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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运输工具
目前，它还只是一款高科技玩具，但它随时

可能成为运输工具的未来。它有越野车轮和 4个
旋翼叶片，可变成一个四旋翼飞行器。如果将比
例放大，它将变成一辆全尺寸汽车。

悬浮帐篷
这款帐篷是专为不固定的露营假日设计的，

可被安置在地面以上约 5英尺（约合 1.5米）高的
空中。露营者只需 10分钟就可以将它搭建完成，
然后通过一个绳梯爬进睡觉区。

新型自行车光栅灯
为了帮助骑自行车的人在晚上更好地看清

前面的路，一种可安装在自行车上的 LED投影
仪可以把方格网投射到前方地面上。随着路面状
况的变化，网格通过改变形状从而突出前方存在
的潜在危险。

超级简单的时钟
这是一款极其简约的时钟，它简单到只有一

根超大的指针和一个 LED灯，可以吸附在窗户
上或者安装在任意墙壁上，指针指向的是小时，
LED灯表示的是分钟。

全木手表
在这款共计 154 个手工零部件组成的手表

里，设计师只适用的一种材料，那就是木头。它们
取自桦树、苹果树、杏树、坚果树、竹子、黄杨树、
愈疮木和非洲红木。手表不仅能够正常运行，一
天的时间误差保持在 5分钟之内。

小狗台灯
这只调皮的小狗台灯名叫 Frank，它需要你

时刻给予关怀与调教才能安稳地坐在那里陪着
你读书写字。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5月 21日，一场来势凶猛的龙卷风袭击了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市郊区的摩尔
镇，其释放的惊人能量甚至远超曾经炸平日本
广岛的原子弹。民众纷纷指责，这样的灾难再次
发生，结果却依然如故。可无奈龙卷风向来神出
鬼没，科学家也对其无计可施。

不稳定的气流运动形成龙卷风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祝从文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截至目前，科学家对于龙卷
风形成的机制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从外
观上看，龙卷风是一种风力极强而范围不太大
的涡旋，形状如同漏斗。它总是一边旋转，一边
向前移动，远远望去，它就像吊在空中晃晃悠悠
的一条巨龙。
一般认为，龙卷风是气流运动不稳定的过

程。首先，大气的不稳定性会产生一股强烈的上
升气流，由于与在垂直方向上速度和方向均有
切变的风相互作用，上升气流在对流层的中部
开始旋转，并形成中尺度气旋。
此后，随着中尺度气旋向地面发展和向上

伸展，初生的龙卷会在气旋内部形成，从而形
成龙卷核心。不过，龙卷核心中的旋转与中尺
度气旋不同，它的强度足以使龙卷一直伸展到
地面。当发展的涡旋到达地面高度时，地面气
压急剧下降，地面风速急剧上升，最终形成龙
卷风。
同时，龙卷风也被认为是云层中雷暴的产

物，是雷暴巨大能量中的一小部分在很小的区
域内集中释放的一种形式。因为，雷暴云中的正
负电荷可以不断地随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交互
运动，外加旋转扰动的气流，就容易发生强烈的
涡旋。当涡旋出现时，云底的一个旋转云团逐渐
降低，在移动过程中就可以产生一系列的龙卷
风。

龙卷风的风速极快，最快可超过 70 米 /
秒。不过，它的生存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最长
也不超过数小时。其平均直径在 200 ~300米，少
数会超过 1000米。而移动路径，短的只有几十
米，长的可达几百公里以上。

时间短、威力大

美国这场被当地居民称之为“祖父级”的龙卷

风，直径最大时达 2公里，路径延伸 27公里，持
续了 40分钟。美国国家强风暴实验室气象学家
哈罗德·布鲁克斯公开表示，这远非一般龙卷风
可比拟。这种程度的龙卷风只占美国龙卷风的
不到 1%，一年也仅见 10场左右。
美国多位气象专家利用实时监测数据评估

了袭击俄克拉何马市的龙卷风释放出的能量，
其结果显示，这场龙卷风的威力是美国投向日
本广岛原子弹的 8~600倍。
由于巨大气旋旋转的力量非常强大，再加

上内外气压差很大，龙卷风经过的地方，常会发
生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物等现象。
有记录以来，美国最致命的龙卷风发生于

