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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泉州承天寺放生池

内，出现了一只巨鼋，体长约有 1 米

多，宽有 60 多厘米，头部粗细程度足

有两个拳头的大小。

一直以来，承天寺放生池关于鳖

王的传说在坊间一直流传着。8 月 3

日，承天寺放生池进行清淤作业，市民口中的鳖王终于揭开其神秘面

纱。据悉，所谓的鳖王实为巨鼋。参与此次清淤工作的萧师傅说：“现

在池子底还有好几只巨鼋，但是个头都没有这只大。”据介绍，该巨鼋在

上一次放生池清淤时就称过一次体重，当时为 98斤重，不过这已经是 8

年前的事了，按照推算，该巨鼋现如今的体重应该已经达到百余斤。

福建现巨鼋
体长1米重百斤

奇观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业

余垂钓爱好者约翰·戴恩与其 3 名同

伴在英国康沃尔郡附近捕获了一头巨

型蓝鲨，并一举打破了历史记录。这

头被捕获的巨型蓝鲨长约 2.7米，重约

228斤。

据悉，约翰在同伴的帮助下，花费了 1 个小时才将蓝鲨拖到船上。

约翰说：“当时，鲨鱼一咬钩，我们就知道这绝对是个大家伙。经过 40

分钟的艰苦战斗，我们才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鲨鱼挣扎了五六次，但

幸运的是，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将其捕获。”

据悉，在温暖的水域中通常会发现较大的蓝鲨，历史记录中最重的

蓝鲨重约 781斤。

垂钓者捕获
228斤重蓝鲨

近日，一朵周长近 1.8 米、重达 8

千克的神秘蘑菇惊现云南普洱小熊

猫庄园，引得游客惊呼大开眼界。

这朵神秘巨型蘑菇大小堪比簸箕，

呈不规则形，分成了高低不同的几层

“平台”，好似由几朵蘑菇组成，实则连

成一体。蘑菇正面看上去呈土褐色，背面则由很多细小的褶皱构成，富含

水分。它是该地区发现的最大尺寸和重量的蘑菇，可谓“菌王”。同时，经

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这朵巨型蘑菇具有一定毒性，是不可食用菌种。

普洱小熊猫庄园工作人员介绍称，该巨型蘑菇是在庄园的木屋旁

发现的，被发现时有一半被树叶掩盖。普洱小熊猫庄园地处热带和亚

热带过渡地区，森林植被茂密，给很多真菌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云南普洱
生出巨型蘑菇

本报记者 陆成宽

“2017亚洲公开花样滑冰锦标赛”于8月 2日至5日在香
港举行。在这场盛大的冰上炫舞中，花样滑冰运动员伴随着
悠扬的乐曲旋转、跳跃，演绎出各种动作，用冰刀在冰面上刻
划出各种图案，展现了花样滑冰运动的优美与激情。冰为什
么这么滑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全世界的物理学
家至今仍在探求真正的答案。

多年来致力于冰面摩擦研究的日本富山大

学客座教授对马盛年博士表示：“冰是地球上摩

擦力最小的物质。”冰之所以会有很小的摩擦力，

是因为鞋与冰之间有一层水，水能起到润滑的作

用，因此，滑冰运动员就可以穿着冰鞋在冰上自

由滑动。

但是冰上为什么会有一层水呢？对此，广为

人知的一种解释是“压力融解说”。这种学说由

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杰里于 1886年提出。他认

为，如果用冰刀给单位面积的冰施加很大的压

力，这种压力会使接触面的冰融化，形成薄薄的

水层。水层会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这和被水弄

湿的地面比较滑的道理是一样的。

“压力确实能降低冰的熔点。”8月7日，中国力

学学会专家郭亮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熔点是指冰

（固体）融化变成水（液体）时的温度。原本冰的熔

点是0摄氏度，一旦外界加压，冰的熔点就会下降，

也就是说即使在0摄氏度以下，冰也可能融化为水。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在厚厚的冰块上搭上

一根两端挂有重物的铁丝，由于铁丝很细，对接

触铁丝部分的冰面造成很大的压强，这个部分冰

的熔点就会降低，导致这里的冰先化了，于是挂

着重物的铁丝就会嵌进冰块内部。融化的水在

铁丝上方恢复了原有的压力，又会重新凝结成

冰。最后铁丝就会从冰块下方穿出，而冰块还是

那个冰块。

广为人知的“压力融解说”
如果给单位面积的冰施加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降低冰的熔点使接触面的冰融化，形成薄薄

