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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十一”长假，人们开始计划出游，四川省成都市

想必是不少人计划游览的目的地。最近有两名到成都旅

游的游客，因私自投喂被终身禁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此事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那么，为什么不能私自投喂大熊猫呢？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物种，被誉为‘国宝’，它的主

要栖息地是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区，被列入《中国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中心副主任钟震宇表示，动物园和繁育基地工作人

员会对大熊猫进行精心照顾，尤其在饮食方面会为它

们设计科学营养食谱，以保证其身体健康。因此它们

不需要额外“加餐”。

“游客投喂食物或许是出于好心，希望给大熊猫增加

营养，殊不知这种行为反而会给它们带来危害。”钟震宇

解释道，首先，大熊猫如果营养过剩，就容易产生健康问

题；其次，若游客自带的竹笋、面包等食物携带病原微生

物，就可能导致大熊猫生病甚至死亡；再次，投喂行为很

容易吓到大熊猫；最后，长期频繁随意给大熊猫投喂食物

还可能使其产生心理和行为异常。

“此次两名游客投喂的均是幼年大熊猫。”钟震宇表

示，由于幼年动物对食物和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因而更

容易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些因素，工作人员对这两位游客

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终身禁止他们进入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参观。

那么，我们在参观大熊猫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文明参观大熊猫需做到‘五不要’‘三要’。”钟震宇

介绍道，“五不要”是指，一不要大喊大叫、大声喧哗；二不

要逗弄和投喂动物；三不要向动物活动场内乱丢杂物；四

不要攀爬、翻越栏杆、敲打玻璃窗；五不要带宠物进园。

“三要”包括，要在游客参观区内安静参观；对大熊猫拍照

和录像时要关闭闪光灯；当发现不文明行为，要及时劝

阻。大家要共同为大熊猫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保

障其健康成长。

“国宝”饮食有规章

私自投喂后果很严重

“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北京时间 9月 23日将迎

来秋分节气，意味着收获满满、瓜果飘香的金秋季节来

临。此时节，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香，恰如古人云“桂树

婆娑影，天香满世闻。”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作为一个反映

季节变化的节令，公历每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当太阳到

达黄经 180 度时，为秋分之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六

个节气，也是秋季第四个节气。

和春分一样，在秋分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阴与

阳，都是平分的，处于均衡状态。不同的是，春分平分了

春季，从春分开始，北半球昼长夜短而白天越来越长，阳

气转盛，天气由凉入热，而越来越热。秋分则恰恰相反，

它平分了秋季，从此开始，北半球昼短夜长而白天越来越

短，阴气转浓，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凉。

秋分时节，虽然气温逐渐降低，天气慢慢转凉，但或

浓或淡的秋色像调色板一样也开始铺陈开来，浓缩在黄、

红色调之中：菊花、稻穗、橘子，黄得雅致、饱满、灿烂；枫

叶、辣椒、柿子，红得热烈、奔放、洒脱，共同织就出一幅幅

色彩绚丽的自然秋景图。

这美妙、醉人的秋色也让文人雅客们才思泉涌，催生

出了许多意味隽永的诗词佳句，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等。

2018 年国家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 9 月

23 日将迎来第 6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时节，我国大

部分地区开始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田间地头

尽是欢声笑语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秋分时节，公众应如何在饮食上加强自身调理呢？由

国庆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提示，秋季本就燥邪

当令，易耗人津液，宜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尽量少吃辛

辣食物，适当多吃些酸味甘润的食物，可达到生津润燥之

效，如苹果、秋梨、柚子、柑橘、山楂、葡萄、酸奶、柠檬等。

秋分将至

北半球从此昼短夜长

最近，我国华北、华南部分地区迎来降雨

天气，北方地区秋意渐浓。然而，重庆、武汉等

地“秋老虎”持续发威，烈日炎炎之下，气温超

过 35摄氏度。一些地区甚至发布了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许多网友直呼“一夜回到三伏天”。

今年，我国多地数次迎来极端高温天气。

酷暑之下，北京某火车站站房由于采用玻璃穹

顶设计，阳光直射候车大厅，导致内部环境闷

热，中央空调难以发挥作用，旅客体验不佳。

不仅是该火车站，近年来全国多地的火

车站候车大厅、大型商场、酒店大堂等公共建

筑均大面积采用玻璃穹顶设计，由此导致高

温天气下建筑内部增温明显，相关问题引发

社会广泛讨论。

那么，什么是玻璃穹顶设计？它为何会

让建筑物“发烧”？如何给建筑物合理降温？

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难以平衡的室内照明和增温

近年来，随着建筑材料、技术不断进步，越

来越多的公共建筑用上了大面积玻璃穹顶。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主任董宏介绍，玻璃穹顶近年来受到追捧主