1925年 3月 18日，越过了密苏里州东南部、伊
利诺伊州南部和印第安纳州北部的“三州大龙
卷”，导致 695人死亡。在美国，龙卷风每年造成
的死亡人数仅次于雷电。
而在龙卷风来袭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由

混凝土建筑的地下室。北京市气象局研究员吴
正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美国政府就要求
龙卷风高发地带的住房都要修建地下室。此外，
他还补充，如果在室外，应迅速朝龙卷风移动方
向的垂直方向跑动，尽量伏于低洼地面、沟渠
等，但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以免
被砸伤。

美国为何盛产龙卷风

这次龙卷风是俄克拉何马市摩尔镇 14年来
遭遇的第三次龙卷风。事实上，在美国中部各州，
每年春夏之交，都会遭受大约 1000次强度不同的
龙卷风袭击。美国的龙卷风不仅数量多，而且强度
大，因此，也被称为“龙卷之乡”。在吴正华看来，原
因主要来自美国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中纬度，春、夏季常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
南面又有墨西哥湾，因此，大量的水汽不断从
东、西、南三面流向美国内陆，与副热带高压接
触，这是产生雷雨云的充分条件。雷雨云不断地
强烈发展，龙卷风就伴随而来。

其中，龙卷风光顾最为频繁的就是中西部
和南部的广阔区域。美国大陆的山脉基本都是
南北走向，中间广阔的平原地带也就成了“龙卷
风道”。每年四五月的时候，墨西哥湾的暖湿气
流由南向北输送，空气中就有了充足的水分，又
因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产生高低空气压差，从而
形成垂直上升的气流，雷雨云大量产生，龙卷风
也就随之而来了。到了 6月，大量的暖湿空气向
北移至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的
过程中，龙卷风经过的区域也随之向北移动。
在全世界范围内，除南极洲外的每块大陆

都发现有龙卷风，其在加拿大南部、亚洲中南部
和东部、南美洲中东部、非洲南部、欧洲西北部
和东南部、澳大利亚西部和东南部以及新西兰
等地区也常有出现。

人类何时才能追上龙卷风

从 19世纪以来，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
高，气象雷达能够监测到各种灾害风暴。人们不
禁要问，龙卷风是否可以做到准确预测？很遗
憾，这个答案至今仍是否定的。
“龙卷风具有突发性、短暂性、范围相对小

的特点，而且移动迅速，产生原因复杂。”祝从文
表示。事实上，科学家们还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的
风暴会产生威力巨大的龙卷风，而有的则只产
生一些规模较小的龙卷风；是什么原因令龙卷
风威力大增，又是什么原因令龙卷风渐渐止息。

此外，龙卷风是一种致命的极端天气现象，
接近和观察龙卷风的工作十分危险。就算观测
人员冒险获得清晰的观测图像和第一手的数据
资料，雷达系统等观测设备必须在离暴风中心
几千米之内，但在威力强大到足以掀翻房屋的
龙卷风的袭击之下，观测设备也有被破坏甚至
被席卷而去的危险。因此，目前龙卷风的预测、
预报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吴正华指出，研究龙卷风最关键的技术是
雷达，而多普勒雷达是目前比较有效和常用的
一种观测仪器。多普勒雷达对准龙卷风发出的
微波束，微波信号被龙卷风中的碎屑和雨点反
射后重被雷达接收。接收到信号后，雷达操作人
员就可以通过分析频移数据，计算出龙卷风的
速度和移动方向。
尽管如此，龙卷风预测的可靠性程度依然

很低。吴正华曾经赴美考察学习，他在采访中表
示，预测的误报率高达 70%~80%，平均预警时间
也仅仅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2分钟提升
到目前的十七八分钟左右。

不过，2007年，美国气象学界组建起了一支
龙卷风跟踪团队，其中就包括了世界最著名的
龙卷风研究专家约书亚·沃尔曼和霍华德·布卢
斯坦。

在车载移动雷达的辅助下，他们将追逐龙
卷风所获得的数据资料积累起来，到 2009年的
龙卷风季节开始之初，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前
所未有的庞大数据库，其中包括了 141 次龙卷
风的详细数据资料。车载移动雷达拥有可以旋
转的大型雷达天线反射镜，长达 2.4米的天线不
断向外发射雷达微波信号，由雨、冰雹、空中的
碎屑，甚至昆虫反射回来的信号，显示出风暴活
动的迹象、趋势和风速等信息。