的水层，水层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

虽 然“ 压 力 融 解 说 ”已 经 存 在 了 一 百 多

年，但近些年来，人们对这个理论产生了很大

的怀疑。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吴

进远就不认同这个观点。他指出，要想让冰刀

下的冰融化，需要非常高的压强。通常，花样滑

冰比赛时，冰面的温度低于零下 3.5 摄氏度，要

想让冰在零下 3.5 摄氏度融化，需要的压强大约

为 350 大气压，相当于在 1 平方米上放置 3500 吨

的重物。假设冰刀的有效长度为 100 毫米、宽为

0.5 毫米，则它的有效面积为 50 平方毫米，要想

获得 350 大气压，需要运动员体重达到 175 公

斤，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吴进远认为，压强

融解应该不是使冰变滑的主要机制，一定还存

对百年“压力融解说”的质疑
要想让滑冰赛场上的冰融化，压强要达到约 350个大气压，这需要运动员体重为 175公斤，显然

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压力融解说”看上去貌似有点不靠谱，

于是勤奋的科学家们又提出了另外两个导致冰

很滑的机制——“摩擦融解说”和“表面融化说”。

“摩擦融解说”认为，就像我们摩擦双手手

掌，掌心会生热变暖一样，在冰面上滑行，冰刀与

冰面快速摩擦产生的热量会使冰融化，融化产生

的水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因而冰面很滑。但是

这个理论也有痛脚，那就是即使你穿着滑冰鞋站

着不动，你也可能滑倒，这说明摩擦并不是导致

冰很滑的真正原因。

“表面融化说”指出，冰的表面原本就非常平

滑，因为当温度在零下 22 摄氏度以上时，冰的表

面上始终有薄薄的一层永远不会凝固的水，这层

水使得冰特别的滑。

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家

萨姆和物理学家胡佛通过实验证明：看起来平滑

的冰面并非是完全平整的。萨姆认为，从实验结

果看，冰面的上层有一层薄薄的水，冰面并没有

真正冷凝。这层水具有永久性润滑的作用。当

鞋底等物体给予冰面压力，水分子就会被挤压到

冰面的细微缝隙之中，这使得冰面变得非常平

滑，从而减小了冰面的摩擦力，所以冰面就会变

得很滑。

这两位科学家还发现，当温度降到零下 22摄

氏度以下时，冰面的平滑性能开始大大下降。这

是因为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具有润滑功能的薄

水层几乎消失，冰面的平滑性也就显著降低。萨

姆表示，冰面最上层有永久的薄水层是冰的特

性。即使摩擦力没有做功产生热量，冰面也依旧

是滑的。

据了解，目前物理学界比较倾向于认同表面

融化机制比压强融化机制起的作用更大。一方

面，有实验证实，在冰点以下，冰的表面存在没有

结晶、类似液态的水分子层，其厚度大约在 10—

100 纳米量级；另一方面，人们甚至能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环境中滑冰，而且也不认为减肥会导致

滑冰运动员的成绩下降。这些现象都更加支持

了表面融化机制。

看起来更靠谱的“表面融化说”
当温度在零下 22 摄氏度以上时，冰的表面上始终有薄薄的一层永远不会凝固的水，这层水使

得冰特别的滑，这是冰的特性。

相关链接

冰为什么这么滑冰为什么这么滑
物理学家仍在探求答案物理学家仍在探求答案

看似到了这里冰为什么很滑的谜题已经完

美解开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冰上的那层

水膜真的就是水吗？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研究人员认为，冰上的那

层水并不是真正的液态水，而是一种“超固体皮

肤”。他认为，水结冰以后表面上的水分子之间的

化学键被拉长了，但化学键并没有断裂，这与液态

水不同。而且，拉长的化学键会在表层与接触物

之间产生一种静电斥力。这种静电斥力可以托起

接触物，就像电磁力托起磁悬浮列车，空气托起气

垫船那样，能够大幅度地减少摩擦阻力。尽管这

位研究人员认为他已经完全解决了“冰为什这么

滑”的问题，但是其他研究人员对此并不信服。

2013年，一位来自日本的研究人员第一次直接观

测了冰上的这一层结构，认为它是冰融化为水时

的一种中间状态，应该是一种“准液体”。

这样看来，到目前为止，关于冰面为什么很

滑的原因，仍然是百家争鸣，见仁见智。

问题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
新加坡研究人员认为，冰上的那层水并不是真正的液态水，而是一种“超固体皮肤”。日本研究

