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niecr@stdaily.com

■责编 聂翠蓉2018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GONG XIANG KE XUE 共享科学

新知

第二看台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共享科学之美
微信公众号

延伸阅读相关链接

“ 辣 ”是 一 种

痛 觉 而 非 味 觉 。

迄 今 哺 乳 动 物 中

只 有 人 类 可 通 过

后 天 训 练 适 应

“辣”这种痛觉，甚

至获得愉悦，其它动物都难以忍受。然而，中国科研人员最新

发现，东南亚的一种小动物树鼩也能吃辣。

中科院昆明动物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树鼩对辣椒素的

敏感性只有小鼠的十分之一。不敏感原因是，其 579 位点的

苏氨酸突变为甲硫氨酸，使辣椒素不能与树鼩内受体结合。

对 5个种群 155个野生树鼩个体的测序结果表明，这一位

点的突变发生在种群水平上。研究人员认为，辣椒引入东南

亚地区仅有 300年历史，无法引起这种水平的基因突变，而树

鼩偏好食用一种广泛生长在东南亚地区的胡椒属植物“芦子

藤”，这可能是引发基因突变的原因。

除了人类
树鼩也能吃辣

最近几天，北京网友纷纷晒出各种“水中游”照

片和视频，只因强降雨任性地降临。而在近邻日

本，截至 16日，暴雨已造成 219人死亡，21人失踪。

在人们印象中，日本一向被视为“防灾强国”，能对

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轻松应对，但一场暴

雨，却让200多人丢了性命，让人惊诧不已。

此次暴雨缘何会让日本损失惨重，暴雨成因

是什么，被视为救命信号的预警是如何发布的，暴

雨会引发哪些灾害，该如何应对？就这些问题，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本报记者 付丽丽

