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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收藏 长知识

1 月 19 日上午，受浓雾影响，
“雪龙”号在阿蒙森海冰区航行时与
冰山碰撞，船舰桅杆及部分舷墙受
损，无人员受伤。目前，中国第35
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情况正常，已经驶离阿蒙森海冰山密
集区，于北京时间1月22日01:30开
始恢复正常走航观测。

消息传来，国人除了为“雪龙”
号有惊无险的惊喜外，更希望了解极
地考察船在南极考察中的必须知识。

我曾经三次赴南极科学考察，
最南到达南纬73度。所乘考察船是

“极地”号和“白濑”号，曾经负责
“极地”号考察船的航线天气预报。

一般说来，要进入南极圈内考

察，破冰船性质的考察船除了一般海
上航行面临的困难外，主要威胁有四
个方面，即，通过南半球西风带的大
风浪、被厚度较大的海冰围困、靠近
南极大陆时的冰崩以及大雾天冰山的
碰触。

南半球西风带是地球上最强的
西风带，位于南纬50到60度附近。
考察船通过南半球西风带一般需航行
5到6天，往往会遇到一到两个极低
气压区域的气旋，气旋中往往伴有七
八级以上的风浪和5到10米的浪高。
当然，一般说来，对于现代的破冰船
不容易带来翻船的威胁，但往往带来
考察人员的晕船，非常不利于科学考
察工作。此时，考察船上的天气预报

责任就是，选择尽可能弱的气旋通过
南半球西风带，尽可能减小考察人员
的痛苦。

世界上最好的破冰船是俄罗斯
的“胜利50年”号，它是核动力破
冰船，最大破冰能力可以破除3米厚
的海冰。我国的“雪龙号”破冰船能
够破冰1.5米。这就是说，世界上的
破冰船不是“无坚不摧”的。因此，
一当遇到超过考察船自己的破冰能力
的海冰厚度时，显然，不容易通过。
此时，航线天气预报员要利用可能接
受到的卫星资料，帮助考察船发现相
对厚度小的海冰区域，伺机通过。或
者求救最近的破冰船协助。这是符合
国际规范的。我国的“雪龙”号破冰

船就曾经在10年前救助过遇难的外
国考察船。

冰川学家研究表明，南极冰盖
上的冰川运动有时会突然出现快速运
动，或者叫“跃动”。特别是当冰川

“跃动”现象出现在南极冰盖边缘
时，突然快速移动的冰川会冲下南极
大陆边缘，坠入南大洋，掀起百米高
的水柱，宛如原子弹爆炸的“蘑菇
云”，并推动大小不等的冰山快速前
进，会危及正在冰崩附近的考察船。
1989 年 1 月 14 日，我国的“极地
号”考察船就曾经在南极普利兹湾遇
到了冰崩围困。当然，这种现象很少
出现，几乎不可能提前预测。

根据南北极的气候研究表明，

南极海域出现大雾天的几率远远比北
极海域小。这是因为，南极洲大陆的
下降风，除了在夏季的一二月风速稍
小以外，其他月份的风速都在八级以
上，不利于南极海域的大雾形成。

在南极海域航行，如果遇到大
雾天，一般说来，也不容易与大冰山
碰撞。因为，现代破冰船上的雷达设
备应该起到很好的监视作用。另外，
考察船上的航线天气预报员可以利用
卫星云图和冰况图发现大冰山的踪

迹，提前预测。只有在卫星信息接收
机不能够正常工作时，才不能提前预
测。但是，只要考察船上的雷达正常
运转，就能够监视航线前方的冰山状
况。

当然，南极海域瞬息万变，除
了上面提到的风险外，考察者还要与
时俱进，去应对新的航线困难。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
协会名誉主席）

通过南半球西风带往往会遇
到大风浪。

1989 年 1 月 14 日我们遇到了南极
冰崩，掀起了百米高的“蘑菇云”。

“这些 不是树 而是神灵 他们高贵而又充满力量地 屹立在这里 直至永远 ……”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

这种少见的对于树木的相当有视觉冲
击力的描绘，让我年轻的时候就对北美红
杉的神奇存在心驰神往。2017年12月初，
在纳帕谷地游玩几天之后，开车往南返回
旧金山，终于有机会去看看那些向往已久
的 “植物活化石”。

汽车沿盘山公路绕行，海湾沙滩、牧
场草丛、山谷悬崖，窗外的美丽风景不断
变换，好像地理教学幻灯片在不断更换着
地形地貌。距离缪尔国家公园 （Muir
Woods National Monument）越近，山路

