的所有安排、活

动和措施(一系列人类行动)。土地利用这一术语也用于针对

社会和经济目的所管理的土地(例如放牧、木材采伐和水土

保持)。城市土地利用是在城市和内陆地区使用土地。城市土

地利用意味着会对城市管理、结构、形态产生影响，因此也

会对能源需求、温室气体(GHG)排放和交通等方面产生影

响。{WGI,II,III}

土地利用变化 (LUC) (Land-use change (LUC))
是指人类利用或管理土地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而可能导

致土地覆盖的变化。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影响

地表反照率、水分蒸腾、温室气体(GHG)源与汇，或气

候系统的其他性质，因此可造成辐射强迫和/或对局地

或全球气候带来其他影响。另见《IPCC关于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IPCC, 2000b). 

间接土地 利用变化  ( i LU C)  ( I n d i r e c t  l a n d -
use change (iLUC))
是指异地农产品生产水平变化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通

常由市场调节或政策驱动。例如，若粮食用地改种能源

作物，人们可能会去别处滥砍滥伐森林以获得农地。另

见农业、林业与其他土地利用(AFOLU)、造林、毁林和

再造林。

泄露(Leakage)
在执行减缓政策时，某一辖区/部门(与某一基线相比较)减排

量在某种程度上被该辖区/部门外的排放增加量所抵消的现

象，而这种增排是由辖区/部门之间消费、生产、价格、土地利

用和贸易的变化造成。无论是一个项目、一个州、一个省、一

个国家，还是世界上的一个区域，多个层面都可能发生泄漏现

象。

在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CCS)的上下文中，CO2泄漏是指注

入的二氧化碳(CO2)从存储位置最终释放到大气中的逃逸。

在谈到其它物质的情况下，该术语涵盖的范围更宽泛，例如

指甲烷(CH4)泄漏(例如，从化石燃料的开采活动)，和氢氟烃

(HFC)泄漏(例如，从制冷和空调系统)。{WGIII}

可能性(Likelihood)
某个特定结果的发生几率，可以采用概率估算。本报告中用

一套标准术语来表述(Mastrandrea等，2010年)，见WGI 
AR5表1.2和WGII AR5文框1-1。另见可信度和不确定性。 
{WGI,II,III}

锁定(Lock-in)
当市场困于一个标准而无法摆脱，市场参与者无法做出对其

更为有利的选择时，锁定发生。本报告中锁定被用做路径依

赖时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路径依赖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所做

的决策、所发生的事件或所得到的结果可制约在稍后时间点

所开展的适应、减缓或所采取的其他行动或选择的一般情

况。{WGII,III}

低悔政策(Low regrets policy)
在当前气候情景下和一系列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能够产生净

社会和/或经济效益的政策。{WGII}

基于海洋的冰盖(Marine-based ice sheet)
是包括一大片位于海面以下且其边缘与海洋接触的冰盖。最

知名的例子是南极西部冰盖。{WGI}

经向翻转环流(MO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
tion (MOC))
海洋中经向(北-南)翻转环流，其量值是各深度层或密度层上

质量输送量的纬向(东-西)之和。在北大西洋，远离副极地地

区，MOC(原则上是可观测量)常以温盐环流(THC)来表示，

温盐环流是一种并不全面的概念性解释。须谨记的是，MOC
也是由风驱动，而且还可包括较浅层的翻转环流圈(比如发生

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上层)，在环流圈中暖(轻)水的浅层水向

极地方向流动，转变为密度略高的水，并在海洋更深层向赤

道方向潜沉。{WGI,II}

(气候变化)减缓(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为减少温室气体(GHG)的排放源或增加温室气体的汇而进

行的人为干预。本报告也评估减少其他物质源的人为干预活

动，这些活动可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气候变化，例如，可减少可

直接改变辐射平衡(例如，黑碳)的颗粒物质的排放，或者可用

于控制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污染物

的措施，而这类污染物能够改变对气候有间接影响的对流层

臭氧浓度。{WGI,II,III}

减缓情景(Mitigation scenario)
对未来作的似乎合理的描述，即设想落实减缓政策和措施后

(被研究的)系统将如何应对。另见基线/参照、排放情景、代表

性浓度路径(RCP)、SRES情景和转型路径。{WGIII}

净负排放(Net negative emissions)

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相较于被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更

多的温室气体(GHG)被隔离或被存储，而此时，可出现净负排

放的情况。{SYR Box 2.2, footnote 29} 

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
海洋酸化是指海洋pH值长期(通常为几十年或以上)减小，这

主要是由于吸收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所致，但也可由于

海洋中其它化学物质增加或减少所致。人为海洋酸化是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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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造成pH值减小的部分(IPCC，2011，p.37)。{WGI,II}

