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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石家庄多位网友拍下当地打雷
瞬间。网友说，当时，雷声巨大，隔着玻璃都能
感到震动。这个视频一时冲上热搜。

下雨时，天上的云有的是正极，有的是负
极，两种云碰到一起就会发出闪电，同时放出很
大的热量，使周围空气受热膨胀，瞬间被加热膨
胀的空气会推挤周围空气，引发强烈的爆炸式

震动，这就是雷声。
打雷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而 2021年 7月

一段炫酷的雷电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视频
中，一枚带有金属导线的小火箭迅速飞上云端，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笔直入地。这次高能
燃爆不是什么电影特效，而是目前先进的人工
引雷技术。

不少网友直呼“人工引雷怎么这么酷”，当
然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疑问，打雷时我们躲都来
不及，为什么还要引雷？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人
工引雷背后的秘密。

人工引雷是我们主动从天上将雷引下来，
而不是将雷电打在避雷针上，其中引雷火箭是
人工引雷最主要的方式。火箭的外壳由复合材
料制成，内部安装的是发动机和点火电炮管。
为了让火箭能更平稳降落在地面上，在火箭顶
部安装了降落伞。火箭尾部的金属丝是引雷的
关键角色，它的作用就是在火箭上升过程中在
空中制造出一条引雷路线，让雷电沿着这条路
线打在指定的地面上，因此对金属丝的强度、粗
细要求非常严格，强度自然越强越好，重量要足

够轻。
科研人员经过试验发现，直径为0.2毫米的

细钢丝是导线的最佳对象。此外，火箭上升的
速度最好控制在每秒150米到190米，因为上升
过快容易将火箭尾部的金属丝拉断，太慢又赶
不上带电粒子漂移速度，同样无法实现引雷。

可能很多人要问，既然引雷如此费力，那这
些人工引雷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因为人工引雷
能提供最接近真实的自然雷电模拟源，不但可
用于雷电的物理研究，还能对雷电保护装置的
性能进行综合实验和评估，从而为我国的雷电
监测、预报、预警、雷电防护技术研究和开发提
供必要的基础平台，大大提高我国雷电灾害的
预防能力。不仅如此，雷电还是一种强大的能
源资源，如果我们能掌握并储存，将为人类带来
不可估量的价值。

科技创新，气象先行。如今，我国的引雷技
术世界领先，相信随着气象科技的不断进步与
发展，一定能用科技和智慧的力量去创造下一
个气象奇迹，为防灾减灾作出贡献。

（据《科普时报》文川东）

打雷要躲 为什么还要人工引雷

雷雨天闪电击中地面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除了像人类一样
会社交、玩耍以及展现个性，海豚妈妈在和自
己的宝宝“说话”时，音调也会跟平时不一样。

英国《卫报》近日报道称，雌性宽吻海豚
在与幼崽交流时会提高音调。研究人员记录
了佛罗里达州 19只母海豚与幼崽在一起及
与其他成年海豚在一起时发出的标志性“口
哨”声。这种声音类似于人类喊别人名字。

研究发现，所有母海豚与幼崽联系时，都会提
高音调，音高范围比平常更广。目前科学家
还不清楚人类、海豚等生物改变和婴儿谈话
方式的原因。但有科学家猜想，母亲提高音
调和孩子说话可以吸引其注意。同理，海豚
妈妈用特定音调对幼崽“说话”，意味着幼崽
可以意识到是母亲在和它交流，而不是其他
海豚。 据《湛江晚报》

床上用品公司 AmeriSleep 近日发布的
研究数据显示，如果一个星期没有清洗枕
套，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座圈上的细菌
多 1.7万倍。研究人员连续 4个星期使用棉
签擦拭 3位志愿者未清洗的枕套，从而得出
这一结论。

研究人员收集了志愿者未清洗的枕套样
本，让其中的菌卵孵育 7天左右，结果发现大
量可能导致皮肤感染和炎症的细菌——枕套
每平方英寸含有300万至500万个菌落形成单
位，比马桶座圈还脏。这些细菌包含杆菌和革
兰氏阳性球菌，杆菌可引起眼部感染、心内膜
炎、败血症、肺炎、脑膜炎和肌肉骨骼感染等，
而革兰氏阳性球菌可导致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和其他抵抗抗生素的感染。

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皮肤科医师
哈德利·金博士说，当人上床睡觉时，身体的死
皮细胞（每天大约产生5000万个）、汗水、化妆
品、乳液、头发，以及白天接触的任何物体（如
花粉、宠物皮屑）都会污染床单，使用同一个枕
套睡一个星期，有皮肤感染、过敏或皮肤炎症
的潜在风险。皮肤科医师建议，枕套每周至少
应更换2次。

（据《北京日报》悠悠）

自行车的尾部装有一个红色或橘黄色的尾
灯，但它内部并没有灯泡，却能在夜晚闪闪发
亮。这是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自行车在英
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交通工具，但在夜间行驶
时会给汽车带来麻烦，引发交通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要求自行车
生产商在前后安装照明灯和反光镜。为了制造
出理想的反光器，人们通过对光线反射原理的
反复研究，制造出了一种表面是平整玻璃，里面
有许多棱形锥体的角反射器。

角反射器的三个反射面互相垂直，使得光

线无论从什么角度透过玻璃表面射来，反射光
总是能“神奇”地沿原方向返回，使行驶在自行
车后方的汽车司机，在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反射
光。此外，角反射器选择红色或橘黄色的玻璃，
使反射光为“穿透力”很强的红光或黄光，更能
引起视觉的注意。除此之外，角反射器也能成
为一个美观的装饰品。

角反射器的光学特性已经被应用在航天探
索中，例如被安装在人造卫星上和月球表面的
角反射器，科学家通过它们进行宇宙科学方面
的研究。 （据《陕西科技报》刘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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