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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点受影响最明显？

2019 年 ， 超 强 热 带 风 暴
“利奇马”令人闻风丧胆。但让
人惊奇的是，当它以每小时十五
公里速度向太湖东移动时，台风
眼内几乎风平浪静波澜不惊，而
外侧100千米左右却狂风暴雨气
势骇人。

台风眼内气象温和并不是新
闻，但要问台风发生时哪里受到
的影响最大，可能很多人会说是
登陆地，因为在印象中越往内陆
转移台风的威力也就越弱。其
实，台风是一个复杂的天气系
统，并非大家想的这么简单。

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气旋半
径一般在500到1000公里，高度
可达 20 公里，台风由外围区、
最大风速区和台风眼三个部分组
成，台风登陆地则是台风中心最
初整体移动到陆地的地方。

要说风雨最强的地方，“眼
墙”当仁不让。“距离台风眼 30
公里左右的地方是风雨最强的区
域，我们称之为眼墙。眼墙有强
烈的上升气流，经常出现狂风暴
雨，天气最为恶劣。”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葛旭
阳说。

台风无论大小，都不会只影
响台风中心或者登陆地。

葛旭阳说：“台风降水分为
两种，台风主体降水和远程降
水。”主体降水是台风范围内的
降水，是最常见也是目前防范的
重点。远程降水则是在台风几百
公里外发生的，当海洋上方来的
暖空气与北方的冷空气交汇，加
上内陆中纬度系统的相互作用，
就会产生台风远程降水。

在葛旭阳看来，台风降水与
台风强度有一定关系。一些台风
强度小，风雨就不大，一些台风
虽然强度大，但是登陆后受到地
面摩擦，强度会逐渐衰减。台风
降临，带来降水毫无疑问，不过
也未必总是强降水。

人工增雨想增就能增？

澳大利亚大火在燃烧了足足
210天之后，终于在今年 2月 13
日那天熄灭了，这场大火让澳大
利亚损失惨重，数亿只动物丧
生，1170万公顷土地被毁。

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直
接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灭火呢？
别天真了，人工降雨不是想降就
能降的。

人工降雨也称人工增雨，一
般在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近于降
水的条件下，人工降雨的方法才
能发挥作用。简而言之，人工降
雨并非凭空造雨，而是需要一定
自然条件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
学院景晓琴博士介绍，人工降雨
主要有两种方法——暖云催化和
冷云催化。暖云是指温度高于
0℃的云，主要依靠云滴的碰并
机制触发降水，0℃以下的冷云
想要降雨则需要适量的冰核。如
果没有这样的物理条件，即便天
气形势再好，水汽条件再好，也
很难实现降雨。

人工降雨的过程并不复杂，
常见的方式是将装好催化剂的炮
弹打入云团。景晓琴总结人工降
雨有“三适当”，即适当部位，
适当剂量，适当时机。

人工降雪对人体有害？

近年来，网上有传言说：使
用碘化银催化剂带来的雨雪含有
重金属，于是有人呼吁孩子们不
要吃雪，玩耍过后也要及时洗
手。那么，碘化银真这么毒吗？

一般而言，一发炮弹只有
10g催化剂，碘化银分散在很大
区域里，单位面积重金属含量微
乎其微。科研人员曾对美国中西
部某一地区进行多年调查，这个
地区比较缺水，长期使用人工降
雨作业，监测的结果表明当地空
气中碘浓度是远低于世界卫生组
织标准的。人们不必紧张。

此外，暖云与冷云采用的
催 化 剂 也 不 同 ， 暖 云 使 用 盐
粉、尿素等吸湿性粒子使大云
滴生成，冷云使用干冰、碘化
银等催化剂增加空气中冰核或
冰晶密度。“在这些催化剂中，
碘化银的成核效率非常高，只
需 要 1 克 就 能 形 成 1015 个 冰
核。” 景晓琴说。

近年来，科学家还在持续研
发高效安全的催化剂，比如激光
等，但是目前仅限于实验室阶
段，并未投入到大规模应用中。

断层云能预测地震？

生活中常常听闻有“地震
云”一说，很多人认为那些看起
来很奇怪的云可以预测地震。事
实上，“地震云”根本不存在，
专家们已经辟谣多年。

“在网上看到网友发布的一

些断层云的图片，其实大多数是
高积云，也就是普通的云。之所
以出现天空的云层被齐刷刷地切
去一半、云与蓝天泾渭分明的情
况，其实是不同天气系统影响下
造成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
气与环境实验教学中心高级实验
师王巍巍解释说，“如有较强干
冷空气袭来，冷空气会推动天空
原有的云层向某个方向移动，蓝
天面积越来越大。云天之间就会
出现明显的分界线。”

对于普通人来说，识别出一
些天空中的降雨云或代表晴好天
气的云，对日常出行是非常有利
的。

经常听天气预报说，“某地
午后部分区域有阵性降水”，这
种对流性降水局地性比较大，很
难精准预报，王巍巍给我们支了
一招。如果发现天空只有一朵朵
的淡积云和少量像花椰菜的云
（浓积云），而花椰菜的云没有向
高空垂直发展，就不会下雨。而
如果花椰菜变得庞大厚重，并且
云顶一直向高空发展，这时候就
要小心了，可能会下雨。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

