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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飘忽不定，相比之下，雷就显得“安
分”多了，因为它会光顾一个地方，而且不止
一次。

如果你还在相信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
方两次，那么避雷针会告诉你这不是真的。

“虽然雷电具有很高的随机性，不过在
同一区域，建筑物越高，雷击的概率会越
大。广州的‘小蛮腰’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它一年招致100多次雷击，方圆一公里之内
的雷电几乎全部被它吸过去了。”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教授谭涌波说。

谭涌波告诉记者，广东和广西是我国雷
电的高发地区，这与两省地处热带、亚热带
有关，再加上季风的影响，强对流天气比较
多。此外，东南沿海地区也属于雷电多发区
域，随着降水递减，中西部地区雷电也逐渐
减少。

“但是有一个例外，青藏高原的山地雷
暴相对较多。这是因为那里海拔较高，地面
温度较低，天上的云极易达到0℃，产生大量
冰核，这样就利于形成对流天气。”谭涌波
说。 （科技日报）

人工降雨说下就能下？台风登陆点受影响最大？

“气象日”一起和这些传言较个真儿
台风一定带来强降水，人工增雨想增就能

增，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一年365
天，台风、雷电、降雨，这些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天气现象，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网上流传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昨天是世界气象日，又称“国际气象日”，是
世界气象组织在1960年通过决议成立的纪念
日。今年气象日主题是：气候和水。记者走访了
多位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台风登陆点风雨最强、受影响最明显？

真相：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右狂风暴雨最集中

2019年，超强热带风暴“利奇
马”令人闻风丧胆。但让人惊奇的
是，当它以每小时十五公里速度向
太湖东移动时，台风眼内几乎风平
浪静波澜不惊，而外侧100千米左
右却狂风暴雨气势骇人。

台风眼内气象温和并不是新
闻，但要问台风发生时哪里受到的
影响最大，可能很多人会说是登陆
地，因为在印象中越往内陆转移台
风的威力也就越弱。其实，台风是
一个复杂的天气系统，并非大家想
的这么简单。

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气旋半径
一般在500到1000公里，高度可达
20公里，台风由外围区、最大风速区
和台风眼三个部分组成，台风登陆

地则是台风中心最初整体移动到陆
地的地方。

要说风雨最强的地方，“眼墙”
当仁不让。“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
右的地方是风雨最强的区域，我们
称之为眼墙。眼墙有强烈的上升气
流，经常出现狂风暴雨，天气最为恶
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
学院教授葛旭阳说。

台风无论大小，都不会只影响
台风中心或者登陆地，2004年时就
发生过一次怪异的现象。当时，第
18号台风于8月22日在福建省东
部登陆，中心区域天降大雨，28日左
右减弱为热带风暴。让人始料未及
的是，远离台风的山东河南等地也
出现了大暴雨，给当地带来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葛旭阳解释：“台风降水分为

两种，台风主体降水和远程降水。”
主体降水是台风范围内的降水，是
最常见也是目前防范的重点。远
程降水则是在台风几百公里外发
生的，当海洋上方来的暖空气与北
方的冷空气交汇，加上内陆中纬度
系统的相互作用，就会产生台风远
程降水。

在葛旭阳看来，台风降水与台
风强度有一定关系。一些台风强
度小，风雨就不大，一些台风虽然
强度大，但是登陆后受到地面摩
擦，强度会逐渐衰减。台风降临，
带来降水毫无疑问，不过也未必总
是强降水。

人工增雨想增就能增？

真相：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近于降水是前提

澳大利亚大火在燃烧了足足
210天之后，终于在今年2月13日
那天熄灭了，这场大火让澳大利亚
损失惨重，数亿只动物丧生，1170
万公顷土地被毁。

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直接
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灭火呢？别天
真了，人工降雨不是想降就能降的。