愈加险峻，山林愈加繁茂挺拔。虽然距离
车水马龙的旧金山不到20公里，但是作为
热门景点的缪尔国家公园分明是另一个世
界，北美红杉高耸入云，穿越岁月与沧
桑。

为了防止过多的游客践踏北美红杉的
根部系统，管理者专门在林间开辟了一条
人行通道，上山下坡进出公园。而从那个
由原木搭起的粗犷拙朴的园门踏进森林的
领地开始，人们情不自禁会变得步履轻
轻，低声细语，似乎怕惊扰了山神和树
神。

美国西海岸生长着两种不同的红杉
树，一种是巨杉，生长在高海拔地区，虽
然最高的不超过百米，但直径可达12米
宽，非常庞大稳固，以往图片上看到树洞
可以通过汽车的那种就是巨杉。另一种是
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最高可达115
米，直径有六七米。缪尔国家公园里生长
的就是北美红杉。1908年1月9日，美国
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这片土地为国家
公园。

行走于几百上千年树龄的红杉之间，
世界安静得只有脚步声，梦幻般地感觉自己
是小人国里的角色，顺着杉树抬眼向上望
去，可以见到蓝天却看不清树冠，它们在这
里历经百年风霜雨雪，依然鲜活傲然，犹如

《魔戒》电影里的树仙、树精一般，而如此
渺小的你只有满眼景仰，心生敬畏。

红杉树是恐龙时期生长的巨大的常青
树的后代,早在1.5亿年前就在地球上生存
繁衍，后来因为地球气候变迁，最后只有
从俄勒冈北部到加州中部的太平洋沿岸狭
长地带，还留存这种巨大的长寿树种。这
里气温常年保有温凉，冬季有丰沛的降
水，夏季虽然干旱但常常云雾笼罩，所以
巨树的枝叶在云雾中获得滋养，得以生
存。这些树龄400年到800年甚至千年的
巨大红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活着
的生物，是罕见的植物景观。

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先生曾非常形象地
介绍北美红杉：这种树虽然结有大量球
果，种子量多，但发芽率很低，林中很难
见到种子萌发的幼苗，主要依靠无性繁

殖。锯断的树桩和树根上，都能长出小
枝，几十年后就巍然成树。北美红衫的根
系可以辐射很远，老树死了，周围会滋生
出一丛新树，因为这种特殊的繁育方式，
我们在缪尔国家公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
三五成群的“家庭树”。

北美红杉是缪尔国家公园的帝王，但
并不是唯一的家族。这里呈现出的自然生
态风貌是缤纷多彩的，850多种植物和上
百种菌类与“帝王”和谐相处，至于野生
动物，仅鸟类就超过了400种……阳光穿
透枝桠照射进来，对林子里的浓密潮湿似
乎有些无能为力，但错落而生的各种植物
仿佛都非常珍惜童话世界般的美丽光
线，欣然向阳努力向上。

（图1、图3均为刘晓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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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红杉国家公园到2018年已建园110年，其历史丰富而曲折。当年它因
被主人当作狩猎地使用，侥幸躲过19世纪后半叶席卷西海岸的大砍伐。国会议
员、加州富商威廉.肯特被它的壮美所打动，于1905年以45000美元买下600多英
亩森林，希望将它作为自然奇观永久保留下来。1907年，肯特和妻子决定把将近
一半的山林无偿捐献给联邦政府。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法
令，宣布这片森林为国家保护区，并准备命名为“Kent Monument”，但谦逊的肯
特坚辞不受，执意以环境保护先驱者约翰.缪尔的姓氏为那片森林命名。1916年
肯特推动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并委托这个机构保护和管理那片迷人的森林
至今。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一群人和一片山林的故事。肯特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
尽力为后人保留下一片难以再生的美丽森林。而他又不是孤独的，从总统到议
会，从学者到自然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支持者，都在关键的时刻支持和帮助过
他。缪尔红杉国家公园的存在，是理想主义者和他们的理想永存的标志。

那 片 红 杉 林 的 故 事

青海湖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的内陆
咸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湖区海拔3194
米，湖水面积4354平方公里，最大水深31.4米，湖水平均
矿化度12.32克/升。青海湖蒙语叫“库库诺尔”，意为蓝色
或青色的湖，古称“西海”，又称“仙海”“鲜水海”“卑禾
羌海”。北魏以后，始称青海。历史上最早关于青海湖的记
载，见于郦道元（公元465~527年）的《水经注》，“海周七
百五十余里，中有二山……二山东西对峙，水色青绿，冬
夏不枯不溢。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青海湖区
为大通山、日月山和青海南山所环绕，形成一内陆盆地，
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
其中。

青海湖湖区草原广袤，早在汉代以前，羌人就在这里游
牧。历史上这里长期处于民族纷争和地方政权割据的重要地
域，也是历代王朝在西部边陲与中西部往来的交通要冲，加
之这里又是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乃兵家必争之地。唐与吐蕃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大战，死伤
不计其数，故此时描写青海湖的边塞诗，大部分都充满了悲
壮色彩，如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

