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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年一遇

这颗彗星要来了

天文学家近日表示，一颗新发
现的彗星将在近几周内飞经地球，
为5万年来首见，届时或可用肉眼
直接观测。

据法新社 7 日报道，这颗彗星
编号为 C/2022 E3，去年 3 月由兹
威基瞬态研究设施首次观测发
现。它于本月12日通过近日点，2
月1日通过近地点，届时若观测条
件良好，肉眼或清晰可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
授、兹威基瞬态研究设施研究员托
马斯·普林斯告诉法新社记者，这
颗彗星“离地球最近时会最明亮”，
下一次造访太阳系内部预计在 5
万年后。

巴黎天文台天体物理学家尼
古拉·比韦说，这颗彗星直径据估
算约为 1 公里，散发绿光，可能来
自太阳系外围的“奥尔特云”，可能
在此次造访后“被永久逐出太阳
系”。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也
将密切关注这颗彗星，不过不会拍
摄图像，而是研究其成分。

相比上一颗肉眼可见的“新智
彗星”，即将造访地球的这颗彗星
体积小得多，但距离地球会更近。

“新智彗星”2020年7月飞经地球，
吸引不少天文爱好者。此前最近
的一颗肉眼可见、影响力比较大的
彗星是1997年的海尔波普彗星。

尽管此次彗星将在 2 月初通
过近地点时亮度最高，但届时满月
可能影响观测。比韦建议，北半球
最佳观测时间为 1 月最后一周，

“我们可能收获一个惊喜，彗星亮
度可能是预期的两倍”。普林斯
说，另一个不错的观测时间是2月
10 日，那时这颗彗星将经过火星
附近。 （据新华社）

▲▲ 注意！这类消毒液
不能带上高铁

酒精消毒液、喷剂、喷雾是群众常
用的消毒用品。2023 年春运已经开
始，返乡旅客乘坐高铁、动车、火车时，
这些含酒精的消毒用品能通过安检携
带上车吗？

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南车站派出
所安检大队大队长郭琳提示广大旅
客，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安部发布的

“关于公布《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
和托运物品目录》的公告”第一条“禁
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第四款“易
燃易爆物品”中，明确将“酒精”列入禁
止目录。

旅客在旅途中如有消毒需求，可
使用消毒湿巾、消毒棉片等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消毒凝胶属于“含易
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在
安检中是“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因
此每位旅客限带1件，而且单体容器容
积不能超过100毫升。（据新华社）

▲▲

春节返乡切莫带病出行
春运已于 1 月 7 日拉开帷幕。交

通运输部倡导加强个人防护，避免带
症状出行。

返乡前 个人在出行前评估好身
体状况，避免带着症状返乡，不仅是对
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中亲人的一种保
护。密切关注目的地疫情流行情况，
尽可能错峰避峰出行；患有基础疾病
的老年人及孕妇、儿童等尽量减少出
行，降低自身及家人的感染风险；有慢
性基础病的乘客，按需携带对症药品，
准备充足的口罩等。

返乡中 要牢记“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保留，咳
嗽、打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坐私家车返乡者，
要做好车内的通风换气，乘坐人员进
入公共场所时要佩戴口罩。坐公共交
通工具返乡者，要尽量减少因就餐而
摘口罩的次数和时间。

返乡后 返乡后，首先要做好健
康监测，规范佩戴口罩，减少与家中老
年人，尤其是合并基础疾病者的接
触。走亲访友时，要规范佩戴口罩，勤
洗手，少聚集、少聚餐。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症状
时，可联系当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寻
求必要的健康咨询、健康监测、抗原检
测、用药指导等服务。如抗原阳性，居
家治疗期间尽量减少与家人接触，同
住人有条件的要戴上N95口罩、采取分
餐，给感染者无接触送餐。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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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辞旧迎
新，但是许多人在瑞雪
中迎接新年的愿望又一
次落空了。今年1月上
旬，北京、河北等部分华
北地区或许都等不来
2023年的第一场降雪。

天公不作美，迟迟
不能降雪，“人工”能不
能帮忙？最近在网络
上，人工增雪屡被提
及。那么，这种降水方
式是否可行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
气中心二级研究员姚展
予，就人工增雪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解答。

冬雪匮乏会对农业
生产造成影响

瑞雪兆丰年，洁白的雪不仅是大地
的装饰品，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一
场大雪更是必不可少的越冬“物资”。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流传着这
样一句俗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
着馒头睡。这里的“三层被”指的就是
积雪。

姚展予告诉记者，冬季降雪对于越
冬农作物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期不下雪
首先会造成土壤干旱，对冬小麦等作物
的正常生长带来不利影响。

“如果整个冬季不下一场大雪，很
容易造成土壤干旱，影响冬小麦的正常
水分供给。”姚展予表示。

其次，缺少了冬季降雪，冬小麦的
抗寒能力也会大大下降。积雪疏松多
孔，一层厚厚的降雪像一条柔软的“棉
被”，将土壤、作物与外界的冷空气隔绝
开来。积雪既能防止土壤中的热量流
失，同时也能阻挡寒冷的空气侵入。如
果缺少了这层“棉被”的保护，加之土壤
较为干旱，土壤中的冻土层深度便会增
加，致使越冬小麦发生冻害，造成小麦
麦苗出现发红等现象。

“开春后，这些发红的叶片很容易
枯萎，对小麦生长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姚展予介绍道。

