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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研 究 人 员 近 日 开 发 并 测 试 了 一 种“ 吸

水”设备，可仅利用太阳能，在沙漠里收集空气中

的水。

水 在 地 球 上 含 量 最 丰 富 ，约 占 所 有 物 质 的

70%，但人类实际可饮用的淡水只占其中 2.5%。

随着人口增长、气温上升，全球水危机也日益严

重 ，这 促 使 科 学 家 们 开 始 研 发 更 好 的 水 资 源 收

集 方 式 。 多 数 研 究 集 中 在 海 水 淡 化 技 术 ，但 也

有少数研究在钻研如何从干燥空气中“吸取”稀

有水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奥马尔·亚

吉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发

表论文介绍，他们前往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实测

了这种设备，并成功收集到了空气中的水。

据介绍，该设备使用了名为“金属有机框架”

（MOF）的固体多孔材料，这种由金属锆制成的材

料极易吸收液体和气体，且能在被加热后迅速将

它们释放。这款新型集水设备，将多孔 MOF 晶体

压缩在太阳能吸热器与冷凝板之间，其原理是当

空气流过 MOF 时，水分子被 MOF 束缚，接着等阳

光照射加热设备，水分子变成蒸汽，于箱子内部冷

凝成液态水并往下滴入收集器中。

实测中，设备里的“金属有机框架”在夜间吸

收了空气中的水，并在白天借助太阳能加热，将水

排放到特定容器中。去年，团队于学院大楼屋顶

进行测试，条件与莫哈维沙漠相似（平均湿度约

20%），12 小时内从空气中吸取了 2.8 公升水，创下

令人惊讶的纪录。

这项技术不但不需要相对湿度高的条件，能

源效率也比其他现有技术好。这次，团队将测试

地 点 移 往 斯 科 茨 代 尔 沙 漠 地 区 ，进 行 了 现 场 实

测。在那里，相对湿度从夜间的 40%下滑至白天

的 8%。而实测结果显示，只要添加更多金属有

机框架材料，就算湿度极低，设备也能扩大规模

吸收更多水分，平均每公斤 MOF 材料可收集 220

毫升水。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测 试 使 用 的 MOF 材 料

MOF-801 由昂贵金属锆制成，所幸奥马尔现在已

经开发出由铝制成的新型 MOF 材料 MOF-303，

价格可便宜至少 150 倍，目前在实验室测试中捕获

到比 MOF-801 多两倍的水，相当于每公斤 MOF

材料可生产超过 400 毫升（3 杯）水。研究人员计

划今年晚些时候到更干燥的地区测试这种铝基集

水设备。

一个人每天至少要喝一杯罐装可乐容量的

水，而 MOF 设备能在一小时内收集到这些水量。

科学家想证明，假如你不幸于沙漠中迷失方向，你

可以靠这种设备活下来，坚持至救援出现。在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布的影片中，一名研究人员

真的喝下了这杯“水”。

（据新华社）

用太阳能从沙漠空气中收集水？
科学家已经喝过了

“艾云尼”刚走，“马力斯”来了。6 月 12 日上

午，随着“马力斯”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

旋，中央气象台于当天上午 8点钟对其停止编号。

下一个来的又会是谁呢？印象中，每到夏秋

季节，台风在我国沿海城市都会一个接着一个，大

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看到此，有人不禁

会问，台风缘何多集中在这个时间爆发，台风预报

是怎样完成的，难度何在？

本报记者 付丽丽

通常我们所说的台风，在气象上叫做热带气

旋，是指发生在热带或者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

旋。

热带气旋根据强度不同，由弱到强，可分为热

带低压、热带风暴级、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级、强台

风级和超强台风级 6个等级。台风是指强度达到

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的热带气旋。

“影响我国的台风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和南海，

其活跃期是 6 月到 11 月，但生成最多的主要集中

在 7 月到 10 月。”12 日，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预

报中心首席预报员张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张玲介绍，台风是由活跃的热带对流经组织

