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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 恕2017 年 1 月 12 日 星期四 GONG XIANG KE XUE 共享科学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陈弘毅

跨越 2016 和 2017 两年的北京史上最长重

污染橙色预警 1 月 7 日 20 时解除。

过去几年，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

效，然而在秋冬季节华北、黄淮多地仍然身陷

“十面霾伏”。可曾想到，这东部霾还和厄尔尼

诺有关系。

最近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铁学熙与长三

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许建明团队合作的一

篇 论 文 发 表 在《Scientific Reports》（《科 学 报

告》）上，文章首次研究了极端气候事件——厄

尔尼诺现象对我国霾污染的影响，此项研究说

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极端气候事件和我国

区域性霾污染有着重要的相互联系，解释了极

端气候事件对不同区域霾污染的复杂影响，为

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霾污染的治理提供

了科学依据。

由于强厄尔尼诺事件改变了我
国的大气环流，大陆高压的减弱使得
冬季华北地区的偏南风增多，加强了
南部污染物对北京地区的传输。

国宝大熊猫走到哪里都会

成为焦点。近日，荷兰为了迎接

即将到来的中国大熊猫而特意修

建了一处“史上最豪华熊猫馆”。

这片采用中国古代皇家宫

殿设计风格的熊猫馆位于荷兰

雷纳的欧维汉动物园中，名字叫

做“Pandasia”（潘达西亚）。

熊猫馆总面积 9000平方米、熊猫生活面积 3400平方米。所有建

筑都由中国工人采用传统工艺施工建造。投资了大约 700 万欧元

（约 5100万人民币）。

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国大熊猫Wu Wen和Xing Ya在荷兰的居所。

据介绍，荷兰为了得到中国的大熊猫，已经努力 15年，历任三个

首相。终于在 2015 年荷兰国王威廉·阿历山大访华时候，中国方面

终于答应租借给荷兰，作为科研合作之用的。

据悉，两只大熊猫在荷兰最长逗留 15 年。动物园方面估计，高

峰日可以一天接待上万游客。

为迎接“国宝”
荷兰五千万建成
史上最奢华熊猫馆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

前，美国宇航局最新研究表明，

强大的太阳风暴可在月球极地

表面制造“闪电”。研究人员发

现在邻近月球极地寒冷、永久阴

影区域存在着闪光，很可能是蒸

发和溶解冰冻土壤所形成的。

美国宇航局表示，这一现象暗示着陨星碰撞月球表面会产生诸多

影响。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人员安德鲁-约旦说：“陨星碰撞过程

中，大约 10%的这种土壤层会溶解或者蒸发，我们发现在月球永久阴

影区域，太阳风暴形成的闪电土壤会以约10%的比率溶解或者蒸发。”

安德鲁将这项研究报告发表在《伊卡洛斯杂志》上，像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等爆发式太阳活动性，将释放较高的能量和带电粒子进

入太空。地球大气层能够屏蔽多数太阳放射物质，但对于月球而言，

太阳放射粒子（离子和电子）将直接碰撞在月球表面。

月球表面之下存在两个沉积层，较大的离子无法较深地穿透月

球土壤层，因为它们很可能轰击表面风化层中的离子，因此它们在接

近表面的区域形成一个沉积层，然而一些微小电子会穿过，并形成一

个较深的沉积层。

月球极地
制造“闪电”
能够蒸发溶解土壤

1 月 11 日，山西运城，古老

盐湖出现晶莹剔透的“硝花”独

特现象。

素有中国“死海”之称的运

城盐湖，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观

就是“硝花”了。“硝花”又叫“硝

凇”，是芒硝结晶在盐板上的一

种特有的物理现象，这一现象在盐湖并不是每年都会出现，只有当气

温低于零下 5 到 10 摄氏度时，才有可能邂逅这样冰晶玉洁般的奇

观。连日来，强冷空气大面积来袭，运城市的气温也屡屡下降。所

以，盐湖周边便绽放出一层层的“硝花”。

这些“硝花”凌寒怒放，让人们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据盐湖附近居民介绍，这些天来，不顾严寒蹲在盐湖边创作摄影作品

的发烧友不在少数，大家都在用镜头为这一罕见的奇观留下美好的

记录。 薛俊/视觉中国

中国“死海”
运城盐湖
惊现“粉色硝花”

（除署名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厄尔尼诺现象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