从军行七首（其一）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壮阔的青海湖上乌云密布，让周边连绵的雪山都黯淡失
色。守边将士，身经百战，壮志不泯，流露出唐朝将士不灭
进犯之敌，誓不返乡的豪迈气概。诗人们不仅抒发他们建功
立业抱负，还描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以及征戍之苦和思乡之
情，如唐代诗人杜甫《兵车行》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
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诗句就
是对青海湖地区古战场悲惨景象的真实写照。

北宋崇宁年间，随着宋军第二次收复河湟（今青海东
部），在西宁设西宁州，诗人们的创作也处于吐蕃文化和中
原文化激烈碰撞和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词开始以描
写青海湖地区的景色为主，也流露出对收复失地的向往，
如《陇东西》等诗作：

陇东西（其一）
[宋]王安石

陇东流水向东流，不肯相随过陇头。
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戌替人愁。

随后，蒙古军南下占领了青海。在金、元统治的200多
年时间里，加强了对蒙古草原文化的渗透，并征召儒士，
出现不少咏诵青海湖的佳作。如元监察御史马祖常的《河
湟书事》，全诗以清丽隽秀的笔墨描写了生机勃勃的青海湖
及周边风光：

河湟书事
[元]马祖常

阴山铁骑角弓长, 闲日原头射白狼。

青海无波春雁下, 草生碛里见牛羊。
明清时期，中央统治势力开始到达青海地区，并采取

安抚政策数度招抚青海蒙古族和藏族（明朝称为西番），边
塞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有关青海湖地区的自然风物、民俗
风情的作品也逐步繁荣起来。如清代官员及诗人来维礼的

《光绪乙亥登察汗城观青海》，描绘了雄浑壮阔的湖上风光：
光绪乙亥登察汗城观青海

[清]来维礼
荷戈来塞外，薄暮上孤城。
海接青天立，山连白雾平。
番童冲云牧，野马啸风鸣。
一片秋烟起，遥闻去雁声。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曾经古
籍记载“魏周千里，唐八百余里”“乾隆时七百余里”的青
海湖湖面曾萎缩至湖周仅300公里。此外，青海湖流域土地
沙漠化趋势加剧、草场植被破坏日益严重、野生动物和鸟
类栖息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青
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喜的是，
近年来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在不断加大对湖区周边环境
治理力度的同时，实行了封湖育鱼、退耕还林还草、水土
保持、草场围栏、天然林资源保护等一系列生态综合治理
措施，并开展人工增雨工作，增加湖区降水量，目前已取
得了一定成效。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最新的遥感监测
结果显示，青海湖面积持续8年增加，目前面积为4354平
方千米。我们相信，在人类的科学治理和保护下，壮美的
青海湖的明天会像《青海梦》这首歌中唱到得那样美好：

青青的山，蓝蓝的海，高天上流云映花开
遥远的青海，踏着牧歌向你我走来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

色的海洋拥有七彩的光芒
在那遥远的地方，绿

色的草原也有斑斓的梦想
……

（作者供职于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一拍、二记、三问、四答！欢迎登上
“科普·摄影·百科”问答大擂台，入选作
品可荣获科普专家“一对一”亲自回答！
今天分享一下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郑永春和北京市朝阳区八十中学生肖亦
辰的精彩问答！

一拍：
拍摄时间：2018年2月5日
拍摄地点：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

斯
作品名称：极光幻影
拍摄者：肖亦辰（13岁，北京市朝阳

区八十中学生）
辅导者：摄影教师王景虎
拍摄工具：尼康D7200
二记：
在美国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地区，

每年冬天是观看极光的最好时间。我们每
天晚上10点钟到达极光观测点，当极光出
现在天幕中的时候，整个夜空是绿色的。
极光像一条彩带在夜空中飘荡。

三问·四答：
1. 极光是怎么产生的？
2. 极光为什么大多都是绿色的？
在地球上人烟稀少的极地地区，夜空

中时常会有璀璨壮丽、千变万化的美丽光
带划过，人们将这些光带称为“极光”。
出现在北极的，人们称它为“北极光”，
出现在南极，则被称为“南极光” 。

极光是怎么产生的？
极光是怎么形成的？“极光之源”到

底在哪里？
科学家一般认为，极光的形成与太阳

的活动、地球磁场以及高空大气等诸多因
素都有关系，而太阳是极光之源。

太阳是一颗不断放射出大量光和热的恒星。在太阳
内部巨大的压力和极高的温度条件下，太阳的主要成分
——氢和氦这两种元素发生了复杂的核聚变反应，反应
过程中的质量损耗，转化成巨大的能量，并产生出强大
的带电粒子流；这些带电粒子以极大的速度射向空间，
当它们抵达地球时，与地球大气层外围稀薄的气体分子
发生碰撞，就会产生发光现象。