人员认为它是冰融化为水时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准液体”。

第二看台

电影《大话西游》里紫霞口中的

七 彩 祥 云 近 日 就 出 现 在 北 京 城 上

空。据北京市气象局专家张明英介

绍，这其实是大气中的一种光学现

象。他解释说，当天空中的云由冰晶

构成时，它对太阳光就会产生折射，

根据云层厚度和结构不同，产生的折射效果也不一样。“当云层厚度均

匀布满全天时，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个内红外紫的大晕圈也叫日晕；有时

分布不均时，就会出现这种孤立的彩色云。”

北京上空
浮现七色祥云

本报记者 唐 芳

月球如何诞生？18 世纪开始，人类开始求
索。除“大碰撞理论”之外，还有“同源说”“分裂
说”和“捕获说”。

同源说 18世纪法国天文学家布丰提出“同
源说”，20世纪哈罗德·尤里再次提出。该假说认
为，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月球与地球同时“出
生”，或者说在太阳星云的同一区域，同时形成了
地球和月球。

分裂说 19 世纪 80 年代，乔治·达尔文提
出“分裂说”，认为月球是地球分裂出去的。太

阳系形成初期，地球和月球是一个整体，早期
地球呈熔融态，由于自转快，加上太阳引潮作
用，发生自转不稳定而分离出部分熔体，冷凝
后形成月球。2010 年，科学家又提出了新的分
裂说——核爆炸说，认为快速自转的地球发生
了一次核爆炸，部分熔体从地球分离出去形成
月球。

捕获说“捕获说”由瑞典天文学家阿尔文提
出，该假说认为，地球和月球形成于太阳星云的
不同部位，当月球运行到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
引力俘获，而成为其卫星。

月球起源的其他假说

人类一直好奇月球是如何诞生的，40 多年

来，关于月球的形成，一直有多种理论和假说。

其中，“大碰撞理论”是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多数学

者认可的假说。该假说认为，月球由火星质量大

小的星球“忒伊亚”与原始地球碰撞形成。不过，

据国外媒体报道，“大碰撞理论”作为目前最权威

的月球形成假说，最近遭到一些科学家的质疑，

月球如何诞生再次成谜。

根据“大碰撞理论”，地球与忒伊亚星球发生

碰撞，导致两颗星球熔融、高度混合，最终，一部

分残骸冷却凝固，形成今天的月球。那么月球应

该含有忒伊亚类型的物质。

不过，研究人员对月球上采集的岩石样本

进行测量，发现月球成分与地球很相似。因此

他们认为，“大碰撞理论”无法与月球观测证据

相匹配。

“月球如何起源，目前尚无最终结论，有新的

月球形成假说，挑战和质疑‘大碰撞理论’，这很

正常。不过，人类可以通过月球的观测事实，检

验新理论是否合理。”8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博士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太阳系形成早期，各大行星刚刚形成不

久，太阳系空间中还比较混沌，一些天体的运行

轨道还不稳定，原始地球和忒伊亚星球发生碰撞

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两者撞击之后，是完全混

合才分裂出月球，还是部分混合再分裂出月球，

并不能确定。

“尽管仍有一些月球观测事实，用‘大碰撞理

论’还无法完全解释，但‘大碰撞理论’是目前能

最多解释月球观测事实的假说，获得了学术界大

多数科学家的认可。”郑永春说，一方面，科学家

建立了理论模型，把原始地球和忒伊亚星球分成

很多块，并按照撞击动力学理论，在超级计算机

上进行理论模拟，检验大碰撞理论的正确性。另

一方面，科学家还利用月球陨石和阿波罗岩石样

本，在实验室进行精细分析和研究，通过见微知

著，推测月球的形成过程。

目前，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已经比较充分，通

过 100 多次月球探测，获得了大量月球遥感数据

和矿物、岩石样本，了解了月球表面物质组成、

微量元素成分和同位素的比值、月球内部结构

和轨道参数。这就是月球的观测事实。一个成

功的月球起源假说，需要对这些观测事实进行

合理解释。

““大碰撞理论大碰撞理论””遭质疑遭质疑，，月球起源再次成谜月球起源再次成谜

在其他的机制。

此外，郭亮也表示：“后来很多实验证明压力

并不能使冰的融点下降太多。”冰刀的刀刃压力

引起的熔点下降仅仅在 0.1摄氏度左右。事实上，

零下 20 摄氏度的冰面也能够滑冰，这样“压力融

解说”就更加无法解释冰很滑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