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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观云的好时节，主要看你想看什么样
的云，如果是看蓝天白云，肯定是在秋季，天高
云淡，看云相对比较好。现在是初夏时节，北京
常常处在高空北风路径上，此时天气晴朗为主，
又不时地有短暂午后雷阵雨刷洗天空，并且带
来了水汽，使得天空背景更加清澈，天空中的云
要比其他时候更丰富多彩。”朱定真解释，最近
东北地区高空冷涡天气的存在，会使高空大气
温度明显偏低，从而使高低空气温差变大而造
成大气的不稳定，此时极易产生空气上下的热
对流。夏季强烈辐射导致低层空气受热上升，
遇高层冷空气凝结后便形成云。午后对流可以
发展到很高的高空，会形成如山似塔的积雨云，
带来雷雨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北方午后经常会有雷阵雨，使地面
存在水汽蒸腾效果。相对来讲，蒸发到空中的
水汽比较丰富，再加上这些天，高空冷涡相对
稳定输送来了有利于凝结成云的冷气流，所
以，公众便有机会看到了多姿多彩、形态各异
的对流云。

朱定真说，虽然东北高空冷涡天气四季都
有，但初夏时节与地面辐射增温相遇往往表现
得更突出，极易产生不同程度的气流上升运动。

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朱定真
介绍说，简单而言，云是大气中的水
汽遇冷凝结成的小水滴或凝华成的
不同形状的小冰晶，混合组成的飘浮
在空中的可见聚合物。

云随着气流的变化可以形成各
种形状，因其在天上的不同高度、形态、物理过
程等而分为“三族”“十属”近30种。“实际上，一
年四季的云，由于不同地理位置，受地形地势的
影响，云也会有明显差异。”朱定真说。

长期的观测和实践表明，云的产生和消散以
及各类云之间的演变和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水汽
条件和大气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朱定真告诉
记者，人们虽然看不见天空中的水汽，也看不见
大气运动，但从云的生消演变中，可以看到水汽
和大气运动的一举一动，而水汽和大气运动对预
测雨、雪、冰雹等天气现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清早宝塔云，
下午雨倾盆”……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

产实践中根据云的形状、来向、移速、厚薄、颜色
等的变化，总结了丰富的“看云识天气”经验，并
将其编成谚语。那么，它们真实可信吗？

“这些谚语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朱定真
举例，比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当早晨
东方无云，西方有云，阳光照到云上散射出彩
霞，表明空中水汽充沛或有阴雨系统移来，加上
白天空气一般不大稳定，天气将会转阴雨；傍晚
如出晚霞，表明西边天空已放晴，加上晚上一般
对流减弱，形成彩霞的东方云层，将更向东方移
动或趋于消散，预示着天晴。

在暖季的早晨，如天边出现了堡状云，表示
这个高度上的潮湿气层已经很不稳定。到了午
间，积累了足够热量的低层对流一旦发展，上下
不稳定的层次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
运动，形成积雨云而发生雷雨。所以有“清早宝
塔云，下午雨倾盆”的谚语。

（据《科普时报》胡利娟）

“棉花糖”“冰淇淋”“中国地图”……蔚蓝的天空中，多姿多彩的云总会霸屏网

友们的朋友圈。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云的种类又有多少？近日，中国气象局气

象专家朱定真接受记者采访，为公众解疑释惑。

最早的啤酒瓶盖没有锯齿，瓶盖大多
是木塞。19世纪末，英国人威廉·佩特发
现铁皮瓶盖比木塞更方便打开，并发明了
比木塞密闭性更好的24齿瓶盖，并将其作
为行业标准。

随着工业化时代来临，人们发现，24
齿瓶盖并不能适应机械化生产。手工生产
时期，24齿瓶盖是由工人用一台脚踩的压
机，一个一个套到瓶子上的。自动机器出
现后，将24齿瓶盖装入软管就可以进行自
动安装。但在使用过程中，正好是偶数的
24齿瓶盖的直边与自动装填机的橡胶管
会形成对称吻合，极易导致瓶盖卡在软管
里，阻碍生产。

人们不得不再次探索更合适的瓶盖。
最开始，人们尝试了23齿瓶盖，但是，这种
瓶盖并没有被广泛运用，因为三点之间最
稳固定理表明——如果瓶盖锯齿为3的倍

数，会贴合得更加牢固。通过试验，人们还
发现 21齿是符合数量标准且避免饮料泄
漏的最低齿数。

当然，要关注的不仅是瓶盖的牢固可
靠，还有开启方便和安全。通过多次起子
开瓶盖的试验，证明瓶盖为 21个锯齿时，
用起子打开最容易，也最安全。

（据《科教新报》谢冯辉）

最新发表在《新西兰动物学杂志》的一项研
究表明，雄性北岛知更鸟会为“家庭”关系稳固
与雌性伴侣分享更多食物，还会根据伴侣的营
养需要提供不同“食谱”，这是雄鸟表达爱和获
取雌鸟“芳心”的方式。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研究人员、该论文作
者埃拉·麦卡勒姆多年观测、记录并研究惠灵顿
齐兰迪亚自然保护区中的北岛知更鸟。尽管成
鸟只有麻雀大小，但在该保护区中孵育的每一
只知更鸟都带有脚环以便记录观测。

麦卡勒姆介绍，由于雌鸟在筑巢、产卵和育
雏期间消耗更多能量，雄性知更鸟会因此与伴
侣分享更多食物。在繁殖季节内，雄性知更鸟
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喂养配偶行为：当雌鸟鸣叫
或乞食时，雄性知更鸟会为伴侣分配更多食物；
更神奇的是，它们会根据雌鸟的需要和喜好来
改变食谱，且这种喂养配偶行为在固定的配对
关系中更加明显。

麦卡勒姆表示，雄鸟对雌鸟的这种喂食行
为可能在营养上有利于雌性，能巩固双方的配
对关系，并传递雄鸟作为优质生殖伴侣的信号。

据新西兰环保局介绍，新西兰知更鸟分北
岛知更鸟、南岛知更鸟等多个品种。这种小鸟
经常在树林中静悄悄跟着人类，停留在离人很
近的地方。这是因为人类走动会震动地面的
落叶而惊动躲藏的昆虫，从而更有利于知更鸟
捕食。

（据新华社 郭磊 李惠子）

新西兰研究人员发现

雄性知更鸟
擅用美食“宠妻”

丰富水汽加高空冷涡形成对流云

看云识天气

形态各异多达30种

为什么啤酒瓶盖
都是21个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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