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冰和冰外观相似，在

家中放置干冰，不熟悉干冰

特性的人，尤其是孩子，或

许会直接上手拿，这就有可

能导致冻伤。如果干冰被

孩子误食，后果不堪设想，

严重可致儿童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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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七彩祥云常出现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但这样的奇

观最近在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广东省湛江市等

多地出现，在网上引发关注。许多网友表示，七彩祥云与

彩虹看上去很相似。

那么，什么是七彩祥云？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和彩

虹有何区别？

中国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王秀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七彩祥云又被称为七彩云，是指太阳光线透过云彩

时产生的自然现象。云中微小冰晶或水滴对阳光会产生

衍射作用，从而将太阳光的光谱分离，进而形成七彩光芒。

在我国古代，七彩祥云被视作祥瑞之兆，也被称为

“庆云”。出现七彩祥云需要满足 3个条件：首先，云彩所

处位置与太阳光线形成的角度要适宜，一般需要保持在

10 度至 40 度之间；其次，云彩边缘所含小冰晶或小水滴

要分布均匀，而且要薄，方便太阳照射，如高积云、卷积云

等，就是符合此条件的云彩；最后，需要天气晴朗，即天空

的能见度要高、空气质量也要好。

“其实，七彩祥云并不罕见。”王秀荣介绍，一般来说，

在降雨之后、快速出现太阳时，就比较容易看到七彩祥云。

那么，七彩祥云和彩虹有什么区别呢？

“七彩祥云是云中的微小冰晶或水滴通过阳光衍射

形成的，彩虹是空中的水滴通过阳光折射、反射形成的。”

王秀荣解释道，形成七彩祥云和彩虹的水滴在尺度上相

差数百倍，形成彩虹的水滴要大，且分布比较均匀，所以

彩虹的形状通常比较规则。

在形成七彩祥云的云层中，冰晶和小水滴等含量不

均匀，云层本身也厚薄不一，因此阳光的衍射也是散乱

的，其中有的光色被加强、有的光色被抵消，由此产生了

色彩艳丽的七彩祥云。在一定范围内，云层中水滴与冰

晶的直径越小，产生的七彩祥云色彩就越绚烂。

“除此之外，由于彩虹和七彩祥云形成的大气环境不

同，因此人们需要背对太阳才能看到彩虹，而看七彩祥云

时则需要面朝太阳的方向。”王秀荣说。

七彩祥云是如何形成的

山东省日照市天空出现七彩祥云景象。

◎实习记者 裴宸纬

◎本报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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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 筱 王珏玢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然而，和天气一样火热的，还有网

上的流言：蚊子有偏爱的血型、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荔枝果

皮带绿一定没熟透、“双胞胎”樱桃是农药造成的……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将 7月流言逐个击破，帮您拨开迷

雾、了解真相。

蚊子有偏爱的血型？
真相：蚊子无法识别人的血型

夏天最让人烦恼的事，莫过于被蚊子叮咬。被咬之后，皮

肤瘙痒红肿，让人心烦。有人发现，在同样的环境中，蚊子格

外青睐某些人，总是紧“叮”他们。有人推断，蚊子可能“偏爱”

某种血型的人。

对此，天津市医疗健康学会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委员奚

丹表示：“蚊子无法识别人的血型，蚊子选择叮咬对象通常与

血型无关。”

那么，蚊子选择叮咬对象是随机的，还是真有“口味”

偏好？

“蚊子选择叮咬对象，与人体产生的气味、呼吸时产生的

二氧化碳量以及体温有关，还与人体代谢产物有关。”奚丹解

释道。

汗水在细菌的分解下产生乳酸、尿素和其他物质，更容易

吸引蚊子叮咬。除此之外，运动后的人、孕妇、儿童等呼吸频

率较快的人，在呼吸时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即他们周围的

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因此更容易吸引蚊子。

除此之外，美国和赞比亚科研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显示，

人体散发的气味分子可吸引蚊子从几十米外追踪而至，不同

“配方”的气味对蚊子的吸引力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蚊子还有自己偏爱的颜色。研究人员发现，蚊

子喜欢红色、橙色、黑色等颜色，却容易忽略绿色、蓝色、紫色

等颜色。因此要想避免被蚊子“叮”上，也可以考虑换换衣服

的颜色。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减少被蚊子叮咬，首先应该注意保

持环境卫生，清除积水、污水，在蚊虫数量较多的地方可以用

网捕或粘捕；必要时可以穿长袖、长裤或者在衣服上喷洒驱蚊

药；被蚊子叮咬后应该避免用手抓挠，以免发生感染；如有不

适症状，应及时就医。”奚丹建议。

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
真相：矿泉水瓶材质无毒无害

炎炎夏季，很多人的饮水量都增加了。一些人喜欢买一

箱矿泉水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最近网上有关“暴

晒后矿泉水会致癌”的传言让不少车主不敢把矿泉水放在车

里了。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学博士于灏表示：“市面上合格的矿泉

水瓶，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即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脂（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不仅抗酸、抗碱、耐油脂，