当发现某处有“雷暴超晶胞”出现时，追逐龙
卷风行动即刻展开，因为，这些“雷暴超晶胞”通常
会彼此接近并成群结队地移动，有可能最终酝酿
成一场龙卷风。一旦发现某个“雷暴超晶胞”开始
一分为二时，沃尔曼和布卢斯坦就会立即开始跟
踪，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是龙卷风产生的前兆，尽
管他们此时还不能肯定是否会形成一场龙卷风。

也就是在那一年，美国启动了一个名为“龙
卷风 2”的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使用了 10种不
同类型的机动雷达系统，每个雷达系统负责观
测不同的波长。科学家们把多普勒雷达或 X波
段车载多普勒仪安装于巨型卡车之上，放置于
距离巨型风暴形成地大约 10到 20千米处进行
监测。事实上，早在 1994年到 1995年间，美国
曾实施过“龙卷风 1”项目，但是收获甚微。

预测龙卷风：一场尚未打赢的追逐战

5月 20日，清华科技园区项
目作为北京市第一个落脚的电动
汽车租赁项目，先期采用了
“10+1”的充电形式，即 10 个慢充
充电桩加 1个快速充电桩，可同时
满足 11 辆纯电动汽车的充电要
求，近期将逐步建设 3 个“10+1”
形式的充电车位以满足用户需
求。这意味着北京市正式迈入了
电动汽车私人消费的推广环节。

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北京、
上海、深圳等 25个试点城市示范
推广各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共计
2.74万辆，其中公共服务领域 2.3
万辆，私人领域仅为 0.44 万辆。
201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
为 1.2 万辆，而全年新车销量为
1800多万辆，只占总销量的 0.7%。

尽管，未来汽车产业的重点
发展方向为电动汽车已成为基本
共识，但是，政策热、市场冷的局
面始终没有打破。而电池技术是
电动汽车推广难的主要技术障
碍，包括了续航能力弱、充电不方
便。

目前，日本纯电动汽车的实
际续航里程也就能达到 150~200
公里，这与加满汽油能够跑上 500
公里的汽车显然无法相提并论。
而动辄四五个小时的充电时间，
也让电动车的储能效率徘徊在极
低的水平。

因此，电动汽车取代传统汽
车首先有赖于电池技术的突破。
目前，日本政府计划到 2020年，电
池的容量能够提高 7倍。而日本

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整车厂和电动厂是紧
密联合，以相互参股的方式开发动力电池。反观
国内，电网与整车厂充换电模式争论不休，中国
整车企业本身对于电池技术研发投入不比日、
美、欧各国，这对电动车核心技术的提升是极为
不利的。

此外，电池推动的车辆速度慢，也是被青睐
传统汽车的人士所诟病的，尤其是低速电动车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简直就是一堆“垃圾”。然
而，新能源车市场的定位并非一刀切的，并不是
所有电动车辆都必须把电池容量提高到 200公
里以上、最高时速在每小时百公里以上。

小型的、低速的电动汽车完全可以在适合
它的城市、道路中发挥优势。比如，日本丰田第
三代普瑞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其纯电力里
程仅为 24.3公里。这是因为日本调研公司调查
结果显示，日本人上班的平均里程是 24.3公里。
因此，各地政府对于小型的、低速的电动车辆的
普及应该给予更加宽容的态度。

而就目前充电桩数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可
以随时随地充电的要求问题，则尤其需要国家
以及地方财政对充电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
投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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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

在好莱坞 3D大片《阿凡达》中，“灵魂树”以它那充满活力的蓝色和紫色令观众着迷。但现在，日本一个一万平方英
尺的紫藤葡萄林成为外星球灵魂树在地球的现实版，吸引无数游客。这棵“富士树”是日本最大的紫藤之一，已有 100
年历史，长成了一个伞状结构。 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阿凡达》灵魂树现身日本

5月 21 日，美国
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
何马市郊区的摩尔
镇受强龙卷风袭击，
损失惨重。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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