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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生活

我国南北降水变化或存在500年周期
研究表明，我国季风区降水正经历由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南旱北涝”过渡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南涝

北旱”的气候状态，对我国社会、经济和农业产生影响。
2020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199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汛情：降雨量超过2016年和1998年，一跃成为

1961年以来同期降雨量最多的年份。
要客观认识百年来季风气候变化的过程和规律，需从更长时间尺度的自然气候变化历史中去了解——近万

年来的东亚季风变化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

流言1
隔空充电有辐射危险

流言：隔空充电技术产生的辐射极
强，会危害身体健康。

真相：无线充电技术按照技术原理，
可以分为三大类，即电磁感应式、电磁共
振式和无线电波式。无论哪种方法的无线
充电（隔空充电），其技术基础都离不开电
磁波，而电磁波会产生辐射，频率越高、
能量越大，相对应的辐射也就越强。不
过，讨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必须考虑辐射
量，如果电子产品的充电功率不高，对人
体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辐射标准与空间面积也有关系。根据
国际非电离性辐射委员会制定的安全上
限，人体承受的安全辐射范围为每平方米
10瓦。按照家庭住房面积90平方米计算，
居民家中可以承受的辐射功率最大为900
瓦左右。隔空充电的充电桩，根据推算最
高发射功率只有25瓦，所以是能够保证人
体安全的。无线电波式隔空充电技术是以

“毫米波”极窄波束的形式传递给手机的，
目前没有实验数据表明，毫米波会带来辐
射，也就是说毫米波的辐射不会给人体健
康带来负面影响。

流言2
熬夜会影响肝脏排毒

流言：常年熬夜会引发肝癌。人体脏

器会在晚上排毒，如果熬夜，毒素就排不
出去。

真相：“熬夜会导致肝癌”的说法没有
依据。目前尚未完全清楚肝癌的全部病
因，不过生活中的一些因素确实会增加肝
癌的发生风险。

肝癌的风险因素包括肝炎病毒感染、
酗酒、肝硬化、黄曲霉毒素、基因突变、
遗传性代谢病、吸烟、肥胖、氯乙烯和二
氧化钍等。但要注意的是，具有一个或多
个风险因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癌症。
接种乙肝疫苗、定期体检、治疗基础疾
病、戒烟戒酒、保持健康体重、远离致癌
毒物等，都是已知的降低肝癌风险的方
法。

熬夜虽然不是已知的直接导致肝癌的
原因，但熬夜会使人体抵抗力下降，是众
多基础疾病的诱因之一。因此，养成良好
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尽量避免熬夜、吸
烟、酗酒等高致病风险的习惯。

流言3
左侧卧睡会压到心脏

流言：由于心脏并不是位于人体正中
间，而是偏左，因此左侧卧睡觉会压到心
脏，不利于健康。

真相：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人类的心
脏被肋骨组成的胸廓完美地保护起来，不
会轻易受到任何方向的压迫。即使偶尔受
到外界击打，只要强度不是太高，一般不
会造成心脏的实质性损害。而且，当我们
朝左躺着的时候，在心脏上面是右肺，块
头大但重量小，不足为惧。

不过，对于大部分心脏病患者而言，
右侧卧位确实优于左侧卧位。左侧卧位
时，由于心脏位于身体中线 （重心） 下
方，有更多的血液因为重力作用回到心
脏，心脏的负担就比右侧卧位更大。所以
心脏病患者为了减轻心脏负担，建议采用
右侧卧位。 据《北京日报》

这些流言你信了吗

求证真相求证真相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科幻电影《盗
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
演的主角能够进入自己的梦境，并且从
他人的潜意识中窃取秘密，现在这个科
幻情节似乎距离现实更近一步。

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清醒梦
境，这些清醒梦者是指知道自己处于做
梦状态的人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科学家就一直对睡眠快速眼动阶段进行
试验，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快速眼动阶段
做梦最多，研究结果表明，50%的测试
者在该睡眠阶段至少做过一次清醒梦，
大约10%的测试者每月至少做一次清醒
梦。虽然人们处于清醒梦境状态很少
见，但研究表明该状况下能接收和处理
复杂的外部信息，甚至通过训练可以提
升人们这种能力。

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的4
个独立研究小组试图更进一步地揭晓其
中的谜团，尝试在测试者做梦时建立复
杂的双向交流，他们使用语言和提问方
式，问询睡眠者在训练中从未听到过的
问题，他们招募了36名参与者，当参与
者入睡时，研究人员用装有电极的脑电