化以后形成的逆时针旋转的涡旋，一般来讲，南海

季风平均爆发在 5 月中下旬，之后向南海和西太

平洋输送大量的水汽和能量，构成台风最主要的

水汽和能量来源之一，同时，夏季在西太平洋和南

海还受副热带高压系统的控制。这样，季风条件

比较好，并且副热带高压也比较强，就有利于热带

对流的发展，从而形成有组织的逆时针旋转涡旋

的频率就更高些。

“其实，从历史上看，全年都有台风的生成，只

是在冬季台风生成的数会比较少。”张玲说。

象辑科技气象技术专家欧波也表示，从台风

活动上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生

成。在气象学上，台风是一个典型的中尺度气旋

系统，它多生在低纬度高温高湿的海域，生命史一

般从几天到十几天。

“影响台风活动路径的最主要天气系统是西

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台风的移动经常是在副

热带高压的外围引导气流作用下，分为西向、西北

向和偏北转向三种路径影响我国和东亚沿海各个

国家。”欧波说，此外，南海也是台风生成和发展的

一个源地，南海台风还具有生成发展快、移动路径

复杂、预报难度大等特点，这次的“艾云尼”就充分

诠释了这样的特点。

此前，“艾云尼”移动路径反复变化，曾三次在

我国登陆，这在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季风和副热带高压 致使夏季台风偏多

台风如此无常，气象人员又是如何做到准确

预报的呢？

欧波表示，目前台风预报的主要方法是以数

值天气预报为基础的客观预报方法。数值预报技

术是把大气模拟成一个复杂的闭合方程组，通过

赋予初值和给定边界条件，利用超级计算机来计

算大气状态的方法。

“简单来说，台风预报，如同其他的天气预报

一样，就像是在解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张

玲说。

张玲介绍，数值预报方法是把大气和台风运

动，用一组大气运动方程组描述出来，预报人员把

观测到的气压、风、温度、湿度等作为方程组的一

些已知条件，而天气系统的变化（包括台风的运

动、强度的变化等等）就是方程的未知数，这个方

程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在实际求解时还需适当

简化。用超级计算机算出结果之后，预报员再结

合自己的经验对数值预报结果进行订正，得出最

终的预报结论。

台风路径预报是台风预报中很重要的一点。

张玲告诉记者，预报员判断台风走向考虑最主要

的因素是大尺度天气系统对台风的引导作用，通

常称其为引导气流。

引导气流的大小、强度和方向是决定台风路

径最主要的因素。每个台风都不尽相同，都有自

己的特点，在实际预报中，台风引导气流通常是由

一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南海季风、冷空气等，甚至有时南半

影响因素复杂 准确预报如解谜题

球的天气系统也会影响北半球台风的行进路径。

如 2010年 13号台风“鲇鱼”，其从西太平洋进入南

海之后，出现了近 90°的北翘，就与南半球冷空

气爆发有很大的关系。

张玲表示，台风是一个立体的柱体，不同高

度上环境大气对台风的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可能

都不一样。“就如一个人站在那儿，一个人在上

面向一个方向拉他的胳膊，同时另一个人在下

面往另外一个方向拉他的腿，此时这个人往哪

个方向走，就比较难说了，预报员需要综合考

虑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台风的主要引导气流

来自哪个方向，还有就是大多数台风的结构都

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也会对台风运动路径

产生影响。”