而且能经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当温度达到 120 摄氏度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才会

发生水解反应（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与水发生的化学反

应）。虽然夏天暴晒过的车其局部温度最高可达到 70 摄氏

度，但和 120 摄氏度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脂不会发生水解反应，也不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污

染水质，更不会致癌。

于灏介绍，若瓶装矿泉水没有被拧开过瓶盖，其内部的水

一般不会变质；被拧开瓶盖的矿泉水由于有气体进入瓶中，若

继续放在车里，在高温作用下其内部细菌可能大量繁殖，喝了

有可能会引发腹泻。

于灏提醒，虽然暴晒后的矿泉水喝了不会致癌，但是为了

健康，瓶装水开瓶后最好及时饮用。

荔枝果皮带绿一定没熟透？
真相：部分品种果皮就是绿色

7 月，荔枝集中上市，这种清香甜美的水果广受人们的

喜爱。

不过，如今市场上荔枝品种繁多，如何挑选让不少消费

者挠头。最近网上流传着“成熟的荔枝应该是红色的，那

些果皮青绿的荔枝就一定没有熟透”的说法，那么这一说

法靠谱吗？

对此，国家荔枝龙眼产业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

岗位专家孙海滨表示，这种说法以偏概全，并不准确。目前有

一些品种的荔枝成熟以后，其果皮就是绿色或者是红绿相间，

并不是所有荔枝都是红色的。

据了解，荔枝共有 600 多个品种，在市面上销售的荔枝主

要有 20 多个品种。未成熟的荔枝含有的鞣酸较多，口感较

涩。绝大部分荔枝在成熟后外皮都是红彤彤的，其果肉甘甜

可口。

“不过像‘观音绿’‘翡翠’‘妃子笑’等品种的荔枝，就打破

了人们对荔枝的传统认知。”孙海滨举例道，像“观音绿”的最

佳赏味期就是其果皮绿中微微带红的时候，一旦果皮变成通

体红色，“观音绿”就熟过头不新鲜了。

“因此，光靠颜色选荔枝是不科学的，这样会错过很多优

质品种的荔枝。”孙海滨表示，像“观音绿”不仅口感清甜，其维

生素 C 含量更是普通荔枝的好几倍，属于荔枝中比较优质的

品种。

“双胞胎”樱桃是农药造成的？
真相：受气温影响与农药无关

随着夏季的到来，国产樱桃大量上市。很多消费者发

现，樱桃里面出现了不少“双胞胎”，也就是一个果柄上生

长了两个樱桃，两个樱桃紧紧“依偎”在一起，像连体婴一

样。部分网友对此的解释是，樱桃果实畸形是因为被喷洒

了农药。

对此，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潘凤荣表示，科

学上将这种畸形的果实称作双子果，樱桃双子果的发生率与

生长环境，特别是气候因素紧密相关，“双胞胎”樱桃并不是农

药造成的。

潘凤荣介绍，樱桃树在生长过程中，对环境条件要求比较

苛刻，气温太低了会发生冻害，而气温过高，则会使其产生一

些生理变化。“比如，在上一年的 6月到 9月出现了高温干燥天

气，那么到今年樱桃成熟时，有些品种的樱桃就可能会出现双

子果、三子果甚至四子果。”潘凤荣说。

科学研究表明，樱桃在花芽分化期特别是萼片和花瓣的

分化期，如果遇到 3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没有人工干预的

情况下，第二年双子果的发生率会大大增加，而且随着温度的

升高，双子果的出现比例也会增高。

“不过，不同品种的樱桃对自然环境的耐受力也不一样，

耐受力比较弱的品种，更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因素

的影响。”潘凤荣说。

蚊子有偏爱的血型、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8 月 2 日，我国多地发布高温预警。烈

日炎炎，不少人为降温绞尽脑汁。记者在网

络上注意到，除了开空调、睡凉席等传统度

夏方式外，一些人将目光放在了近些年来随

冷链快递发展而被人们所熟知的干冰上。

在一条短视频中，一位家长为了给孩子

降温，把一大块干冰放到家中。她称，干冰只

会释放二氧化碳，没有危害，使用干冰可低成

本降温。

那么，干冰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它是否

可以降温？将其用于室内降温又是否安全？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干冰非冰，降温效果显著

干冰名称中虽有“冰”，但它却不是由水

凝固而成的。

“干冰从化学成分上说就是固态的二氧

化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研

究助理、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科普作家孙亚

飞对记者表示，“二氧化碳在标准大气压下不

存在液态，因此当温度低于零下 78 摄氏度

时，气态二氧化碳会直接凝华成固态；反之，

当温度高于零下 78 摄氏度时，二氧化碳则会

从固态直接升华成气态。由于固态二氧化碳

的外观形似冰块，又不会产生液态物质，故而

被称为干冰。”