“造成这次灾害如此严重的原因，首先是短时

间内的超大降雨。”17 日，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

董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上周，日本气象厅对日本西部多个地区发

布“大雨特别警报”，警告西部地区会受到数十

年一遇的特大降雨，93 个观测站都记录此次降

雨是史上降雨量第一。从上周四开始的短短几

日内，西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整个 7 月正常降

雨量的 3 倍，多个地方超过上千毫米。超大降

雨完全超过了河堤的承受能力，短时间内涌入

巨大水量造成河堤溃堤，沿岸市镇整个被淹，

泡在了水里。

董全介绍，此次日本的强降水天气过程，主

要是受今年第七号台风“派比安”和梅雨锋降水

的影响所致。梅雨锋不仅影响我国长江等流

域，也影响韩国和日本。此次日本强降水过程

与我国 6 月 28 日前后和 7 月 4—6 日的黄淮和江

淮江南等地的两次降水过程对应，都是梅雨锋

降水。只是台风“派比安”在西太平洋直接北

上，“火上浇油”影响了日本。导致出现连续十

几天的持续强降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过历史观

测记录的累计降水量。

确实，有媒体报道，由于此次大雨还受到台

风影响，尽管有水坝、堤坝等防洪设施，但雨势

之大前所未见，防洪设施难以抵抗。日本《每

日新闻》称，冈山县的小田川溃堤，至少 4600 户

家庭被洪水淹没，许多老人来不及逃生被淹死

在家中。

台风和梅雨联手导致特大降雨

除了降雨因素，地势因素也很关键。有媒体

报道，冈山县高粱川各支流共有 5 处溃堤。主要

原因是大雨让河道主流水位上升，导致原本要和

主流汇集的支流无法流入，因此溃堤淹没附近区

域。这种现象被称为“回水现象”。

有专家称，回水现象是导致这次水灾如此严

重的原因之一。日本地形多山，约 70%土地由山

脉和丘陵组成，不少民宅都建在山坡上，或者山脚

下的平原上。而一旦遇上大雨就容易发生山体滑

坡，这些房屋很容易受灾。这次暴雨就导致了多

个地方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次生灾害，遇难人数

增加。

再就是日本的房屋结构，日本之所以防震厉

害防水却不行跟房屋结构有关。日本的许多房屋

是用木头建造的，尤其是在乡下，传统的木屋非常

普遍。董全表示，这类小木屋地基非常有弹性，是

防震的理想选择，但遇上洪水或者泥石流的压力

就会顷刻间毁于一旦。

“除了上述因素，事件的极端性，即三十年一

遇，也是造成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董全说，此次

强降水过程，多站的 48小时累计降水量和过程累

计降水量都超过有历史观测以来的极值。类似的

极端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往往都会导致严重的灾

害和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

日本研究的陈哲博士此前表示，几十年不遇的暴雨

引发山体滑坡，泥石大量倾泻，居民躲避不及。即

便躲在家里，如果房屋位置不利，仍可能遭掩埋。

回水现象引发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灾难来临时，灾害预警可谓救命信号，及时、

准确的预警，往往能救人于危难之中。

董全表示，日本和中国的大雨预警级别存在

差别。具体来讲，首先，是级别级数不同。中国包

括暴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预警，日本是

暴雨告知、警告和紧急警告三级级别。其次，预警

的定义标准不同。中国是根据事件的绝对强度定

义，例如暴雨红色预警是指，预计未来 24小时 2个

及以上省(区、市)部分地区将出现 250毫米以上降

雨，并有分散的 40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过去 24小

时 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日雨量

100毫米以上降雨，且上述地区有至少 5站日雨量

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

仍将出现 100毫米以上降雨。日本则是根据事件

的相对强度定义，例如紧急警告表示灾害事件的

强度预计达到二三十年一遇。

在日本，尽管此次各地政府合计向大约 600

万居民发出“避难通知”，但避难通知不具强制性，

不少人没有放在心上。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在

灾害面前可能出现一种“正常化偏见”心理，一味

认为自己会平安无事，轻视危险和威胁。一旦遇

到灾害，来不及逃跑。

也有专家指出，日本政府的灾害预警机制也

存在问题。在日本，大雨特别警报等防灾气象信

息由作为中央部门的日本气象厅发布，避难信息

则由地方政府发布，而地方政府可能没有应对灾

害的足够经验。

“虽然日本学校的防灾教育贯穿整个教育阶

段，但防灾演练主要以防地震、防火灾为主，在应

对水灾、泥石流等方面有所欠缺。暴雨来临时，民

众个人防灾意识不及地震发生时，可谓百密一

疏。”董全强调。

日本和中国的预警级别不同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杜平

武教授课题组，首次利用纳米管稠环封端“帽子”模

板，构建出纵向切割的纳米管弯曲片段。这种通过

三个弯曲型分子连接两个石墨烯单元的方法，可直

接得到纳米笼状结构，为构建封端锯齿型碳纳米管

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德

国应用化学》上。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以研制出世界上第一

颗原子弹而闻名于世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使用功能化碳纳米管生产出首个能在室温

下使用通信波长发射单光子的碳纳米管材料。神

奇材料碳纳米管，为何如此受各国科学家追捧？

空间结构像“挖空的足球”

1985年，“足球”结构的 C60一经发现即吸引了

全世界的目光。将“足球”挖空，保持表面的五角和

六角网格结构，再沿着一个方向扩展六角网格，并

赋予平面网格以碳—碳原子和共价键，就形成了具

有中空圆柱状结构的碳纳米管。

碳纳米管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一维量子材

料。其主要由呈六边形排列的碳原子构成数层到

数十层的同轴圆管，层与层之间保持固定的距离，

约 0.34纳米，直径一般为 2—20纳米。

“可以将碳纳米管联想为头发丝，而实际上它

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几万分之一，即几万根碳纳米

管并排起来才与一根头发丝相当。”杜平武教授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作为典型的一维纳米结构，单层

碳原子和多层碳原子网格卷曲而成的单壁与多壁

碳纳米管，直径通常为 0.8—2纳米和 5—20纳米，目

前报道的最细碳纳米管直径可小至 0.4纳米。

杜平武告诉记者，碳纳米管可以看做是石墨烯

片层卷曲而成，因此按照石墨烯片的层数可分为：

单壁碳纳米管和多壁碳纳米管。若依其结构特征，

碳纳米管则可分为扶手椅形纳米管和锯齿形纳米

管等几种类型。

制备方法是挑战

“通常的碳纳米管制备方法主要有电弧放电

法、激光烧蚀法、化学气相沉积法、固相热解法、辉

光放电法、气体燃烧法以及聚合反应合成法等。”杜

平武告诉记者，电弧放电法是生产碳纳米管的主要

方法。1991 年日本物理学家饭岛澄男就是从电弧

放电法生产的碳纤维中首次发现的碳纳米管。“这

种方法比较简单，但很难得到纯度较高的碳纳米

管，并且得到的往往都是多层碳纳米管，而实际研

究中人们往往需要的是单层碳纳米管。”

“随后科研人员又发展出了化学气相沉积法，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电弧放电法的缺陷，得到的碳

纳米管纯度比较高，但管径不整齐，形状不规则。”