台风预报难，究竟难在哪儿？欧波表示，由于

台风的生消发展和移动变化多与海洋有关，且活

动区域又大都在远海，气象观测手段不像陆地上

那么多样，实况来源少、信息量不足，这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台风的预报能力。

“与西太平洋台风相比，南海台风就相对难报

一些。”张玲说，这是因为在南海生成的台风一般

强度相对较弱、生命史也比较短，主要是因为南海

及周边海域生成的台风距离陆地较近，此类台风

还没能发展到很强就碰到沿海和陆地了，台风受

到下垫面地形摩擦作用后，其强度往往会较快地

减弱。

另外，南海台风往往高低层引导系统不同，导

致台风结构不对称。一般情况下，南海台风中高

层位于南亚高压的南侧，盛行东北风，而低层受南

海季风影响，盛行西南季风，高低层引导系统不

同，台风结构往往不对称，所以不容易发展到很

强，加之周围环境引导系统比较弱，所以也不太好

把握它的走向，而且南海台风往往生成不久就登

陆了，留给预报员的反应时间也有限，所以情况比

较复杂，相对难预报。

欣喜的是，在欧波看来，这些年随着风云系

列气象卫星的业务化应用越来越深入，特别是

新一代风云四号 A 星也已经在 2016 年发射成

功，陆续还会有新的气象卫星投入业务使用，这

些卫星将提供分辨率更高、时效性更强的观测

资料，为台风的定位、定强以及预报提供了更为

有利的手段支撑。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随着我国自主研发数值

预报系统的不断改进以及立体探测手段的不断丰

富，我国的台风预报能力进步很快。据权威部门

统计，我国 24 小时台风路径数值预报误差，已经

由 2003 年的 145 公里逐渐减小到 2016 年的 66 公

里。“就台风路径预报能力来讲，我国现在的预报

水平已处于国际先进行列，一点儿都不比美国、日

本差。”张玲说。

有了风云卫星 我国预报能力进步快

气象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密切相关，台风

是夏季常见的天气系统，因其强风暴雨的特点，破

坏力巨大，经常给沿海各地带来巨大灾害。目前，

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四级。

孟子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欧波表示，

简单地说是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深入理解起

来，一是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并采取

防范措施；二是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要及

时离开。气象工作者正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尽

早发现、准确预报、及时提醒“危墙”信息，公众也

需要不断学习、掌握理解和正确响应这些信息，做

到防患于未然。

“虽然台风经常被当做一个破坏分子，但它

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欧波说，它携带的充沛

水汽和大范围、长时间的活动，不仅可以带来缓

解旱情的降水、消除长时间的晴热高温，风力发

电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它外围风圈范围和活动

轨迹，抓住有利时间窗口，增加风力发电作业、

提高生产效率等。

台风并非百害而无一利

台风缘何此时频频光顾台风缘何此时频频光顾

作 为 目 前 世

界 上 体 型 最 大 的

鱼类，鲸鲨在全球

已 知 的 大 型 聚 集

地 仅 有 约 20 处 。

鲸 鲨 为 何 选 择 在

这些地方聚集，是

长期困扰研究人员和生态保护者的一个问题。

英国约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报告说，他们在

分析了17处鲸鲨聚集地后发现，这些聚集地有很多共同特征，

比如均在温暖的浅水区，同时靠近通往深水区的海床陡坡。

鲸鲨是一种滤食性鱼类。研究人员认为，这类聚集地为

鲸鲨提供了理想的觅食空间。海床陡坡促使海流上升，带来

一些浮游生物和小型甲壳类动物供鲸鲨进食。

此外，鲸鲨是一种变温动物，需要外界热量来维持体温。

它们可能会潜至 1900 米以下的深处觅食，那里水温较低，因

此它们需要就近选择一些地方休息和恢复体温，而温暖的浅

水区正好提供了这一场所。

不过，这些鲸鲨聚集地正在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这项研

究或能让人们意识到保护鲸鲨聚集地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

温暖浅水区
海床陡坡
鲸鲨选择这些聚集地

美国、俄罗斯

和 瑞 士 研 究 人 员

近日发表论文称，

他 们 发 现 生 活 在

北 太 平 洋 的 北 海

狗在海上洄游时，

能 连 续 两 周 没 有

快速眼动睡眠，其身体也不会出现明显不适。

睡眠分为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

睡眠是基本不做梦的深度睡眠，而快速眼动睡眠是多梦的睡

眠。快速眼动睡眠是睡眠时大脑最活跃的阶段，对记忆和学

习很重要。

研究人员持续测量了 4只北海狗的大脑、眼睛、肌肉和心

脏电波活动。结果发现，当北海狗在海上睡觉时，它们的快速

眼动睡眠时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但它们在岸上睡觉时，则恢

复到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交替的状态，且不用额

外补充被剥夺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此前有研究表明，当动物在清醒或经历快速眼动睡眠时，

大脑温度会更高。研究人员认为，也许是因为当北海狗在海

上睡觉时，大脑的一部分还保持清醒，保持着一定的温度，因

此它们不需要通过快速眼动睡眠来调节大脑温度。

（据新华社）

海上洄游时
北海狗
连续两周深睡眠

一只猫头鹰半路遭遇红隼夺食，用行动告诉了对方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只猫头鹰成功捕获了一只野鼠，正要飞

回巢，不曾想半路杀出一只红隼。饥饿的红隼想要夺取猫头

鹰的食物，与猫头鹰在半空上演了一场拔河比赛，最后，猫头

鹰成功护住了食物，将之带回巢喂养它的幼崽。

猫头鹰红隼空中上演“拔河赛”

““马力斯马力斯””来了来了

““艾云尼艾云尼””走了走了

▶▶用铝制用铝制
成的新型成的新型
MOF-MOF-303303
材料结构材料结构
图图。。

◀◀金属有
机框架材
料集水设
备。

印 象 中 ，每
到夏秋季节，台
风都会在我国沿
海城市一个接一
个地登陆，大有

“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态势。

““艾云尼艾云尼””台风风眼台风风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