人工降雨也称人工增雨，一般
在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近于降水
的条件下，人工降雨的方法才能发
挥作用。简而言之，人工降雨并非
凭空造雨，而是需要一定自然条件
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
院景晓琴博士介绍，人工降雨主要
有两种方法——暖云催化和冷云催
化。暖云是指温度高于0℃的云，主
要依靠云滴的碰并机制触发降水，
0℃以下的冷云想要降雨则需要适
量的冰核。如果没有这样的物理条
件，即便天气形势再好，水汽条件再
好，也很难实现降雨。

人工降雨的过程并不复杂，常
见的方式是将装好催化剂的炮弹打
入云团。景晓琴总结人工降雨有

“三适当”，即适当部位，适当剂量，
适当时机。

断层云能预测地震？

真相：云天出现明显分界线是受天气系统影响

生活中常常听闻有“地震云”一
说，很多人认为那些看起来很奇怪
的云可以预测地震。事实上，“地震
云”根本不存在，专家们已经辟谣多
年。

“在网上看到网友发布的一些
断层云的图片，其实大多数是高积
云，也就是普通的云。之所以出现
天空的云层被齐刷刷地切去一半、
云与蓝天泾渭分明的情况，其实是
不同天气系统影响下造成的。”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大气与环境实验教学
中心高级实验师王巍巍解释说，“如
有较强干冷空气袭来，冷空气会推
动天空原有的云层向某个方向移

动，蓝天面积越来越大。云天之间
就会出现明显的分界线。”

对于普通人来说，识别出一些
天空中的降雨云或代表晴好天气的
云，对日常出行是非常有利的。

经常听天气预报说，“某地午后
部分区域有阵性降水”，这种对流性
降水局地性比较大，很难精准预报，
王巍巍给我们支了一招。如果发现
天空只有一朵朵的淡积云和少量像
花椰菜的云（浓积云），而花椰菜的
云没有向高空垂直发展，就不会下
雨。而如果花椰菜变得庞大厚重，
并且云顶一直向高空发展，这时候
就要小心了，可能会下雨。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

真相：个子越高，受雷击概率越大

2月以来开展主动脉夹层手术20多例

疫情期间明慈医院“救心速度”不减
新冠疫情以来，无锡明慈医院的

医护人员不畏艰险，选择坚守，与“死
神”和“疫情”赛跑，从2月1日至今开
展了20多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手术，
他们无怨无悔，无惧病毒，以专业的技
术抢救患者生命，守护锡城百姓的心
脏健康。

2月18日凌晨3点，47岁的王先
生在睡眠中突然感觉到胸背部剧烈疼
痛，同时伴有背部麻木，左侧肢体感觉
丧失，大汗淋漓的他被120送至就近
医院检查，经CTA检查结果显示提示
其患上了“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是心
脏外科的头号杀手。

当天凌晨6点，王先生被转至无锡
明慈心血管病医院就诊，当天上午9
点，主刀医生杨光为患者开始实施手
术，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王先
生获救。在这5小时内，杨光为患者顺
利实施了“升主动脉置换、主动脉弓置
换、降主动脉支架植入术”，医护团队
不仅以精湛的技术挽救了生命，挽救
了一个家庭。

在疫情期间，有许多位像王先生
一样的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明慈医院获
得了救治，这些患者年龄集中在60岁

左右，最年轻的还不到40岁。主动脉
夹层动脉瘤、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
失常等急性心脏病，如果患者不能获
得及时救治，他们的生命将随时受到
威胁。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是先保护自
己还是先抢救患者生命？“明慈人”肩
负着危重心脏病患者的紧急医学救援
工作，同时为深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工作，术前做好
二级防护，核酸监测，胸部CT，血常规
及流行病史排除；术中，手术室做好三
级防护，因地制宜，细化措施，明确各
岗位人员工作职责及要求，层层落实
责任，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无锡明慈医院是江苏省首家中德
技术合作三级心血管病专科医院。自
2016年开诊以来，该院院长兼心脏外
科学科带头人杨光教授，带领医护团
队收治了近百名无锡及周边地区的主
动脉夹层患者，为急性心脏病患者赢
得了一线生机，大大降低了本地区主
动脉夹层患者的死亡率，填补了无锡
心脏外科事业的空白，赢得了心脏病
患者及家属的好评。

（晓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