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发布短时临近天气预
报，提示全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
水，密云、怀柔、平谷和顺义的部分地区
24小时降雨量将超过150毫米，要注意
防范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
害。那么，短时临近预报难度大吗？

针对强对流天气 时效短 变化快

短时临近预报包括了短时预报和
临近预报。一般来说，未来 0-2 小时
的天气预报称为临近预报，2-12小时
的预报称为短时预报。

我国位于东亚季风区，冷暖、干湿
空气交汇频繁，暖季对流系统活跃，经
常产生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而这些天气往往突发性强、尺度
小、演变快，因此，气象部门对强对流
天气的监测和预报、风险防范显得尤
为重要。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首席科
学家曹云昌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与更长时段的天气预报相比，
短时临近预报时效更短，生命周期更
短，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最长不过
十几个小时。这类预报主要针对中小
尺度特别是强对流天气开展，用来预
防紧急局地强风暴等灾害性天气，满
足各类经济部门及社会公众活动的气
象需求。

机理认识不足 监测难 技术难

我国强对流天气预报的发展最早
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且来
源于最迫切的民生需求——如何减少
冰雹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998年起，
新一代天气雷达在全国各地陆续建成，
为全面开展强对流天气的短时临近预

报预警工作奠定了观测基础。2004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突发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发布试行办法》，为强对流天气
预警信号作出规定。2005年，国家气
象中心开始制作强对流天气预报。

传统的临近预报技术以外推预报
方法为主，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对对流
系统历史移动路径的计算，预报接下
来哪些区域可能受到该对流系统及其
产生天气的影响。

曹云昌表示，如今，短时临近预报
已将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其中。短时
临近天气预报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尺度
数值模式，以及高时空分辨率的雷达、
卫星和地面监测网的数据，通过综合中
尺度数值模式资料的预报、短临观测资
料诊断分析，再结合强对流天气的发展

机理，从而能够准确地给出特定地区、
特定天气、特定短时间的精准预报。

但强对流天气具有变化多端、发
展消亡速度快等特点，因此，短时临近
预报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难题。

对此，曹云昌介绍了三点挑战。
一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的精准监测和
诊断分析；二是精密的中尺度数值预
报模式和数据快速同化技术；三是对
强对流天气，比如冰雹、雷雨大风、短
时强降水等形成机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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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解暴雨
期间怎样做好安全防护。

蓝黄橙红
暴雨预警为何分颜色

□ 科普时报记者 付丽丽

据国家预警发布中心消息，北京市气象
台7月24日9时10分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不同的暴雨预
警信号有什么含义？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介绍，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四级，分别是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当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时，
意味着 12 小时内降水量将达 50 毫米以
上，或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水可能持
续。而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意味着在
刚过去的 3 小时内本地部分地区降水量
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雨势可能持续。

许小峰提醒，公众在收到暴雨预警
后，首先应尽量减少外出。

如必须外出，切记不可在桥洞、立交
桥下等低洼区避雨。如有雷电，不要在
较高的墙体和树木下避雨，也不要随便
接打手机，更不要打着雨伞在空旷地方
活动。

雨天开车，切记不要冒险通过积水路
段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在水中
发动车子，如有被困隧道、桥下的危险，应
果断弃车逃生。

“在高原和山地地区，一定要小心山
洪、滑坡及泥石流，此时，千万不要顺着山
洪、滑坡及泥石流流向的方向跑，要向两
侧较高的位置转移。”许小峰说。

长期穿软底鞋会毁了你的脚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近日，网络话题“这种踩屎感鞋正在
一步步毁掉你的脚”引发讨论，也颠覆了
人们对“鞋底越软越舒服”的认知。

人的脚包括骨骼、肌肉、关节及韧带
等组织，舒适的鞋子可支撑其维持正常结
构和功能。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骨科
主任、临床医学教研室主任欧阳晓表示，
底部过软的鞋缺乏足够支撑力，容易让足
部骨骼、肌肉等组织过度疲劳，影响脚部
的正常功能，甚至会造成腰椎疼痛、脊柱
侧弯、骨盆前倾等问题。

长期穿软底鞋还易导致足弓塌陷，引
发足底筋膜炎、跟腱炎等疾病。此外，由
于人在行走时，膝关节和踝关节都会承受
一定的压力，鞋底过软就无法有效分散和
减轻这些压力，久而久之会增加关节损伤
风险，甚至引发关节炎等疾病。

对于偏爱软底鞋的人，欧阳晓建议，
可选择具有一定弹性和硬度但又不是过
于柔软的鞋底。“橡胶底或复合材质的鞋
底通常是不错的选择，既能提供一定舒适
度，又能保证足够的脚部支撑力。”

欧阳晓提醒，买鞋时还要注意鞋子的
整体设计，试穿时多走动几步，感受脚在
鞋子里的状态，确保有足够活动空间。我
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适度穿着软底鞋，但要
控制穿着时长，也不要紧盯着一双软底鞋
穿，应该给鞋子足够的时间恢复形状和弹
性。如果需要长时间行走或运动，建议选
择专业的运动鞋。

扫描二维码，了解偏爱
软底鞋的人如何正确穿鞋。

扫描二维码，了
解月球时间与地球有
何差异。

短时临近天气预报仍是难题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近日，科学家们打算为月球设定
一个统一时区，他们为何要这么做？
月球和地球上的时间一样吗？

让地月“居民”同时“敲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谢懿告诉科普时报记者，时至今日，月
球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各
国航天机构已经将设定月球时间提上
议事日程，正考虑如何实施。

今年 4 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

备忘录，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与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合 作 ，在
2026年底前制定“协调月球时”。备忘
录显示，该系统必须具备 4 个方面的
品质：具备与“协调世界时”的逻辑可
追溯性；足够的具体性和准确性，能够
为极短的瞬间计时；在与地球失去联
系的情况下能够“自给自足”；可扩展
性，以便其他天体或太空环境也能参
照这一时间标准。

谢懿表示，从国际战略意义来看，

为月球设立一个时间，有助于航天器
的通信、着陆和导航。“从民间意义来
看，地月时间能相互转换，将有利于未
来地月两地‘居民’的联系，例如，他们
可以同时在除夕夜的零点敲钟。”

月球时间其实比地球快

NASA 最新计算表明，月球表面
时间比每个地球日快57.5微秒，这是
根据月球、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相对运
动计算出来的。这意味着在 50 年的
时间里，月球上的宇航员要比地球上
的人年长1秒左右。“我们团队也得出
了类似的数字。”谢懿说。

谢懿告诉记者：“我们还发现，地
月时间除了有每天57.5微秒的差异之
外，还存在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变化
对我国在月球附近建设的卫星导航系
统而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谢
懿已经计划将其作为下一步的研究
内容。

据报道，月球时间将由包括国际
计量局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内的多
个机构来定义，部分讨论将于今年 8
月进行。

为什么要给月球“定时间”？
□ 科普时报记者 张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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