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艳 丽 “ 七 夕 ”
□□ 刘 萍

七夕鱼科为辐鳍鱼纲的一个科。此类鱼分布于印度—西
太平洋沿岸珊瑚礁或岩礁区，白天都躲洞穴或礁缝中，黄昏
时才出来活动。

七夕鱼体延长而侧扁，头部圆，眼中等大小，吻短，口

可伸缩。它们中的一些身上布有斑点和条纹。七夕鱼是小型
鱼类，不具食用价值，但体色艳丽，为海水观赏鱼。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普研究所海洋科普研究中心和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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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的花
果之乡，水果种类繁
多，长年不断。但要
说起“奇”来，恐怕
要数枳椇。

枳椇在地球上生
存 大 约 有 500 万 —
1000 万年的历史，是
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
之一。其可食部位是
果柄，虽看起来其貌
不扬，但含糖量却高
达 47%，被称为“糖
果树”“甜半夜”。枳
椇树另一奇特之处就
是果梗可酿美酒，而
种子解酒功效强。枳
椇果被国家卫健委列
为药食同源的果品。

枳椇，鼠李科枳
椇属，为高大乔木，
别称有“拐枣”“金钩
子”“鸡距子”“枸”

“万字果”等，枳椇高
达 10 米多，嫩枝、幼
叶背面、叶柄和花序
轴初有短柔毛，后脱
落 。 叶 片 椭 圆 状 卵
形、宽卵形或心状卵
形 ， 长 8—16 厘 米 ，
宽 6—11 厘米，顶端
渐尖，基部圆形或心
形，常不对称，边缘
有 细 锯 齿 ， 表 面 无
毛，背面沿叶脉或脉
间有柔毛。每年 6 月
开花，8—10月结果。

枳椇在我国的栽
培和利用至少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诗经·小
雅》 有：“南山有枸，
北山有楰。”据 《词
源》 解释：“枸即枳
椇，南山谓之秦岭。”
三国时吴陆玑的 《毛
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载：“枸树山木，其状
如栌，高大如白杨，
枝 柯 不 直 ， 子 着 枝
端 ， 大 如 指 ， 长 数
寸，啖之甘美如饴，
八九月熟。今官园种
之，谓之木蜜。古语
云枳椇来巢，言其味
甘 ， 故 飞 鸟 慕 而 巢
之 。”《救 荒 本 草》
载：“叶面多纹脉边有
细锯齿，开淡黄花结实状，似生姜有
叉而细短，深茶褐色，故名拐枣，味
甜，救饥摘取拐枣成熟者食之。”《本
草拾遗》 载：“止渴除烦，润五脏，利
大小便，去膈上热，功用如蜜。”可
见，在古代人们常以枳椇果腹充饥，
又用枳椇治疗疾病。

枳椇果梗除常用作鲜食水果和煲汤
滋补外，还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
常用于熬制糖和饴膏、酿酒和果醋、
制香槟和汽酒汽水，加工成果汁饮
料、果脯、果酱、罐头、干粉、方便
饮料枳椇晶、果露等。

由于枳椇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近
年来，陕西安康、贵州桐梓、山西临
潼、湖北黄石、江西宜春、广东五桂
山和三乡等很多地方，都在野生的基
础上广泛开展人工种植，发展枳椇产
业。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更是以枳椇
产业作为长效增收产业，种植枳椇面
积达 40 万亩，旬阳枳椇果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大批销往韩国、日本和
印度等国。

枳椇种子有一个奇特的功效，就是
解酒。民间流传着“千杯不醉枳椇
子，半杯醉倒闹羊花”的民谣。意思
是说葛花、枳椇子能够解酒，而黄杜
鹃再加一杯酒就醉。在古代，民间和
官宦都收存一些枳椇果实，作年节宴
后解酒之用。

最早记录枳椇有解酒作用的是唐代
的 《食疗本草》：“昔有南人修舍用此
木，误落一片入酒瓮中，酒化为水。”
古代人们最先发现的是枳椇木材有解
酒的作用，后来发现枳椇的种子更有
解酒奇效。《苏东坡集》 中记载了一则
故事：苏东坡的同乡揭颖臣得了一种
饮食倍增、小便频繁的病，许多医生
都说是“消渴”（糖尿病），多年不能
治愈，自认为没有希望了。苏东坡介
绍一个名叫张肱的医生替他治疗，张
肱认为揭颖臣患的不是消渴，而是慢
性酒精中毒。酒性本热，因此欢喜饮
水，饮水多，症状似消渴而不是消
渴。于是用醒酒药治疗，多年不愈的
疾病竟就此痊愈了。从此，张肱的醒
酒药，也就成了苏东坡的醒酒药。