增暖的一种气候现象，大范围热带太平洋增暖，会

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但这个状态要维持 3 个月

以上，才认定是发生了厄尔尼诺事件。

“极端气候事件厄尔尼诺改变大气环流，造成

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受到气象部门和政府的

广泛关注。然而，此类气候事件是否会影响我国

东部的霾污染却缺乏研究。”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

所研究员铁学熙说。

过去我国关于霾研究主要侧重于一定时期气

象条件对霾形成和转化的影响，而全球气候变化

和重大气候事件对于我国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则少

之又少。

在铁学熙的指导下，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

警中心许建明团队研究了 2015 年极端气候事件

对我国东部地区冬季霾污染的影响，分析了气象

及大气污染综合观测资料，并采用了国际先进的

全球及区域气象—化学数值模式进行模拟。

“研究发现2015年冬季强厄尔尼诺事件改变了

我国的大气环流形势。在华南地区，中雨及以上强

度的降水增加了15%—20%，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得该

地区的霾污染有所减缓。”铁学熙说，研究同时发现，

在江南部分地区，厄尔尼诺现象同时造成了地面风

速有所增强，进一步减少了江南地区霾污染。

极端气候事件影响霾污染有实证
2015年冬季强厄尔尼诺事件改变了我国的大气环流形势。在华南地区，中雨及以上强度的降水增加

了 15%—20%，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得该地区的霾污染有所减缓。

那么，这项研究是否发现厄尔尼诺与北京霾

有关？

此次研究首次定量研究了北京地区由于极

端气候事件厄尔尼诺造成的南风增强问题，及

其对北京地区重霾污染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研究，秋冬季节北京地区的霾

强厄尔尼诺是北京重霾原因之一
在华北平原，受强厄尔尼诺影响，大陆高压的减弱使得影响北京的偏南风增多，导致区域输送明显增

加，造成北京地区的严重霾污染。

目前在重污染的条件下，公众普遍因为，风是

对霾污染的清除过程。

铁学熙说，风并不是大气颗粒物的终结者，而

是起了一个“搬运工”的作用。污染物实际上仍存

在于大气中，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大气

颗粒物的汇，即最后的终结者是大气颗粒物的湿

沉降，即雨水的冲刷和干沉降。其中雨水的冲刷

起主要作用。

“但是对一个局地而言，风的确起了一个重要

的作用，使得霾污染有着短期的显著的变化。”铁

学熙说，风的作用可以清除局地污染，也可造成严

重的局地污染，这个“搬运工”即可把污染物搬来，

也可把污染物搬走。

北京的北部是山区而且无大量的污染源，南

部是平原有大量的污染源。南风往往将北京南部

污染源传到北京，加剧北京地区的污染。

铁学熙的研究表明，北京的山脉阻挡了污染

物，使其在北京山脉脚进行积累，加剧了在北京地

区重霾作用。在北风条件下，污染物得到清除，北

京地区的 PM2.5 浓度迅速减少，所以快速从重霾

转换到蓝天的。而北风在上海的作用则相反，在

上海地区，北风往往将上海北部的污染源传到上

海，加剧上海地区的污染。南风和东风将清洁的

空气传到上海，减少了上海地区的污染。

“这进一步说明区域传输对北京重霾的影

响。因此，治理北京局地污染应从大尺度的视角

考虑，即整个华北地区甚至是河南的污染排放加

以研究。”铁学熙说。

风只是“搬运工”并不是终结者
风并不是大气颗粒物的终结者，污染物实际上仍存在于大气中，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大气

颗粒物的终结者是雨水的冲刷。

据国外媒体报道，大约在 10 年前，天文学家

首次探测到一种罕见、短暂的宇宙射电波爆发。

这种神秘能量爆发的来源、特点、本质等一直令天

文学家们迷惑不解。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外星生

命试图联系我们的一种信号。近日，天文学家终

于定位到这种信号的来源，它来自 30亿光年外的

一个矮星系。

这种罕见、短暂的宇宙射电波爆发也被称为

“快速射电爆发”，最初于 2007年被射电望远镜监

听到。“快速射电爆发”信号很短暂，似乎是很随机

的，因此直到多年后天文学家才承认这并不是望远

镜设备的一个偶然性小差错。但是，最初发现的信

号此后多年就再也未监测到，直到 2012年天文学

家才又发现重复出现的“快速射电爆发”。来自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家

根据这一现象对太空中的这一区域进行反复监测。

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家沙米-查特尔杰介绍

说：“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特别的爆发来自于 30亿

光年外的一个矮星系。这也是对该事件研究中的

巨大进展。”研究团队利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卡尔-央斯基甚大阵望远镜和位于波多黎各的阿

雷西伯射电望远镜对这种信号进行定位。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家卡西-劳介绍说：“长期以

来，我们都一无所获。但接着我们发现了一系列

的爆发，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去年，卡尔-央斯基甚大阵望远镜利用最新

的软件系统在一个月时间内，总共探测到 9 次爆

发，这一数量足以来定位其来源。通过对其他望

远镜观测数据的深入分析，天文学家进一步缩小

了目标范围。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天文学家萨

拉-伯克-斯波拉尔表示：“甚大阵让我们将爆发

来源地的范围缩小到相当精确的程度。”天文学家

的发现结果也基本上排除了银河系中其他来源的

可能。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天文学家什里哈尔什-

德鲁卡介绍说：“在我们弄清楚‘快速射电爆发’距

离如此远之前，许多关于它们来源的解释都认为

是在我们银河系内部或附近。我们现在终于排除

了这些解释，至少是关于这种‘快速射电爆发’。”