太阳活动有周期性的高潮，并在高潮的时候出现太
阳耀斑的大规模爆发 。这时，太阳发射出的带电粒子
流格外强大，激起的极光现象也格外壮丽。因此，太阳
活动的强弱和极光出现的频率有很大关系。耀斑爆发
时，太阳黑子也会增多，有人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
个“大黑子”经过太阳中心的子午线时，往往在20至
40小时以后，地球上就会发生极光。

极光为何多是绿色
我们知道，太阳中的带电粒子流和地球大气层的气

体发生碰撞，就会产生极光。大气层的中不同气体成分
在带电粒子的作用下，发出的光的颜色各不相同，所以
极光才会绚丽多彩。

可是，绚丽的极光还是以绿色多见，这又是为什么
呢？

高层大气中的分子或原子，在被来自太阳的高能
带电粒子激发后，会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大气中气体
成分虽多，但仍以氮气和氧气为主，二者的总和占到
了地球大气层的99%，因此决定极光颜色的，主要就
是氮气和氧气。氧原子有8个电子，不同轨道上的电
子具有不同的能量，离原子核越近的轨道，电子的能
级越低。

在正常状态下，氧原子的电子处于最低能级，即电
子在离核最近的轨道上运行。然而，当来自太阳的高能
粒子撞击地球大气层顶部的氧原子时，内层电子就能从
中获取能量，跃迁至能级更高的轨道。这种状态叫作激
发态，是极不稳定的。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很容易回到靠
近原子核的轨道上，并将此前获得的能量重新释放出
来。而释放能量的方式有很多种，主要分为辐射跃迁和
无辐射跃迁两种。辐射跃迁就是指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
量，无辐射跃迁就是不会发出光子，而是通过碰撞等形
式将能量传递给其他分子或原子。

在距离地面10万～15万米的高空中，被激发的电
子在回到靠近原子核的轨道之前，还可以逗留在一个亚
稳定的状态（第一激发态），并放出绿光。在距离地面
15万～25万米的高空中，如果电子吸收的能量只够它
跃迁至第一激发态，没办法跃迁至更高的能级，那么，
电子在回到靠近原子核的轨道时，会发出红光。这也就
是为什么在中等海拔的地方，极光多以绿色为主；在高
海拔的地方，极光多以红色为主；在低海拔的地方，极
光多以红色或蓝色为主。

这是我1999年秋末从天津淘得的一件
藏品。匾心尺寸：长133厘米，宽76厘
米，厚3厘米；木边框：长139厘米，宽
82厘米，厚4厘米，边框条宽5厘米；匾
心由4块木板拼接而成。浮雕有五条四爪
猪嘴龙，活跃在翻滚的海水、漂浮的海草
和山石间，嬉戏火珠。木质细腻，雕功精
良。龙态威武，欢乐游戏，图案吉祥，生
动传神，可爱观赏。边框满浮雕杆子龙和
云纹、太阳晕散图案。同匾心五龙戏珠图
案协调一致，相得益彰。由于经历一些岁
月了，自然包浆，色泽沉稳，莹润养眼。

木、石、土沙、金属，同人们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们常用它们制作艺术
品，丰富和提升生活品味。由于传承和收
藏，其中很有价值的极少数被保留了下
来。现在的收藏，除了投资增值外，主要
的还在于收藏历史、收藏文化、收藏鉴
赏、收藏情感。

收藏木雕艺术品是一个大项，其品类也很繁杂，有立
雕、圆雕、透雕、浮雕、根雕等等，其主题图案有佛、
仙、动物、果蔬，也有龙等等。但是龙纹类极少。为什么？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是四灵之一。十二生
肖中惟独龙没有对应的动物实体。它是由鹿角马脸猪嘴蟾
眼狮鬃蟒身鹰爪鱼麟等元素拼成。它能伸能曲，能粗能
细，能长能短，立春升天，腾云驾雾，行云布雨；立秋入
海，风起水生，排山倒海。它是吉祥如意、崇礼膜拜化
身。传说封建帝王称自己为天子，皇权天授神授。所以将
龙独断皇室专用。长期的封建统治，像龙纹框匾式木雕件
不可能存在民间。

收藏木雕，既要考量时代性，年代久远最佳；也要考
量雕工精细，图案美妙；还要考量材质优良，名贵稀缺，
像紫檀、黄花梨、金丝楠、大料黄阳木。

保护木雕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经常用软棉布擦拭灰
尘，并半年或一年 涂抹核桃油养护。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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