云飘忽不定，相比之下，雷
就显得“安分”多了，因为它会
光顾一个地方，而且不止一次。

如果你还在相信闪电不会击
中同一个地方两次，那么避雷针
会告诉你这不是真的。

“虽然雷电具有很高的随机
性，不过在同一区域，建筑物
越高，雷击的概率会越大。广
州的‘小蛮腰’就是非常典型
的例子，它一年招致 100 多次
雷击，方圆一公里之内的雷电
几乎全部被它吸过去了。” 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
教授谭涌波说。

谭涌波告诉记者，广东和
广西是我国雷电的高发地区，
这与两省地处热带、亚热带有
关，再加上季风的影响，强对
流天气比较多。此外，东南沿
海地区也属于雷电多发区域，
随着降水递减，中西部地区雷电
也逐渐减少。

“但是有一个例外，青藏高
原的山地雷暴相对较多。这是因
为那里海拔较高，地面温度较
低，天上的云极易达到 0℃，产
生大量冰核，这样就利于形成对
流天气。”谭涌波说。

据《科技日报》

人工降雨说下就下？台风来袭登陆点受影响最大？

和气象传言较个真儿
台风一定带来强降水，人

工增雨想增就能增，闪电不会
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断层云
可以预测地震……一年365
天，台风、雷电、降雨，这些与
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天
气现象，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那么，网上流传的这
些说法是真的吗？

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
日，又称“国际气象日”。
记者走访了多位专家，听听
他们怎么说。

3 月 21 日，一项发表在
《科学进展》的研究显示，我
国科研人员通过细胞膜锚定
分子在红细胞表面构建聚唾
液酸—盐酸酪胺的凝胶网
络，成功研制出“通用熊猫
血”，实现了“通用熊猫血”的
人工构建和安全输血。

人的血型已经被发现有
超过 30种。而Rh血型系统
是已分类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中最复杂的一类。RhD阳性
的人群占世界人口的绝大部
分，RhD阴性非常少见，例
如在亚洲，只有不到千分之
五的人是 RhD 阴性，被称
为“熊猫血”。因此，稀有
的血源一直困扰着“熊猫
血”人群。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
员想到用“易容术”将RhD
阳性的红细胞“改造”成
RhD阴性。他们通过在细胞
膜上引入特殊设计的锚定分
子，用类磷脂分子复制出一
根根“柱子”锚定在红细胞
膜表面，然后再通过复制细
胞膜最外层唾液酸分子的材

料，将聚唾液酸—盐酸酪胺
的凝胶网络均匀地构建在细
胞表面。科学家通过引入固
定酶分子并借助酶催化反应
将两者“粘住”形成稳定的
结构。

研究人员表示，有了这
样一层“伪装”，抗体就识
别不出抗原，不会引起免疫
反应，也就不会发生排异。

“我们把RhD阳性的红细胞
变成了好像是没有 RhD 抗
原的红细胞，这样在临床
上，病人不需要 RhD 血型
匹配就可以应急输血。”研
究人员说。

据了解，研究人员设计
的三维凝胶网络对红细胞表
面的修饰是一种全新的策
略，由于其优越的生物亲和
性和对细胞膜表面抗原的掩
蔽作用，可将 RhD 阳性的
红细胞转换为可供 RhD 阴
性受血者输血的“通用熊猫
血”，为RhD阴性稀有血型
的临床输血问题给出了新的
化学生物学解决方案说。

据《中国科学报》

如今玻璃作为一种非金
属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建筑
物、日用、艺术等领域。但你
知道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在 3000 多年前，腓尼
基人的一艘运满“天然苏
打”的大商船经过叙利亚海
岸，水手们在海岸边搭锅做
饭。因为全是一片沙洲，找
不到石头搭锅，于是腓尼基

水手们便用天然苏打当石头
来搭锅。但他们烧完饭之后
发现，这些一块一块的天然
苏打都变得晶莹剔透。原
来，在火焰的作用下，天然苏
打与沙滩上的石英砂发生化
学反应而产生的物质，就这
样，玻璃在无意间中产生了。

大约在4世纪，古罗马
人开始把玻璃应用在门窗
上。公元 12 世纪，出现了
商品玻璃，并开始成为工业
材料。

玻璃的发明导致了望远
镜与显微镜的诞生，极大地
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视
野。 晚综

玻 璃

科学家研制出“通用熊猫血”

据英国《金融时报》旗
下科技媒体 TNW 近日报道
称，多家机构组成的天文学
家团队正在部署一个强大的
望远镜项目，以期能够不断
地在太空中搜寻地外文明信
号，其名为“全景搜寻地外
文明计划”，将是人类建造
的首批专用于寻找外星生命
信号的望远镜集合。

目前已启动的最著名的
寻找外星智慧生命项目，是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
TI），其汇集了全球专家，
利用已有的天文观测设备，
检查附近的恒星系统，并寻
找窄频无线电信号或短时闪
现的激光。SETI 项目的主
要焦点仍是无线电信号，但
该项目科学家也表示，尽管

搜索速度正以指数级增长，
但“我们仍没覆盖到所有频
率和所有时空范围”。

此次，“全景搜寻地外
文明计划”的团队包括美国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
天文台、哈佛大学以及加州
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据研
究人员介绍，“全景搜寻地
外文明计划”预计安装数百
台望远镜。一旦最终组装完
成，它将不断寻找太空中的
光学或红外光闪烁，发生时
间为纳秒级至秒级。而其也
将成为第一个能够持续搜索
光学或红外线信号的项目，
为天文学家提供一个在纳秒
级时间尺度上了解宇宙的新
窗口。 据《科技日报》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将在纳秒尺度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