现代医药研究也证实，枳椇子提取
物二氢杨梅素可阻断酒精到达大脑受
体，还会中和体内残留物从而降低宿
醉 的 不 适 感 。 枳 椇 子 还 含 铁 、 磷 、
钙、铜、锰、锌等矿物质元素，以及
一些黄酮类、枳椇皂苷和生物碱等。
当今，用枳椇种子为配方成分制成饮
料、压片糖果等护肝解酒的食品，深
受人们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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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
热的时间——三伏天。究竟何为三伏天？它
是怎么确定的？

所谓三伏，是指初伏、中伏、末伏的统
称，通常出现在公历 7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之
间，时长为30天或40天。这段时间是北半球
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才有“热在三伏”之说。

那么，如何确定三伏？根据《阴阳书·历
法》所记载的规定，“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
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
也就是说，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
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这
个说法成为后来推算三伏所采纳的依据。

夏至和立秋作为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
气，我们都很熟悉，但庚日又是什么意思？

这要从我们古代历法中涉及到的干支纪
法说起。我国古代的“干支纪法”（有时称干
支历），是采用 10 个天干 （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与12个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 按一定规则相配合，用来记
年、月、日、时的一种方式。具体使用时，
须采用天干、地支各一个字，并且天干在
前，地支在后，两两一组。比如苏轼在《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提到的“丙辰中秋，
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其
中，丙辰就是干支纪年的方式，丙是天干，
辰是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两两一
组。再比如我们看古装剧中有时会提到生辰
八字，也是用这种干支的方式，记某人出生
时的年、月、日、时，每组两个字，共八个
字，因此叫生辰八字。

了解了干支历的基本规则，我们也不难
推算出，10 天干与 12 地支的组合，总共 60
种。而庚日就是指干支记日中带“庚”这个
天干的，共有6个，即庚午日、庚辰日、庚
寅日、庚子日、庚戌日及庚申日。

再回过头来看《阴阳历》中关于三伏的
说法，以今年为例，我们翻开一本有干支历
内容的日历会发现，今年夏至日 （6 月 21
日） 为乙巳日，然后本着夏至日后“第三庚
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的原则往后数，发
现第三个庚日为 7 月 16 日 （庚午） 为初伏，
第四个庚日为7月26日 （庚辰） 为中伏。同
样的，“立秋后初庚为后伏”，今年立秋为8
月7日，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8月15日 （庚
子），也就是末伏。按照这个原则，大家基本
上可以自己推算每年的三伏是哪一天，但有
一个特例，当夏至及立秋日遇到庚日时，当
天的庚日就算第一个庚日。

因为干支历中是天干在前，而天干总共
是10个，因此两个庚日之间间隔为10天，基
于此，人们普遍认为三伏天共计30天。事实
上，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再回头对照三伏的
划分规定：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
为中伏，因此初伏到中伏间隔一定是十天；

末伏为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也是 10
天，所以，三伏的长度变化取决于中伏的长
度，即夏至后第四个庚日到立秋后第一个庚
日之间的天数。

由于夏至和立秋的日期几乎固定，所以
中伏的天数取决于夏至与立秋之间有几个庚
日：如果有4个庚日，那么第五个庚日便是
立秋后第一个庚日，这样中伏有10天，三伏
共30天；如果有5个庚日，那么立秋后第一
个庚日则为夏至后第六个庚日，中伏有 20
天，三伏共40天。

根据三伏的划分，我们知道，30 天也
好，40天也罢，只是因为干支纪法与二十四
节气之间的对应方式造成的，与三伏天是否
酷热、持续酷热的天数是否很长，没有必然
联系。每年的盛夏会不会特别热，说到底是
气象学上的问题。

（来源：中科院之声；作者单位：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近日，寒冷的北极因温度异常，一度飙
升至32.5℃冲上热搜。

采访画面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勒内·玛什站在格陵兰岛，背靠冰雪，却身着
一件单薄的T恤，并表示：像这样温暖的天
气足以穿短袖了。

