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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有多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降雪量和积
雪深度的概念。

降雪量 是指气象观测人员用标准容器将
12小时或24小时内采集到的雪化成水后，测量
得到的数值，以毫米或厘米为单位。

积雪深度 就是通常我们看到的雪的厚度，
是积雪表面到地面的垂直距离。以毫米为单位，
会随着降雪增加不断累积。

通常情况下，1毫米降雪能积多少雪，与地
面温度和雪中的含水量等因素有关。如果地面
温度较高，雪落到地面就会立马融化，也就不能
形成积雪；如果雪中含水量大，积雪就相对薄一
些；而含水量少，积雪深度就相对深一些。

通常情况下，1毫米的降雪量，在北方相当
于下了 8毫米至 10毫米厚的雪，在南方则相当
于下了6毫米至8毫米厚的雪。这主要是因为北
方雪的含水量比南方低。

如果房子的雪荷载为0.7千牛每平方米，那
么，就相当于房顶能承受每平方米 70公斤的
雪。如果按水的体积算，每平方米能承受约 0.7
米高的水，而水的质量一定比雪大得多。所以，
房屋可以承受每平方米大于0.7米的积雪，至于
大多少还要看雪的密度。

雪可以分为干雪、湿雪。它们的密度不同，
同体积下的重量自然也不一样。

干雪：雪花在降落的途中，各气层的温度始
终在 0℃以下，这就使得它们能够以雪花的姿
态，降落到地面，从而形成了“干雪”。干雪的水
分含量少，雪中的空隙被空气充满，同体积下重
量相对较轻，干雪不易融化，很容易形成积雪。
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积雪甚至能达到60厘

米至 70厘米。在连续降雪的天气下，下层积雪
受重力的不断挤压，密度越来越高，重量也不断
增高。

湿雪：冻结的雪片，在降落过程中，通过一
段温暖层后，趋于潮湿、融化，这样就形成了湿
雪。湿雪的水分含量相对较高，用手一攥就能结
团。所以在同等体积下，湿雪的重量相对较重。
湿雪的附着力较小，不易形成积雪，但如果雪下
得够大，湿雪就会冻结在物体上。冰体呈白色堆
积状，融化而成的水将雪中的空隙填满，迅速积
累重量。

当气层的温度高于 0℃时，雪便融为
水滴而降落，这就是雨。

在监测降水量时，考虑到降
落至地面上的雪花大小、形
状以及积雪的疏密程度不
同，所以雪是以融化后的水
来度量来的。即用直径为 20
厘米的雨量桶收集雪花，待雪
融化后读数。

如果新雪的密度约为每立方如果新雪的密度约为每立方
厘米厘米 00..0505 克至克至 00..11 克克，，那么那么 100100 平平
方米的平面屋顶积雪厚度为方米的平面屋顶积雪厚度为 2020厘厘
米米，，屋顶就会承受屋顶就会承受11吨至吨至22吨的重压吨的重压。。
房子确实房子确实““压力山大压力山大”。”。

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大家需提前关注气象预大家需提前关注气象预
报报。。遇上大雪或者暴雪天气时遇上大雪或者暴雪天气时，，相关部门相关部门
或个人须及时处理建筑物、电线杆、树木
等的积雪和积冰，加固和检修大跨度建筑、
临时搭建物，人们更应避免在临时搭建物中
停留，防范灾害风险。 宗合

近日，《科学》杂志刊登了重
庆大学科学家的重要成果：该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电子
显微镜中心主任黄晓旭及其团
队，利用自主研发的三维透射电
镜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对纳

米金属塑性变形的研究，并发现
纳米金属塑性变形后其内部晶
体取向可回转这一反常现象。

这一重大发现标志着黄晓
旭团队自主研发的三维透射电
镜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正

式从原理进入成熟应用阶段，实
现了纳米材料研究从二维到三
维的跨越。

纳米金属材料由于强度高、
耐磨性好等特点，应用广泛且影
响深远。不过材料微观结构的变
化与其宏观性能上的改变之间
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还有待科
学研究去揭示。而传统的透射电
镜技术，只能观察材料内部三维
结构的二维投影。科学家们一直
在寻求一种能够对纳米材料三
维结构进行高精度表征的新技
术。