杜平武说，后续逐步发展起来的固相热解法等，均

受限于环境和条件。

“碳纳米管的制备过程与有机合成反应类似，其

副反应复杂多样，很难保证同一炉碳纳米管均为扶

手椅形纳米管或锯齿形纳米管。”杜平武说，在强酸、

超声波作用下，碳纳米管可以先断裂为几段，再在一

定纳米尺度催化剂颗粒作用下增殖延伸，而延伸后

所得的碳纳米管与模板的卷曲方式相同。

“如果通过类似于DNA扩增的方式对碳纳米管

进行增殖，那么只需找到少量的扶手椅形纳米管或

锯齿形纳米管，便可在短时间内复制、扩增出数量几

百万倍于模板数量的、同类型的碳纳米管。”杜平武

说，这可能会成为制备高纯度碳纳米管的新方式。

性能及尺寸超越硅基材料

“碳纳米管具有完美的一维管式结构，碳原子

以碳—碳共价键结合，形成自然界中最强的化学键

之一，因此轴向具有很高的强度和韧性。此外六角

平面蜂窝结构围成的管壁侧面没有悬挂键，所以碳

纳米管具有稳定的化学特性。”杜平武说，碳纳米管

优异的性能表现在电学、热学和光学等方面，具有

超越传统的导电、导热特性等等。

2013年，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制备了由平行排列

的单壁碳纳米管为主要元器件的世界上最小“计算

机”。近两年，碳纳米管电子器件的性能及尺寸又

一次次被突破，势在超越并最终取代目前商用的硅

基器件。

碳纳米管还可以制成透明导电的薄膜，用作触

摸屏的替代材料。且原料是甲烷、乙烯、乙炔等碳

氢气体，不受稀有矿产资源的限制。碳纳米管触摸

屏具有柔性、抗干扰、防水、耐敲击与刮擦等特性，

可以做成曲面，已在可穿戴装置、智能家具等领域

得到应用。

碳纳米管还给物理学家提供了研究毛细现象

的最细毛细管，给化学家提供了进行纳米化学反应

的最细试管，科学家甚至研制出能称量单个原子的

“纳米秤”。“我国在碳纳米管材料的基础研究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结构均一性的控制方法和理论不断

创新，控制指标也逐年刷新。”杜平武说。

碳纳米管：个性十足的神奇材料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打 开 冰 箱 和

橱柜，因为买太多

而 腐 烂 的 蔬 菜 水

果只能扔掉，这似

乎 是 很 多 家 庭 厨

房 中 经 常 可 见 的

场景。英国一家食品科技公司新开发出一种在线使用的交互

式计算器，可以告诉你因为食物浪费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

环境的影响。

这家名为“它是新鲜的！”公司开通了一个网站，消费者登

录后首先选择家庭成员人数，然后输入每月最常丢弃的蔬果

种类及数量，计算器便可显示出一年的食物浪费总量、价值以

及相应的碳排放量。

公司创始人西蒙·李说：“当你扔掉食物的时候，不仅浪费

了食物本身，也浪费了用于种植、运输和储存食物的时间、能

源、水、劳动力和材料。”他希望借助这款计算器，可以提醒人

们更加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

交互式计算器
提醒你别浪费食物

近年来，颐和

园 、天 坛 公 园 、北

海 公 园 等 北 京 11

家 市 属 公 园 引 入

大量“虫医生”，用

“ 以 虫 治 虫 ”的 方

法防治园林病虫害，保护古树名木和生态环境。

据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介绍，与传统化学农药防治相

比，“以虫治虫”就是通过人工繁育、释放这些害虫的天敌昆

虫，将害虫的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实现“有虫无灾”。

天坛公园有古树 3500 多株，树龄大多几百年，是北京城

区内拥有古树最多的公园。其病虫害防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

是双条杉天牛。但由于这种害虫隐藏在树皮下，药液很难接

触。昆虫“管氏肿腿蜂”是其天敌，“管氏肿腿蜂”搜索到天牛

幼虫后，就会将其作为寄主，吸食其营养并在其体上产卵，孵

化后代。害虫的养分被消耗掉，自然就被控制住，这一防治方

法已使公园上千棵古树受益。

引入“虫医生”
保护公园千年古树

它是救命信号它是救命信号！！
暴雨预警不应被轻视暴雨预警不应被轻视

不同的预警信号，公众应该做出不同的防
范。在暴雨蓝色预警覆盖区域，中国气象局国家
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建忠介绍，暴雨来临时，最
好待在屋里，远离窗户。待在房屋中要时刻注意
煤气泄漏，关掉煤气和电路，假如看到火苗，要迅
速离开房屋。如果打雷，不要看电视、上网，应拔
掉电源、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
金属导线。此外，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
水器洗澡。

在室外时，要尽可能快速进入室内，来不及躲
进去，就用可以找到的物品保护头颅不受伤害。
由于暴雨中电线短路，可能导致人们触电而亡，应
远离电线。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
物品及接打手机，以防雷击，远离河流湖泊、稻田
以及空旷地区，远离广告牌以及简易建筑物。

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公众最好不要在下大
雨时骑自行车或开车，尽量避免车辆在积水中行
驶。暴雨来临后，立即将车开到地势较高处停放，
千万不要停放在地势低洼处。切断低洼地带有危
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
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特别
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破旧受损房屋倒塌伤人。
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
措施。

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发布后，暴雨可能
已经或即将导致该区域的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
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
河流附近的人员应马上撤离至安全地区；大型群体
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
安全疏散人群；医院、学校等各单位应停止外出。

暴雨预警后公众该如何应对

““虫医生虫医生””肿腿蜂肿腿蜂

日 本 一 向
以“防灾强国”
著称，但近日发
生的暴雨灾害，
虽 然 气 象 部 门
发出过“大雨特
别警报”，截至
16 日，仍有 200
多 人 因 此 失 去
生命……

日本西部地区连降特大暴雨日本西部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引发引发3030多年来最严重水灾多年来最严重水灾。。图为日本冈山县水灾现场图为日本冈山县水灾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马平马平摄摄

（以上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