受温度上升影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的
格陵兰岛的冰盖，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

《自然》杂志曾发表论文指出，在当前气
候变化过程中，地球有15个关键气候临界点
作为衡量地球的生态气候稳定与否的关键标
志。一旦这些临界点被突破，地球气候系统
将陷入不可逆状态，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那么，作为临界点之一的格陵兰冰盖突
然大面积融化，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到底
谁是高温“元凶”？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是气
候变暖开始超预期加速了吗？8月5日，中国
气象局相关专家对此作了一一解读。

两团暖空气，造成格陵兰冰盖异
常消融

7 月中旬，在北极区域的喀拉海、拉普
捷夫海、楚科奇海、哈德孙湾等地的海冰面
积，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小。格陵兰岛北
部的巴芬湾、戴维斯海峡区域海冰空间范围
和海冰覆盖度较7月上旬显著减少。

“基于2022年7月中旬与上旬海冰覆盖度
差异分析结果计算可知，格陵兰岛北部区域7
月中旬海冰面积较上旬减少约13.5万平方公
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研级高工郑伟说。

近年来，格陵兰冰盖一直呈冰量净损失
状态，同时冰量损失速率有所增加，2007年
至2016年格陵兰冰盖质量损失量是1997年至
2006年的两倍。

相比南极冰盖，格陵兰消融区径流下渗
较少、再冻结量更低，因此表面消融是格陵
兰冰盖物质损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青藏高原与极地气
象科学研究所博士赵守栋分析：1990 年以
来，格陵兰冰盖一直处于强消融状态，今年
4月至7月，格陵兰冰盖消融累计范围接近历
史平均水平。但7月15日开始，格陵兰岛上
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压脊，从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向东移动和从加拿大巴芬湾向北移动
的两团暖空气，造成了格陵兰岛北部至中部
的异常消融现象，直至7月25日才恢复到正
常水平。

“实际上，2021年7月中旬也发生过类似
的大范围异常消融事件。”赵守栋说。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格陵兰岛海冰不断
融化、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全球温度和洋流
变化，也会导致极地生态系统的改变。

大气环流异常，是导致高温热浪
直接“元凶”

“今年的高温热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
端罕见的，与本世纪以来的几次高温事件相
比，开始的时间明显提前，极端性明显增强。”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强调。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仅7月15日至17日的3天时间里，每天消融
的冰量多达60亿吨，足以填满720万个奥运
规格的游泳池。

我国多地也处于高温预警中。截至7月
下旬，全国已经有124个国家观测站出现破
历史高温纪录的情况，占全部国家观测站的
5.1%。

周兵介绍，2003年、2013年和2017年我国
相继出现本世纪以来最明显的三次高温事件。
今年6月13日以来，高温天气已经持续50天，
从强度总体评估上已经超越了2003年和2013
年，综合强度极有可能打破2017年的纪录。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 50 年，
全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生，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

“中纬度大气环流持续异常是全球多地高
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周兵分析，在北半

球副热带地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压均阶段性增
强，由此形成大范围的环球暖高压带，使得
热空气留在近地面散不出去，继而出现高温
热浪事件。

不仅如此，跨越3年的拉尼娜气候事件
对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仍不能忽视。今年
春季以来，赤道东太平洋拉尼娜事件非但没
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加上印度洋海温异
常，推动副热带高压持续增强。

未来，极端天气气候或将成为
常态

气温不断升高，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
如今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

赵守栋表示，全球各地近期集中发生的
极端气候事件总体上是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导
致的，相互之间直接关联性较低；但是考虑
到全球升温的大背景，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
越来越高，未来全球同步出现高温热浪事件
将越来越常见。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天气气候波
动将变得更加剧烈，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
候或将成为绕不开的常态，人类唯有共同行
动，以适应与减缓并重应对气候变化，方能
换来一个可期的未来。

32.5℃！北极竟可穿短袖，谁是高温“元凶”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三 伏 天 是 这 样 算 出 来 的
□□ 孙恒阳

7月23日，浙江大学教师在青海雅丹地
貌无人区，开展野外工作失联的消息引起广
泛关注，失联30多个小时后成功获救。据了
解，这名老师失联的地点被称为“魔鬼城”，
就连当地人进去后也容易迷失。

什么是雅丹地貌？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作为“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究竟有多
危险？一不小心误入其中怎么办？