超出路径(Overshoot pathways)
其中相关参数暂时超过或超出长期目标的排放、浓度或温度

路径。{WGIII}

最低含氧区(OMZ)( Oxygen Minimum Zone (OMZ))
氧饱和量为海洋中最低值的公海中层水(200-1000米)。氧气

的耗减程度主要取决于细菌对有机物质的消耗，OMZ的分布

受大尺度海洋环流的影响。近海中的OMZ可延伸至大陆架，

而且还可能影响海底生态系统。{WGII}

多年冻土(Permafrost)
至少连续两年处于或低于0°C的地面(土壤或岩石以及所含的

冰和有机物)。{WGI,II}

pH值 (pH)
pH值是根据氢离子(H+)浓度测定水(或任何溶液)酸度的

无量纲度量。pH值根据对数标度pH=–log10(H+)进行测

量。因此，pH值降低一个单位相当于H+浓度或酸度增加10
倍。{WGI}

贫困(Poverty)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流派有不同的定义。贫

困可以指物质条件(如匮乏、处于被剥夺局面、或资源有限)、

经济状况(如生活水平、不够平等或经济地位)和/或社会关系

(如社会阶层、依赖他人、遭遇排斥、缺乏基本安全或缺乏权   

利)。{WGII}

工业化前(Pre-industrial)
参加工业革命。{WGI,II,III}

私人成本(Private costs)
私人成本由开展活动的个人、公司或其他私人实体承担，而社

会成本另外包括对环境和对整个社会的外部成本。由于测量

所有相关影响较困难，所以对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定量估

计可能会不完整。{WGIII}

预估(Projection)
预估是指一个参量或一组参量未来潜在的演变，通常是借助

于模式计算得出。与预测不同，预估是以相关假设为前提条

件，例如假设未来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

会实现。另见气候预估。{WGI,II}

辐射强迫(Radiative forcing)
在先前IPCC评估报告中，驱动因子的力量可由辐射强迫(RF)
量化，单位用每平方米瓦特(W/m2)表示。RF是驱动因子造成

的能量通量的变化，可通过对对流层或大气层顶进行计算得

出。{WGI}

关切理由(RFC) (Reasons For Concern (RFCs))
分级框架的要素，关切理由的概念由IPCC第三次评估报

告(IPCC,2001b)首次提出，旨在通过综合考虑影响、风险

和脆弱性来协助判断气候变化发展到哪种程度后可能是

危险的(引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          

条)。{WGII}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REDD)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
tion (REDD))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措施，使其减少森林土地的排放，并

投资于低碳可持续发展(SD)路径，从而为储存在森林中的

碳创造金融价值的做法，所以也是一种通过避免毁林实现减

缓的机制。REDD+比再造林和森林退化更为广泛，包括森

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及加强森林碳储存的作用。这个概念

第一次提出是在2005年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1次缔约方大会

(COP)上，2007年在巴厘岛召开的第13次COP更加认可了

这个概念并将其纳入了“巴厘岛行动计划”，呼吁制定“关于减

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和发展中

国家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及加强森林碳储存作用相关

事务的政策方法和积极的激励措施”。从那之后，对REDD的

支持力度加大而且慢慢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国家支持的行动框

架。{WGIII}

再造林( Reforestation)
在以前为森林，但已转作他用的土地上种植森林。关于森林

和有关的一些术语，如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的讨论见《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报告》(IPCC，2000        
b)。另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供的信息(UN-
FCCC，2013)。另见《关于因人类活动直接引起森林和其它

类型植被退化造成温室气体排放而对清单进行定义和对方法

进行选择的报告》(IPCC，2003)。{WGI,II,III}

代表性浓度路径(RCP)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
一组包括了所有温室气体(GHG)、气溶胶和化学活性气体

排放和浓度时间序列，以及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状况的情景

(Moss等，2008)。‘代表性’一词表示每个RCP只是导致具体

辐射强迫特征的许多可能情景之一。路径一词强调不仅长期

浓度水平很有意义，而且达到该水平过程中所动态形成的轨

迹也很有意义(Moss等，2010年)。

RCP通常指到2100年之前的浓度路径的比例，综合评估模

式为其计算出了相应的排放情景。扩展浓度路径(ECP)描述

了从2100年扩展到2500年的RCP，在计算中使用了利益相

关方商定的简单规则，并不代表完全协调一致的情景。

利用综合评估模式计算得到的四种RCP情景是从已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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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选取的，并作为本次IPCC评估工作即第一工作组第五

次评估报告第11章至第14章气候预测和预估的基础(IPCC, 
2013b)：

RCP2.6 
在该路径中辐射强迫在2100年之前达到约3W/m2的峰

值，随后出现下降(相应的ECP假设2100年之后的排放

达到恒定水平)。

RCP4.5和 RCP6.0 
两种中等的稳定路径，其辐射强迫在2100年之后分别

大致稳定在4.5Wm-2和6Wm-2左右(相应的ECP假设

2150年之后的浓度达到恒定水平)。

RCP8.5 
高浓度路径，其辐射强迫在2100年之前超过8.5Wm-2
并在之后一定时间内持续上升(相应的ECP假设2100年
之后的排放达到恒定水平，2250年之后的浓度达到恒

定水平)。

对未来情景的进一步说明，请参见第一工作组AR5文框1.1。另
见van Vuuren等，2011年。{WGI,II,III}

恢复力(Resilience)
某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处理灾害性事件、趋势或扰动，并在