要由于其良好的采光效果，满足了大型公共

建筑的采光需求。

在建筑设计中，玻璃穹顶也被称作采光

天棚，采光效果好是其最突出的优点。玻璃

穹顶通常为水平安装，其采光效率极佳，是垂

直安装的侧窗玻璃的 2.5倍。

公共建筑通常进深较大，中心部分采光

困难，过去几乎难以实现自然采光，需要依靠

大量照明设备来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而玻

璃穹顶则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自然光

引入大型公共建筑内部，让身处其中的人也

能感受到室外的明媚阳光。同时，采用玻璃

穹顶可减少白天室内环境的照明需求，进而

节约了能源。

科技日报记者最近在采用玻璃穹顶设计

的北京南站看到，天气晴朗时，整个候车大厅

光线明亮，不需要打开照明设备。

不过，近年来随着极端高温天气出现次

数逐渐增多，玻璃穹顶设计导致建筑内部增

温明显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

加涂层或遮阳板可补短板

虽然大面积采用玻璃穹顶设计会使建筑

物在高温天气格外容易“中暑”，但其采光好、

材质轻、造价低、冬季采暖好等优势依旧使其

无法被替代。事实上，随着建筑科技的不断

进步，玻璃穹顶的短板正在被慢慢补齐。

合理控制采光玻璃面积以及透光率是给

玻璃穹顶降温的关键。多位业内专家提出，

设计人员应合理控制玻璃穹顶面积，并对采

光位置进行精细设计。除此之外，相关人员

还应合理控制玻璃本身的透光率，透明玻璃

的透光率通常可以达到 80%至 90%，但玻璃

穹顶往往并不需要如此高的透光率。

针对已经安装完成的玻璃穹顶，增加涂

层或加装活动遮阳板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例如，2019年夏天，北京南站便给候车大

厅的玻璃穹顶涂上了一层蓝色涂层。这种新

型纳米材料能够隔绝紫外线、红外线、部分可

见光，起到隔热作用，使内部地面温度最高降

低 8 摄氏度左右。除此之外，相关人员还可

以在玻璃穹顶外部加装活动遮阳板，在日照

特别强烈时关闭遮阳板，采用内部照明；在日

照较弱时则打开遮阳板，进行自然采光。

围绕“双碳”目标，建筑节能降耗成为近

年来的热门话题。着眼未来，如何平衡采光

与隔热需求，尽可能降低建筑物的能耗呢？

董宏认为，首先要对建筑物各项功能需

求进行科学合理分析，综合考虑采光、照明、

通风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广泛采用先进技

术。例如，可以采用可智能调节透光率的玻

璃、透光不透热玻璃等，以最终实现健康舒适

与节能降碳双赢。

合理设计玻璃穹顶 防止建筑高热难退

8 月已经结束，暑热即将走向尾声，但不少流言却仍然在

网络上热火朝天地传播着：鱼群跳跃是地震前兆、暴雨后自来

水不能喝、多地拍到“地震云”、食用含碘盐能防核辐射……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和您一起将 8 月流言逐个抽丝剥

茧，用科学手段还原事实真相。

鱼群跳跃是地震前兆？
真相：系水域环境变化所致

8 月 6 日上午，在滇池海埂西码头、滇池—草海连通泵站

排水口处，当地市民和游客看到大量白鲢鱼不断跳出水面，形

成一道白鲢“跃龙门”的奇景，有些鱼甚至会跳到船上、岸上。

相关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许多网友看后猜测，这可能是地

震发生的前兆。

8 月 8 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工作人员表示，

网传视频的拍摄地位于昆明滇池海埂西码头，该地近期出现

过几次鱼群跃出水面的现象。专家现场调研指出，跃出水面

的鱼类主要是白鲢，是一种江河性鱼类，对水流刺激较敏感，

有抢水、集群的习性。

今年 8月，昆明持续降雨，滇池草海入湖水量增加较快，为

保障安全、调节水位，相关工作人员适时开启连通泵站，将滇池

草海的水向外海调运。此时，在泵站出水口会产生较大外泄水

流，白鲢顺水流而出，导致大量鱼类聚集，同时它们又对水流刺

激敏感，故出现鱼群跳跃的现象。此外，滇池海埂西码头常有

游艇出入，也会扰动水体，鱼群也容易因此产生跳跃行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网友将鱼群跳跃与地震联系起来，此