但是，天文学家仍不清楚矮星系中究竟为什么产

生这种射电爆发。

在此项研究中，天文学家还在这个矮星系中发

现了高光度超新星和超长伽马射线爆发现象。所有

这些现象都是与超大质量、强磁性、快速旋转的中子

星——磁星有关。卡西-劳解释说：“所有这些现象

都指向一种理论，即在这种环境中有些事物产生了

这些磁星。它可能由一颗高光度超新星或超长伽马

射线爆发产生的。接下来，当它进化时，它的旋转速

度也减慢下来，并产生这些‘快速射电爆发’。它看

起来就像是我们星系中看到的磁星。现在，我们的

目标是要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卡西-劳认为，关于“快速射电爆发”的来源，

他最认可的假设是一颗被超新星爆发或脉冲星喷

射出的其它物质包围的磁星。不过，还有其他的

一些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是在星系活跃的内核，

在超大质量黑洞周围区域不断辐射出物质喷射

流，并形成射电辐射。“快速射电爆发”的来源可能

就是 100光年范围内的持续射电辐射。查特尔杰

表示：“发现‘快速射电爆发’的主星系以及得出其

与地球的距离，是一项重大研究进展。但是，要想

完全了解这一现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神秘“外星人信号”来自30亿光年外矮星系

污染物的高度排放是造成我国重霾现象的根

本原因，但对其中的排放源的争议很大。

近日有媒体报道将不同大城市重霾源解析

的原因归纳为，北京是汽车尾气，天津等地是扬

尘等等。

“这是一种不切合我国污染实际的报道。如

果真如报道所说，治理了北京的汽车尾气，北京

的重霾就解决了吗？如果治理了天津的扬尘，

天津的重霾就解决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铁学熙说。

他告诉记者，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污染是一

个大范围污染过程，必须从大尺度污染源治理考

虑一个局地污染的治理问题。如北京此次重霾的

过程是整个华北地区甚至更大地区的污染源问

题，必须将我国目前的整体污染源分析清楚。

“我们研究发现，要想根本地解决我国重霾的

问题，应加大力量解决我国的燃煤问题，尤其是散

煤的问题。我国目前燃煤量是美国燃煤量 5—6

倍，其中散煤量和美国全国燃煤量相当，散煤的排

放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如除硫等等），而且其排放

是在近地面发生的，地面的风速较小，其积累的效

应更为显著。”铁学熙认为，减少燃煤问题是一项

长期而且耗资巨大的工作，我国如果要在 10年内

达到欧美国家的排放水平，其减排应是一个惊人

的速度。

他建议，在此同时应对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

问题，如对工地扬尘，秸秆燃烧，鞭炮问题加大解

决力度。而对汽车尾气的问题，要加强其燃油质

量，和柴油车的尾气等问题，单双号则解决不了其

根本问题。

燃煤及散煤是北京治霾根本
我国目前燃煤量是美国燃煤量 5—6 倍，其中散煤量和美国全国燃煤量相当。而且其排放是在近地

面发生的，地面的风速较小，其积累的效应更为显著。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东部霾竟然和厄尔尼诺有关东部霾竟然和厄尔尼诺有关

污染有很强的周期性，一般 4—7 天，大都产生于

两次冷空气的间歇期，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主要是风向、风速和大气

边界层。并与北京的特殊地形有关。在东南风

或南风的影响下，来自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

南部省市的污染气团向北传输，受到燕山、太行

山的阻挡，容易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快速累积形

成重霾事件。”铁学熙说。研究进一步表明，如

果没有燕山、太行山的阻挡，南部污染物会进一

步向北京的北部传输，北京的污染则会得到一

定程度的减缓。

对此，铁学熙团队还做了不同案例的研究。

铁学熙说，由于强厄尔尼诺事件改变了我国的

大气环流，大陆高压的减弱使得冬季华北地区

的偏南风增多。加强了南部污染物对北京地区

的传输，造成了 PM2.5 浓度在 2015 年 12 月偏高

了 80—100 微克/立方米，超出了我国霾污染标

准（日均值 75 微克/立方米），这是北京和周边地

区重霾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南风条件下，可造成北京地区的严重霾污

染。而在北风条件下即冷空气来临时，污染物

得到清除，北京地区的 PM2.5 浓度迅速减少到

30 微克/立方米以下，形成从重霾到蓝天的快速

转换。

艺 术 构 想 图 。
在星系活跃的内核，
超大质量黑洞周围
区域不断辐射出物
质喷射流，并形成射
电辐射。

图 为 太
行山与燕山
对污染物传
输的阻挡及
在北京的积
累作用。

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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