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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骑自行车
比走路省力？

空气是一种热的不良导体。当冰激凌
周围空气静止时，冰激凌融化一段时间后，
周围的空气温度会明显降低，这就减缓了
冰激凌的融化速度。当有风的情况下，冰激
凌周围降低了的空气会迅速被风带走，周
围温度会一直保持恒定，所以融化速度就
比没有风的时候快了。

当环境温度低于冰激凌融化温度的时
候，无风情况下，冰激凌是不会融化的，就
无所谓融化速度快慢的比较了。

不过，如果这个时候对着冰激凌吹风，
是可能使它融化的。因为冰激凌融化的主
要原因是其中的冰融化变成了水，而冰融
化时体积变小，所以当压强增大时，水的熔
点会降低。对于一个冰激凌来说，它的迎风
面的压强会比静止时高，因此融化温度会
比正常情况下低，有可能会融化。

风能让冰激凌
化得更快？

兔子为什么不吃
窝边草？

预防敌人。窝边草长得越高越密，兔
子洞越不容易被食肉动物发现，这样兔子
就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避免冬天饿死。冬天时候，兔子的口
粮变少，特别是北方下雪，兔子很难在外
找到草食，这样兔子洞门口的草就成为了
兔子的续命储备粮。只有完全找不到吃食
的时候，兔子才会吃窝边草。

维护洞穴的本能。当窝边草长得又高
又密的时候，草的根部深扎泥土，可以令
土壤中的水分不流失，还能维持土壤层中
的适当温度。同时，茂密的窝边草还能起
到防止兔子洞坍塌的作用。

自身气味影响。在兔子洞里住久了，
兔子身体散发出的味道也会蔓延到窝
边，窝边草的环境被兔子自己污染，因此
兔子也会在没有自己气味的草地上吃
食。

走路作为一种人类位移的方式，消耗
了太多与位移无关的能量。一方面，走路
时，人的肩膀并不是一直处在同一水平线
上，而是发生有规律的上下抖动；另一方
面，走路过程中两条腿也在不断抬起、放
下。这就说明，人在走路过程中，重心一直
上下移动，所以人体需要为重心升高而做
功，这部分功并不能产生位移，而是消耗
掉了。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走路的人的腿，假
设他以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平均速度为 v
的初始状态开始走路。那么可以观察到他
的左腿完成了一个从静止→不断加速→
速度超过 v→脚掌落地→静止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虽然他的上半身近似以速度
v在运动，但是人体先为左腿加速而做功，
之后又为左腿减速而做功，这部分功也不
能产生位移，而是消耗掉了。

而自行车运动的过程中，除了两条腿
重心上下移动做功之外，大部分人体所做
的功都转化为使整体向前运动的能量，所
以更省力。

据“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惊现惊现““怪异云朵怪异云朵”？”？

此次引发民众关注的
云彩名为糙面云，从字面
上来理解，就是表面粗糙
的云。它与很多千姿百态
的云一样，属于一种自然
现象，就像彩虹、雾凇等在
合适的气象条件下就可能
出现，并没有什么“预示灾
难”的作用。

糙面云是波状层积云
在锋面（两种温度、湿度等
物理性质不同的冷、暖气
团的交界面，或者叫做过
渡带）或强对流天气的作
用下，堆积到极限时发生
的褶皱。形态多样，是波状
层积云进一步发展的极端
状况。糙面云的云底有颗
粒状的团块，极端粗糙，有
强烈扭曲的波状结构，褶
皱不规则，形态诡异，加之
浓厚、灰暗等特征，呈现出
来的样子就容易给人一种
恐怖、不适的感觉。

早在 2000多年前，亚
里士多德就对云朵展开研
究，并撰写了一篇论文，阐
述云朵在水循环中的作
用。

19世纪早期，居住在

英 国 的 气 象 爱 好 者 卢
克·霍华德首次对云朵进
行了分类。他根据自己在
1801 年至 1841 年间对伦
敦地区天气的详细记录，
将云分成三类：积云、层云
和卷云。