黄晓旭团队长期致力于先
进表征技术和纳米金属的研究，
并在 10多年前提出了一种利用
透射电子显微镜对纳米晶体材
料进行直接三维定量表征的新
方法——透射电镜三维取向重
构技术。这一首创性技术的相关
原理多年前曾于《科学》杂志上
发表。

“这个技术从理论到应用，
我们用了 10年。”黄晓旭说，看
似简单的三维图像，其实是由几
十万张透射电镜照片的晶体取

向信息合成提取获得。
为了让这项技术高效、准

确、实用，黄晓旭团队进行了原
创性技术研发，在硬件上研制出
电镜电子光学与图像采集控制
系统，提升了电镜的高质量数据
采集速度；在软件上开发出高效
的数据处理分析和三维重构系
统，从而将纳米材料的内部结构
从二维图片变成了三维图谱。利
用这些原创技术，他们成功开发
了一系列基于电子衍射的三维
透射电镜技术，其中透射电镜三
维取向重构技术的空间分辨率
达 1纳米（1 纳米相当于百万分
之一毫米）。这些技术填补了纳
米级三维取向重构技术的空白，
将大大促进三维材料科学的发
展。

“三维透射电镜技术是我们
为研究纳米材料打造的一把称
心如意的剑。”重庆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电子显微镜
中心副主任黄天林说，有了这个
强有力的工具，就可以对组成纳
米材料的各个小晶体进行精确
描述。这不仅可为建立微观结构

与性能关系的新理论模型奠定
基础，还能为开发控制和优化纳
米材料结构与性能的新途径提
供指导。同时，相比已经在材料
科学领域应用的X射线三维表
征技术，透射电镜三维取向重构
技术将空间分辨率从微米级提
高到纳米级。

黄晓旭团队还利用透射电
镜三维取向重构技术，首次实现
对纳米金属塑性变形研究并发
现纳米金属塑性应变可恢复的
反常现象。这一新发现丰富了纳
米金属塑性变形理论，将为先进
纳米结构材料研发，以及微纳器
件功能优化提供指导。

“目前，我们准备对三维透
射电镜技术进行成果转化。”黄
晓旭表示，他们计划将开发的相
关硬件和软件技术有机整合，让
整合后的集成技术能直接安装
到传统透射电镜上，赋予传统透
射电镜三维表征功能，从而助力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及微电子器
件等领域的材料研究。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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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一场 的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
上周的一场大雪，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同时，让出行成为问题。那么，关于

雪的话题您知道多少，比如，它有多重？今天，记者就带您了解一下。
雪花本身并不重，5000片到10000片雪花的总重量仅为1克。但遇到

持续降雪天气，雪花会不断聚集。1立方米的新雪，是由高达60亿到80亿片
雪组成的，其产生的巨大压力，足以压垮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

什么是雪荷载

雪荷载是建筑上的专业术
语，指作用在建筑物或构筑物
顶面上的雪压，即积雪作用于
建筑物上的重力。它取决于雪
的深度和积雪的单位体积重
量。雪荷载的数值直接关系着
我们的房子能承受多少积雪。

我们国家的建筑物抗雪压
能力，通常按照近 50年出现过
的最大雪压来设计。但在实际
统计过程中，由于积雪的密度
数据不齐全，只能以平均密度
来估算雪压值，这就导致了基
本雪压值比实际雪压值偏小的
情况。但实际中，不少地方的雪
压可以达0.4至0.5千牛每平方
米（0.1千牛相当于10公斤的重
量），甚至更高。

雪荷载实际上是一个概率
分析，地域不同，雪荷载也不一
样。东北地区就要考虑得多一
些。另外，建筑物平面屋顶、斜
面屋顶、角落等外形和位置不
同，需要考虑的雪荷载也不一
样，容易积雪的地方，荷载量需
要考虑得相对高些。

对雪荷载敏感的结构主要
包括大跨度、轻质屋盖结构，以
及临时搭建物，极端雪荷载作
用下容易造成结构整体破坏，
后果特别严重。

雪有多重

雪雪

黄晓旭黄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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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