生活中，人们常常用冰块给饮料降温，这

是因为冰块在融化过程中（由固态变为液态）

会吸收饮料的热量。用干冰给物体降温也是

利用了类似的原理。“干冰，即固态二氧化碳，

在升华时，由固态直接变成了气态。在这一

过程中，它会从周围环境、物体中吸收大量的

热。”孙亚飞解释道。

干冰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降温介质，在生

产生活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比如，实验室

中很多化学反应都需要在极低温的条件下

进行，这时科学家们往往会将干冰放入某种

溶剂中，通过干冰在实验室内创造低温环

境；在日常生活中，长途冷链运输也需要干

冰的帮助。

“在房间内放上干冰，的确可以起到降温

作用。此外，当干冰被置于室温条件下，其周

围的低温环境会让干冰附近空气中的部分水

蒸气凝结，从而形成烟雾缭绕的效果，视觉上

也很好看。”孙亚飞说，“随着工业的发展，如

今干冰的价格也很低。一千克干冰只要几块

钱，它们理论上能够让一个间房在半天的时

间内保持清凉。”

家用需警惕，或存多种风险

干冰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孙亚飞表示，

干冰升华的产物只有二氧化碳，它不是易燃

易爆气体，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孙亚飞强调，干冰温度过低，人体

皮肤在接触到干冰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

被冻伤。“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使用干冰时，有

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如不能直接用手接触、

不能将其放到普通冰箱里等。干冰和冰外观

相似，在家中放置干冰，不熟悉干冰特性的人

可能会直接上手操作，孩子也有可能会拿干

冰当玩具玩耍，这就可能会导致冻伤。”孙亚

飞说。

此外，干冰处在零下 78 摄氏度以上的环

境中，就会升华为气体。“将干冰放到室内，无

异于把干冰放到‘热油’中，快速蒸发的气体

会夹杂着干冰粉末飞射出来。尽管实际造成

的伤害不是很大，但很容易吓到孩子。”孙亚

飞提醒道。

另 外 ，在 储 存 上 ，也 不 能 将 干 冰 直 接

放 入 冰 箱 。 家 用 冰 箱 内 的 温 度 虽 然 在 日

常生活中算得上是低温，但对干冰来说仍

是高温。

“冰箱冷冻室温度一般在零下 18 摄氏度

左右，冷藏室温度一般在 4 摄氏度左右，这都

远远高于干冰升华所需要的温度。如果把干

冰当成冰直接放到冰箱里，可能会引发比较

复杂的后果。”孙亚飞补充道，例如，干冰会对

冰箱内部进行降温，特别是当冰箱处于密闭

状态时，这种降温效果很明显。此时，有些不

能被冷冻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都可能

会被冻伤，进而提前腐败。而当干冰降温效

果过于明显导致冰箱内温度远低于冰箱的设

计温度时，也会对冰箱系统及零部件造成一

些不可逆的损坏。

不仅如此，若干冰被孩子误食，后果不堪

设想。孙亚飞表示，一方面，干冰的超低温会

快速冻坏儿童的口腔和食道；另一方面，干冰

进入胃部后会快速气化，产生大量二氧化

碳。“若不考虑气压变化，一单位的干冰全部

转变为二氧化碳后，体积会膨胀 700 倍至 800

倍。这不仅会让儿童胃部快速涨起，而且返

流到口腔、鼻腔的二氧化碳还会导致儿童窒

息。”他说。

“在实际使用干冰时，要考虑到家庭环

境的实际情况。基于上述风险因素，不建议

在家中使用这种方式进行降温。”孙亚飞提

醒道。

室内降温用干冰 处置不当有危险

8 月 8 日将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

气，它的到来是否意味着入秋？“晒秋”“咬秋”指的是什

么？气象、农业专家为您说“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副教授江晓东说，立

秋虽然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讲，此

时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还未到来。立秋节气通常在“三伏

天”里的中伏期间到来，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

“立秋时节，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处夏季，天气依然很

热。此时也是台风活跃时期，多发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江晓东说。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也”

的记载。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羊杏平解

释，立秋的“立”有开始之意，“揫敛”是收敛的意思，即此

时农作物开始成熟。

“立秋时节是中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开花结实

的阶段，需水量大，充足的雨水可以为丰产奠定基础。所

以民间有‘立秋雨淋淋，遍地生黄金’‘立秋三场雨，秕稻

变成米’等俗语。”羊杏平介绍说。

立秋不仅是重要的节气，还是我国重要的岁时节

日。民间有立秋这天“晒秋”“咬秋”“贴秋膘”等习俗。

“晒秋”指的是我国一些地区农民利用自家窗台、屋

顶等晾晒农作物以便贮藏的一种传统农俗。

“咬秋”也叫“啃秋”，是指在立秋日多吃西瓜，以求解

暑防燥。

“人们一般还会选择在立秋日吃肉，意在‘以肉补膘’。”

羊杏平解释说，但从营养学的角度讲，“贴秋膘”不一定非

得吃肉，尤其不适合肥胖超重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

建议多吃绿叶菜、薯类、馒头、酸奶等发酵类的食物，少吃

肉类。普通人群“贴秋膘”也要适量，不宜暴饮暴食。

立秋将至

听专家为您说“秋”

幼儿园小朋友“啃秋”吃西瓜，迎接立秋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