图头盔监测他们的大
脑活动、眼球运动和
面部肌肉收缩，这些
是快速眼动睡眠的常
见指标。在总共 57
次睡眠测试中，6位
参与者在 15次睡眠
中发出处于清醒梦境
的信号，在这些测试
中，研究人员让睡梦
中的参与者回答简单
的“是”或“否”的
问题或者数学计算，
例如： 8 减 6 得多
少？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参与者会使用他们入睡前被告知的
信号，包括微笑或者皱眉，或者像德国
实验室按照莫尔斯电码长短信号模式转
动眼球。

研究人员对处于清醒梦境的参与者
提出了158个问题，他们回答正确率为
18.6%，错误率为3.2%，17.7%的回答模
糊不清，60.5%的参与者没有回答。

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这些做梦的
参与者被叫醒，并被要求描述他们的梦
境，一些参与者将这些问题记为梦境的
一部分，一位做梦者的报告描述称，汽
车收音机里传出了数学计算问题；另一
份报告描述称，在一个聚会的梦境中，
他听到研究人员打断了他的梦，问他是
否会讲西班牙语。

研究报告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家凯伦·科考利称，这项实验
提供了更好的方法研究梦境，人们对梦
境的了解几乎都依赖于一个人清醒时的
回顾报告，而这些报告可能会被“扭
曲”。研究者希望该技术能够用于未来治
疗，从而影响人们的梦境，这样就能更
好地处理创伤、焦虑和抑郁。

据《北京日报》

科学家能进入梦境“对话”吗

科学探索科学探索

据外媒报道，近日，俄罗
斯远东联邦大学专家发现，
用海洋霉菌合成的化合物可
以保护细胞免受无解药剧毒
除草剂——百草枯的伤害，
还可以强化一些药物的效用。

百草枯是一种对人和动物
都有高毒性的除草化合物，包
括美国在内的大约100多个国
家将其用于作物耕种和杂草防
治，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数十
个国家则禁止使用这种有毒的
化合物。印度百草枯致人中毒
事件频发，在田间劳作的农民
有沾染危险剂量百草枯并死亡

的风险。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和太

平洋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专家
对海洋霉菌进行研究发现，用
霉菌Penicillium dimorpho-
sporum合成的化合物可以抵
御百草枯的伤害。

专家指出，用百草枯处理
过的细胞加入很低浓度的这种
化合物后，细胞活性较只用百
草枯处理过的细胞提高了近
40%。研究结果还表明，海洋
霉菌的活性分子还可强化一些
已知药物的效用。

据《科技日报》

俄科学家发现
海洋霉菌可解百草枯剧毒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
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最新发
明了一种环保方法，可用于降
解聚四氟乙烯等塑料材料。

研究人员首先把一个涂有聚
四氟乙烯的磁性搅拌器，放进
70℃葡萄糖溶液中连续搅拌15
天，溶液中里含有金属离子和
1000ppm的葡萄糖（1ppm为
百万分之一）。研究人员随后在
溶液表面发现漂浮着带有亮红色
发光的微小碎片。结果证明，这
些明亮的微小粒子中含有聚四氟
乙烯聚合物的分子碎片。

研究还发现，在没有搅
拌、葡萄糖或金属离子情况

下，聚四氟乙烯没有出现这种
降解现象；在室温下，降解速
率则降低；随着溶液中葡萄糖
含量增加，对聚四氟乙烯的降
解作用会增强。

聚四氟乙烯可能通过连续
搅拌时的摩擦电降解为分子。
许多现代炊具上都涂有聚四氟
乙烯，类似的化学反应也可能
会发生在炊具上，导致食物中
含有微塑料。同样，这种摩擦
电降解过程也可能发生在海洋
中，那里有大量的金属离子，
波浪提供持续搅动，因此可能
成为海洋微塑料产生的途径之
一。 据《中国妇女报》

葡萄糖溶液可降解塑料

1974年6月23日17时45
分，苏联著名天文学家契尔诺
夫在札巴洛日城曾看到一次飞
速滚动的黑色闪电。时值一场
大雷雨正袭击该城。开始是强
烈的球状闪电，一会儿在它后
边飞过一团黑色闪电，在灰色
云层的背景下看得很清楚。

闪电是空中大气放电的自
然现象，一般均伴有耀眼的光
芒。闪电对于人类来说，并不
是什么稀罕事物，人们经常能
够见到闪电，尤其在夏季。但
是，长期以来，人们只看过蓝
色闪电和白色闪电，而从未看
见过不发光的黑色闪电。

那么，黑色闪电到底是怎
样形成的呢？科学家经过多年
研究后得出结论：在大气中，
由于阳光、宇宙射线和电场的
作用，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十
分活泼的微粒。这种微粒凝成
一个又一个核，在电磁场的作
用下聚集在一起，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从而形成大小不
等的球。