响应或重组的同时保持其必要功能、定位及结构，并保持其

适应、学习和改造等能力的能力5。{WGII,III}

风险(Risk)
在承认价值具有多样性时一种危及有价值的事物、且结果不

确定的潜在后果。风险通常按如下方法表示：灾害事件或趋

势的发生概率或可能性乘以这些事件或趋势发生后产生的影

响。本报告中术语风险通常用于指那些对生命、生活、健康、

生态系统和物种、经济、社会和文化资产、服务(包括环境服

务)和基础设施有负面后果，且结果不确定的可能性。{WGII, 
III}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实施的计划、行动或政策，其目的是降低风险的可能性和/或
后果，或是应对后果。{WGII}

封存(Sequestration)
陆地库或海洋库吸收(即将有关物质加入库中)含碳物质特别

是二氧化碳(CO2)的过程。生物封存包括从大气中直接移除

CO2，方法有土地利用变化(LUC)、造林、再造林、植被恢复、

填埋场碳储存、以及增加农业土壤碳的做法(耕地管理、牧

场管理)。在部分文献中，(碳)封存也指二氧化碳捕集和储存

(CCS)，但本报告无此用法。{WGIII}

汇(Sink)
任何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GHG)、气溶胶或GHG或气溶胶

前体物的过程、活动或机制。{WGI,II,III}

碳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
多排放一吨二氧化碳(CO2)形式的碳所造成的气候破坏(破坏

以正值表示)的净现值，其依赖于与带有排放相关的全球历时

排放曲线。{WGII,III}

社会成本(Social costs)
见私人成本。{WGIII}

太阳辐射管理(SRM)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
太阳辐射管理指对地球短波辐射收支进行故意调整，以期按

照给定的度量标准(地表温度、降水、区域影响等)减缓气候变

化。人工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和云增亮是SRM技术的两个例

子。对于长波辐射收支快速响应组分(如卷云)的干预方法尽

管不能严格算作SRM，但也与SRM有关。SRM技术并不属于

通常定义下的减缓和适应(IPCC，2012b，第2页)。另见二氧

化碳移除(CDR)和地球工程学。{WGI,III}

SRES情景(SRES scenarios)
是由IPCC(2000 a)研发的排放情景，并特别用作IPCC第一

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IPCC，2001a)第9至11章和IPCC第

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2007)第10、11章以及IPCC
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2013b)中某些气候预估的

基础。{WGI,II,III}

风暴潮(Storm surge)
极端气象条件(低气压和/或强风)在某一特定地点引起的海水

高度暂时上升。风暴潮被定义为在该时间和地点的潮汐变化

超出预期水平的部分。{WGI,II}

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
某经济体中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相对份额变化；在广义上也指一些组成部分被其它组成部

分替代或潜在取代的系统变化。{WGIII}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保证自然和人类系统平等地持续存在的动态过程。{WGII,III}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满足当代需求而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

(WCED，1987年)。{WGII,III}

5 本定义基于北极理事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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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膨胀 (Thermal expansion)
与海平面相关，指水变暖造成的体积增加(及密度降低)。海

洋增温可导致海洋体积的膨胀，从而可使海平面升高。{WGI, 
II}

临界点(Tipping point)
系统特性的一个变化水平，如果高于该水平，则系统会重组，

而且通常是以突变的方式重组，之后就算造成这种变化的驱

动力消退，系统也不会回到其初始状态。对于气候系统来说，

指的是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

状态的关键门槛。临界点事件可能是不可逆的。另见不可逆

性。{WGI,II,III}

转型(Transformation)
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基本属性的变化。{WGII}

转型路径(Transformation pathway)
一段时期内满足温室气体(GHG)排放、大气浓度、或全球地

表平均温度变化等不同目标的曲线，包括一系列经济、技术

和行为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使用和生产能源和基础设施、管

理自然资源、建立制度等方面的方式变化，也包括技术变化

(TC)的节奏和方向本身的改变。另见基线/基准、排放情景、

减缓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RCP)和SRES情景。{WGIII}

累计CO2排放的瞬时气候响应(TCRE) (Transient Climate 
Response to Cumulative CO2 Emissions (TCRE))
单位累计CO2排放(通常为1000 PgC)造成的瞬时全球平均表

面温度的变化。TCRE结合了关于累计CO2排放滞留在大气中

的份额(CO2排放存留在大气中的总量份额)信息和关于瞬时

气候响应(TCR)的信息。{WGI}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指不完全认知的状态，其原因可归结为信息的匮乏，或者在哪

些是已知的、哪些是可知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主要来源可

能有多种，包括数据资料不准确，概念或术语定义含糊，对人

类行为的预估不确定等。所以不确定性可采用量化度量表述

(如概率密度函数)或定性表述(如体现一组专家的判断)两种

方式(参见moss和Schneider，2000年；Manning等，2004
年；Mastrandrea等，2010年)。另见信度和可能性。{WGI,II, 
III}

脆弱性(Vulnerability)
易受负面影响的倾向或习性。脆弱性包括各类概念和因素，

如对伤害敏感或易受伤害，缺乏应对和适应的能力。{W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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