“魔鬼城”道路难辨，由风力和流
水共同侵蚀而成

“雅丹”一词起源于中国罗布泊地区，原
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为具有陡壁的土丘。

所谓雅丹地貌，是指以地质历史时期形
成的河湖相，且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为基
础，经风力侵蚀为主、流水侵蚀为辅的侵蚀
作用，塑造而形成的一种垄、塔、柱形态为
主的地貌类型，多分布于地表平坦、干旱多
风的沙漠边缘。

在全球范围内，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

外的各大洲都有分布，如非洲的埃及、利
比亚、乍得，亚洲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
木盆地和伊朗的一些沙漠，北美的莫哈维
沙漠，欧洲西班牙半干旱区的埃布罗河洼
地等。

得益于高分辨率遥感、行星探测器等技
术的应用，发现火星和金星上也有类似的雅
丹地貌存在。我国的雅丹地貌分布面积有 2
万多平方千米，主要位于西北干旱多风区，
包括柴达木盆地、疏勒河中下游、罗布泊周
围以及吐哈盆地等。

雅丹地貌之所以被人们称为 “魔鬼
城”，一方面是因为其侧壁陡立，极难攀登。
这些千姿百态、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红黄
相间的土丘一般高达12—20米，游人置身其
中，会因看到这么巧夺天工的神奇景观而匪
夷所思、流连忘返，也会因视野受限，仿佛
进入大自然造就的迷宫一样，道路方向难以
辨认。

另一方面，狂风嘶吼，黄沙遮日。雅丹
地貌往往地处风口，又名风城。每当风来，
黄沙漫天，尤其是夜幕降临之后，大风在风
城里激荡回旋，尖厉的漠风发出恐怖的呼
啸，如同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倘若此

时身临其境，便会对“魔鬼城”的称谓的由
来产生更为深刻的体会。

“生长发育”缓慢且复杂，青壮年
时风蚀作用最强烈

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缓慢而复杂，典
型地分三个阶段。一是婴幼儿期，河湖相
沉积的地表，因间歇性的构造抬升，湖水
退去，地层中形成了垂直节理或裂隙。流
水作用使这些节理、裂隙不断加深、加
宽，形成较浅的沟槽，原来平坦的地形变
得起伏不平、凹凸相间，雅丹地貌的雏形
就开始出现。

二是青壮年期，该阶段风蚀作用最为强
烈，雅丹体的横向节理或裂隙继续侵蚀，逐
渐分裂，大的雅丹体将裂生为毗邻的多个较
小的雅丹体，形成垄岗状、墙状、塔状、柱
状的雅丹地貌。这个时期的雅丹地貌形态奇
异、多姿多彩，景色最为壮观、神秘，如遇
湖水再次入侵，还可以形成更加奇妙而梦幻
的水上雅丹。

三是老年消亡期，随着侵蚀作用的继
续，受重力作用，沿节理的崩塌作用明显加
强，形成雅丹残丘，沟谷不断扩大，最终形

成宽阔的谷地，雅丹地貌也逐渐消亡。
在我国，被称为“魔鬼城”的雅丹地貌

有三处：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魔鬼城”、
将军戈壁西北边缘卡拉麦里山地的诺敏风城

“魔鬼城”和敦煌“魔鬼城”。

越是壮观越易迷路，做好安全防
护择日出行

雅丹地貌的发育地区一般远离市区，因
四季多风，气候多变，越是壮观，越容易迷
路，导致发生意外。因此进入陌生不熟悉雅
丹地貌探险，绝对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应做好充足的准备。

进入之前，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择日
而行，聘请专业向导，利用无人机、北斗等
现代技术手段，制定好踏勘线路以及相应突
发事件等安全保障措施。出行时，应保证所
带食物、水和药品必须充足，防暑防晒的同
时还得注意防寒保暖。进入雅丹地貌后，按
照提前制定好的路线，做好安全标记，做到
能定时、定点地完成任务，并在规定时间内
安全返回。

（作者系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工
程师）

大自然迷宫大自然迷宫，，贸然进入雅丹地貌有多危险贸然进入雅丹地貌有多危险？？
□□ 任金锋

这里四季多风、气候多变、黄沙遮日、侧壁陡立、视野受限、极难攀登，它就是
“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枳椇结果 徐永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