这 些 球 有 “ 冷 ” 球 与
“亮”球的区分，“冷”球没有
光亮，也不放射能量，可以存
在较长时间。而且它发暗，不

透明，只有白天比较容易看
到。科学家称之为黑色闪电。
所谓“亮球”，呈白色或柠檬
色，是一种化学发光构造。它
出现时，并不伴随某种雷电，
能在空中自由移动，在地面停
留，或者沿着奇异的轨迹快速
移动，一会儿变暗，一会儿再
发光。

黑色闪电一般呈现泥团
状，初看似一团脏东西，极容
易被人们忽视，而它本身载有
大量的能量。它对金属物极其

“青睐”，因而被飞行人员称作
空中暗雷。当黑色闪电距离地
面较近时，容易被人们误认为
是一只飞鸟或其他什么东西，
不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注意，
如果用棍状物击打触及，则会
迅速发生爆炸，小则使人粉身
碎骨，大则可能导致一座城市
或村庄在瞬间被摧毁。

黑色闪电是怎样形成的
呢？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它是
由分子气溶胶聚集物产生出来
的。也有科学家认为，它是由
太阳、云电场、条状闪电等因
素长时间作用于空气产生的。
当然，这些说法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证实。 据《重庆科技报》

黑色闪电之谜

探秘自然探秘自然

据国外媒体报道，新加坡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打印蔬菜
的新方法，可以从蔬菜中制造
食品墨水，比现有方法更好地
保存它们的营养和味道，为吞
咽困难的患者提供更美味、更
有营养的食物。

食品墨水由液态或者半固
态的食品泥制成，然后使用喷

嘴挤出3D打印，再
一层一层组装而成。
研究人员探索采用新
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
不同组合，从而使食
品墨水更加稳定。食
品墨水不仅能更好地
保存打印食品的营
养，还能使其更加可
口，这种制作食品墨

水的新方法可以增大患者的进
食量，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
理状态具有积极作用。

研究者说：“这种技术有助
于为吞咽困难的患者提供营养
充足的安全食物，使他们的进
食更有尊严，这些食物的外
观、口感都像普通食物。”

据环球网

3D打印“食品墨水”
造福吞咽障碍患者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
消息，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智
能隐形眼镜，除改善视力，它
还可以监测糖尿病、心脏病和
中风等疾病。

这款眼镜可以监测血糖水
平，也可让佩戴者通过眨眼来
实现变焦。研究小组说，葡萄
糖水平检测的用途不仅在监测
糖尿病，也可用于监测与血糖

调节异常密切相关的中风和心
脏病的并发症。

据央广网

新隐形眼镜能监测血糖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3D打印设计的食物景观。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东北存在500年准周期降水变化

2019年9月11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徐德克副研究员和吕厚远研究
员作为共同通信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在
《自然·通讯》杂志上在线发表论文。论文
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1万年来
我国东北地区存在500年准周期的降水变
化，这一变化还影响了该地区的人口和文
化变迁。

这个研究发现，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
约1万年来玛珥湖年纹层花粉记录和考古
遗址碳十四年龄概率密度的分析，发现花
粉记录的季风气候变化和碳十四概率密度
揭示的人类活动，都存在约500年周期变
化，季风气候驱动的周期性的暖湿、冷干
与人类活动的强、弱以及与史前文化的
盛、衰，几乎是同步变化的。

在东北地区史前六个文化繁盛期中，
除了红山文化对应了千年尺度的中全新世
适宜期外，其他都明确地对应着500年周
期的暖湿期。研究认为，叠加在全新世气
候变化背景上的500年周期，深刻影响了
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演替和发展，气候
变化的500年周期与太阳活动引发的厄尔
尼诺－南方涛动的频率变化关系密切。这
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史前人类活动、文化演
替与周期性自然气候变化之间存在明确关
系，而且表明，在东亚季风区，温暖湿润
的自然气候更有利于史前人类文化、文明
的繁盛发展。

探寻季风变化规律还有疑团

然而上述研究存在一个缺憾：东北地
区的500年周期是否是孤证，有没有其他
证据的支持？

为了验证研究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
科研人员检索了大量的文献数据库，不但
在东北、黄海，还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发现

了500年准周期的降水的地质记录。经过
进一步的详细对比，科研人员还惊奇地发
现，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的500年周期在
相位上并不是同步的。