前在河南、广东等地，都发生过大量鱼群跃出水面的情况，也有

不少网友将其与地震相关联。不过，事实证明，鱼群跃出水面

通常系水体扰动或周围环境变化所致，与地震无关。

暴雨后自来水不能喝？
真相：自来水水质不受暴雨影响

今年 8 月，全国多地发生极端强降雨天气。暴雨冲刷往

往会导致泥土、杂物等进入水库、河流等水体。有人提出，暴

雨带来的污染物会进入城市自来水管，导致自来水质量严重

不达标，不能饮用。

事实上，暴雨过后虽然会有污染物进入水库、城市河道

等部分城市水体，但并不会影响城市水源地的所有水源。

即使部分污染物被暴雨带到水体中，自来水厂也会在制水

时将有害物质消除，最终生产的自来水都是符合饮用水标

准的。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水质监测中心主任杨川介绍，水资源

从水源地被引到自来水厂后，一般会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

毒等常规工艺处理，保证自来水符合我国饮用水标准。

例如，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会采用利用微砂加速沉淀、高密

度澄清、紫外线消毒等先进的水处理技术，保证出厂水的水质

指标全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烨也表示，城市的雨水管

网和供水管网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系统，雨水带来的污染物并

不会影响自来水的水质。

暴雨给水资源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是水体的浊度增

加。王烨介绍，解决该问题最关键的有两步：第一步是利

用折板反应把水体中携带的泥沙沉淀下去，第二步是使用

相应药剂进一步促使泥沙等污染物沉淀。

目前，自来水厂对自来水中的各项指标均采取全天候 24

小时监测。制水厂内部、研究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都会定期

把关，确保各个自来水厂输出的自来水合乎标准。

多地拍到“地震云”？
真相：云朵出现形态与地震无关

8 月 6 日凌晨，山东德州发生 5.5 级地震，不少所谓“地震

前兆”的流言开始在网上蔓延，“地震云”正是其中之一。8 月

6日白天，有江苏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于德州地震前

拍摄到的云彩照片，并猜测其可能是“地震云”。

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当天便发文称，云形成的整个过程

都是在大气圈中完成的，而地震发生在岩石圈中，目前没有足

够的科学依据证明，云可以预示地震发生。网上所谓的“地震

云”，主要是高积云与层积云两种。高积云的出现说明天气很

好，层积云的出现代表会有降雨，与地震并没有关联。

此前多地发生级数较低的地震后，网上都出现了“地震

云”流言。网络上所谓的“地震云”其实只是生活中比较常见

的高积云、层积云等，在空中呈现为波纹状、鱼鳞状或者放射

状的形态。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表

示，天空中的云本身就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无论所谓的

“地震云”看起来有多么少见，实际上在专业的气象云图谱里

都能够找到类似的。不要因为云的形态少见就把它和地震联

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

食用含碘盐能防核辐射？
真相：至少6斤才能起作用

8月 24日，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东京电力公司开启了福

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正式排海。此后的数十年间，福岛

核电站产生的污染水将持续排入大海。日本强排核污染水入

海一事，引发全球关注。同时，此事也让“食用含碘盐可预防

核辐射、保护甲状腺”的说法再次流传，引发部分人抢购加碘

食用盐。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人类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

料之一。我国食盐加碘的目的是防治碘缺乏病。环境缺碘地

区通过食盐加碘，可以安全、便捷、长期地对当地居民进行碘

营养的补充，避免碘缺乏病影响居民健康。

核污染水中的碘主要以放射性碘形式存在，而人体甲状

腺是对放射性碘照射较为敏感的器官，放射性碘的照射会增

加癌症的发生风险。碘元素能够防辐射的原理是，人体通过

摄入“稳定碘”来增加甲状腺内碘元素的饱和度，以此避免放

射性碘在甲状腺内沉积，从而规避放射性碘对甲状腺带来的

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在《碘甲状腺阻滞—规划和应对放射性和

核突发事件指南》中推荐，要实现防核辐射的目的，成人（大

于 12 岁）摄入“稳定碘”的单次剂量应为 100 毫克。而我国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规定，加碘食盐中的碘含量

为每千克 20 毫克至 30 毫克。这意味着要实现单次摄入 100

毫克“稳定碘”的目标，需要一次食用 3 千克至 5 千克加碘食

用盐。这远远超出了人体所能够承受的食盐摄入量极限。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明确提出“成年人每天摄入食

盐不超过 5 克”，如果过量摄入，会给人体各个脏器带来严重

负担，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慢性肾病，严重者可能

造成脱水甚至死亡，因此想靠食用含碘盐来预防核辐射是不

现实的。

鱼群跳跃是地震前兆、暴雨后自来水不能喝……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火车站候车大厅的玻璃穹顶。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芝麻”在吃竹
子。它出生于2017年4月24日，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吉祥物“蓉宝”的原型。 新华社发（陈居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