对云朵进行系统分类
整理的“官方名单”，是 19
世纪晚期首次出版发行的

《国际云图集》，后来在 20
世纪几经修订。2017 年 3
月 23日，世界气象日的主
题为“观云识天”，更新发
布了《国际云图集》。在此
之前，世界气象组织已经
30年没有更新《国际云图
集》了。

新版的图集首次以在
线数字化形式面世，收录
了数百张云图，纳入了一
些新的云型分类。其中，除
了糙面云之外，还有轧卷
云、航迹云（有时是飞机产
生的蒸汽尾迹）等等。

可以说，糙面云得到
承认和纳入《国际云图
集》，主要归功于喜欢看云
拍云的爱好者们。

糙面云的形成是在特殊
的天气条件下（主要是锋面
或强对流天气），云团快速翻
腾滚动，大气中同时存在多
个方向的气流波动，导致了
云朵的极度扭曲而成的。由
于锋面过境或强对流天气多
伴有雷电、大雨、大风、冰雹
等恶劣天气，云体的变化是
快速而剧烈的。糙面云多出
现在这种天气的尾梢，一般
是在大雨后，往往代表了恶
劣天气即将结束，所以它不
是什么灾害性天气的预兆。

由于糙面云出现的气象

条件比较复杂，且变化迅速，
存在时间也不长，所以出现
的频率不高。加之一般在这
种天气下，人们都在忙着躲
避风雨，很少有人还有心情
拍照留念，所以留存下来的
可靠影像资料不多。随着摄
影的普及和观云爱好者的增
多，糙面云也得到了更多的
关注。

糙面云在美国的平原地
区很常见，经常出现在早晨
或中午的对流雷雨尾梢，虽
然看着像是暴风雨将要到
来，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空中的状况与当时控制当
地的天气系统有关，由于高低空
气象条件的不同，导致天上的
云千姿百态，变化无常。我国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
总结出很多的经验，如天
空的薄云，往往是天气
晴朗的象征；那些低而
厚密的云层，常常是
阴雨风雪的预兆。
很多看云识天气
的气象谚语，如
“早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天上钩钩
云，地上雨
淋淋”“鱼鳞
天 ，不 雨 风
也颠”“朝有

棉花云，下午雷雨鸣”等等。这些劳
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通俗易懂，便
于记忆，世代流传下来并不断得到
丰富。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一些气
象谚语也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清晨，东方升起的太阳将光线照射
在西边的云上，经过云中物质的散
射，使云彩呈深红色，形成朝霞。

朝霞的出现说明西边天空已
经有云存在，表明天空状态已经不
稳定，随着太阳升高，热力作用增
强，对流进一步发展，云也会进一
步发展；随着天气系统的向东移
动，本地将逐渐受其影响，就容易
出现阴雨天气。

晚霞则是指夕阳西下时，

斜照在东边天空的云彩之上，使云
彩呈深红色。能够形成晚霞，一般
说明西部的天空没有云彩，这样太
阳才能直接照射到东边天空，而东
边天空上的云彩只会随着时间远
离，不会影响本地，同时西边晴朗
的天空也将会随时间逐渐移来，未
来几天可能会是好天气。

可见，“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
里”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据“中科院物理所”

糙面云不能预示灾害A
糙面云是恶劣天气的结束标志B

有些谚语蕴含科学道理C

别担心别担心，，不是灾害预警
不是灾害预警！！

有句古话叫“天有不测风云”，常用来比喻要有
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在前些日子，一些地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种
看起来“不太面善”的怪异云朵：滚滚浓烟般的铅灰
色厚重云层在天空中迅速翻腾。不少市民担心，是否
是灾害性天气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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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米，豪
华装修，家具家电全新。可租可售，租住要求干净，月
租金1200元，售价面议。电话：18730726672刘女士

出租
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