研究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东部
季风区降水，正在经历由20世纪70年代
之前的南旱北涝过渡为20世纪70年代之
后的南涝北旱气候状态。然而，现今我国
季风区降水的演化格局，是在地质历史时
期的长期演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由于自然
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和模拟预估的不确定
性，以及人类器测温度记录也仅有近百年
的历史，因此要客观地认识百年来季风气
候变化的过程和规律，需要从更长时间尺
度的自然气候变化历史中去了解：近万年
来的东亚季风变化，是否受到千至百年尺
度自然周期影响？今天的南旱北涝或者南
涝北旱的气候格局演变，是否叠加了自然
周期的气候过程？

我国南北降水变化并不同步

为了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中科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徐德克副研究员
和学科组成员及国内同行合作，分别在
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选择了沉积连
续、高精度定年和高分辨率的古气候记
录：一条为东北玛珥湖年纹层花粉记
录，另一条为长江中游地区洞穴石笋磁
性矿物记录。

科研人员分析这两条记录发现，东北
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不同步的千、百
年季风降水变化。

东北地区孢粉记录反映距今9260年以
来东北地区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建群植物栎
属花粉种类的变化，揭示出适应强夏季风
降水的栎属植物存在千年尺度和500年准
周期性变化：在千年尺度上，温带落叶阔
叶林繁盛期或者夏季风降水强盛期大约出
现在距今7070～5570年，温带落叶阔叶
林的衰退期或者夏季风降水减弱期大约出

现在距今 1470～370 年；在 500 年周期
上，温带落叶阔叶林繁盛期或者降水强盛期
先后出现在距今约 8700～8400 年、约
8150～7890年、约7620～7350年等时段。

另外，石笋磁性矿物记录揭示出距今
8580年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季风降水变
化，在千年尺度上，季风降水减弱期大约
出现在距今7070～5570年，强盛期大约出
现在距今1470～370年；在500年周期上，
降水强盛期先后出现在距今约8630～8390
年、约8140～7890年、约7640～7160年
等时段。

在千年尺度变化过程上，两个地区存
在明显反向变化模式；而在500年周期相
位上，长江中游地区滞后东北地区几十年
到200年之间。

结合前人最近几十年的观测记录和这
项研究的结果，我国东部季风区南北方降
水，在千年、百年、几十年再到年际尺度
上似乎都是不同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南北方500年气候周期，是叠加在全
新世气候总体变化趋势上的。因此，年际
尺度的气候变化必然也是逐一叠加在几十
年、百年再到千年的气候过程当中的。就
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我们需要逐一揭开套
娃才能了解事物的完整面貌。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幕后推手

了解了我国东部季风区降水演化规
律，肯定有人会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控制
了这种现象呢？说到这，我们还得从这个
最小的套娃年际尺度——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ENSO）讲起。如果把ENSO比作一
枚硬币，那么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就是这枚
硬币的两面。一般来说每2～7年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时间都会出现，而且厄尔尼诺比
拉尼娜出现的频率更高。

在厄尔尼诺年，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
异常升高，赤道西太平洋海温偏低，引起
西太平洋副高控制的反气旋向南偏移，导

致东亚季风显著偏弱，夏季降水集中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而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降
水偏少。相反，在拉尼娜年，赤道西太平
洋海温异常升高，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偏
低，导致了西太平洋副高控制的反气旋向
北偏移，驱动东亚季风明显增强，夏季降
水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显著增加，而长
江中下游流域降水又明显减少。也就是
说，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控制了季风雨带
在我国季风区南北方的移动。

最小的套娃问题一旦解决，几十年、
百年再到千年尺度的套娃问题便可迎刃而
解。无论在什么时间尺度上，我国东部季
风区南北方出现的降水差异现象，都可以
归因于年际尺度的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
件频率的增加。

南涝北旱或是未来主要趋势

在了解了我国东部季风区降水在年际
到千年尺度上的过程和规律后，我们便可
以做一些大胆而有依据的预测。

在500年自然气候周期的背景趋势下，
20世纪初东北和华北地区已经结束了200
多年的季风降水增加的过程，未来将进入下
一个200多年的季风降水减弱的过程；而长
江中下游地区季风降水将开始逐渐增加，未
来百年将迎来更加丰沛的季风降水。

从我国东部地区百年尺度的旱涝趋势
来看，需要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来缓解这
一局面。说到国家调控区域旱涝灾害的重
大工程，立刻就能想起21世纪初开始的南
水北调工程。这绝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极具前瞻性、利国利民的大计。中线
和东线的调水工程可以极大缓解未来百年
我国东部南北方降水不均衡的局面。然而
我们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仅靠大工程还
是远远不够的，仍然需要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多做抗洪防涝的准备，而华北和东北多
做抗旱的工作，以应对未来日益严重的南
涝北旱气候格局。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