冬雪除了对越冬作物本身有影响
外，也影响着土壤中越冬害虫的成活
率。一场覆盖整个麦田的大雪融化后，
雪水渗入土壤，在低温的作用下，地表
层的土壤将形成冰土层。如此一来，隐
藏在浅层土壤中的部分越冬害虫将被
冻在冰土层中。冰土层内的低温、缺氧
环境，会让害虫死亡。而如果一个冬天
都没有降雪，缺少了低温这一“天敌”，
待到春天气温回升后，农作物虫害势必
增多，到时便需要加强对小麦等越冬农
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除了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长期缺
少降雪也会使得冬季空气寒冷干燥，飘
浮在空气中的灰尘、细菌等难以得到有
效抑制，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
影响。尤其会加速呼吸道病毒的传播，
容易诱发呼吸道类疾病。

不是“无中生有”而
是“锦上添花”

冬雪虽好，却不是说有就有。从宏
观的天气条件来看，雨雪的形成需要冷
暖气流交汇，且云层中要拥有足够的水
汽。从微观层面来看，还需要云层中有
充足的冰核帮助雪晶聚少成多，变成雪
花降落地面。因此，对于人工增雪作业
来说，最重要的是天气系统和云系条
件。只有二者符合基本条件，才可开展
人工增雪作业，否则也只能是“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

姚展予提醒道：“人们经常将人工
增雨、人工增雪称为人工降雨、人工降
雪，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人工增雨/雪作
业只能在原有的天气条件上‘锦上添花
’，而无法实现‘无中生有’。”

首先，实现人工增雪需要有合适的
云层。

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上的云层被称
为暖层，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的云层被
称为冷层。冬季北方地区的云层主要
以冷层为主。如果云层中的水汽充沛、
自然冰晶数量充足，就容易触发自然降
雪过程。但如果云中缺乏自然冰晶，这
时便需要借助人工手段向云中播撒人
工冰核，促使云中的冰晶数量迅速
增加。

目前，人们选用充当人工冰核的主
要是碘化银。它的使用方法也十分简
单，利用飞机、火箭弹、地面燃烧炉等方
式将含有碘化银的物质直接播撒至云
中的合适部位，随后便可以等待降雪。

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人工增雪作
业在实施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姚展予告诉记者，人工增雪的流程
一般为，首先通过天气预报和云预报确
定适合人工增雪的云系。随后设计好
相应的作业方案，准备好飞机、火箭、地
面燃烧炉等作业工具。当天气系统基
本符合条件时，利用卫星、雷达等对云
系进行跟踪监测，一旦符合人工增雪条
件，便立即申报作业空域，紧接着便是
飞机升空、火箭发射，一系列增雪作业迅
速展开。在作业结束后，还需要综合雷
达回波、地面降雪量等评估作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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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碘化银不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

或许是人们对于洁白无瑕的雪花
有着太多美好寄托，当增雪前加上“人
工”二字时，人们心中难免产生疑问，
人工增雪带来的雪还是真的雪吗？甚
至在朋友圈中也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则
谣言：人工增雪的雪花中含有碘化银，
对身体有害，因此不宜接触。

对此，姚展予表示，人工增雪作业
中确实需要用到碘化银，这是因为碘
化银的分子结构与冰晶的分子结构非
常相似。碘化银在云层中可以充当人
工冰核，增加冷层中的冰晶浓度，促进
冷层的降雪过程。

也正是由于碘化银的这一优异特
性，只需要1克的碘化银便可以在零下
15 摄氏度的环境中生成 10^13—10^14
个冰晶核。因此，在实际人工增雪作
业过程中，碘化银的使用量并不高。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便开
始研究碘化银对环境的影响。美国、
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都对碘
化银催化降水后环境中的银离子浓度
进行了长期跟踪检测。研究结果表明，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产生的银离子浓
度低，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我国也开展了碘化银对环境影响
的研究。例如，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
每年夏季都会在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
区域进行蓄水型人工增雨作业，并对
水库水体进行银离子检测。其检测结
果显示，人工增雨作业后，水库中的银
离子平均浓度为 0.64 微克/升，远低于
我国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中银离子浓度不超过 50 微克/升的
标准，这同样表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使
用碘化银对生态环境及人体的影响几
乎不存在。

此外，还有不少人好奇，人工增雪
过程是否是“拆东墙补西墙”，挪用了
其他地区的降水量？

对此，姚展予解释道，人工增雪的
天气过程一般都是大范围的系统性降
雪天气过程，在大范围降雪过程中，水
汽是源源不断地从云外向云内补充。
同时，上升气流也在不断变化，云本身
也在不断形成和发展。

“大范围的降雪过程不是像河流
上游截留下游用水那样简单的问题。
因此，人工增雪一般不会对其他地区
的云层降雪量产生影响。”姚展予补
充道。 （据人民网）

▲▲ 住房公积金
将有这些新变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0日对外发布
《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将基本形成全系统业务协同、
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线上服务、全
链条智能监管的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
展新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构建数字化服务
新模式，推进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编制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实施清
单，实现同一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指导意见强调，打牢数字化发展
的数据和平台基础。建立健全让数据
用起来的机制，依法加强数据汇聚、共
享和利用，推动实现各地信息系统的
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形成“纵向贯通、
横向联通”的数据共享“立交桥、高速
路”，支撑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
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
管司副司长王旭东说，当前我国住房
公积金缴存人数达 1.64 亿，到 2025 年
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基本确
立后，除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面签等规
定必须当面办理的服务事项外，其他
业务基本能够实现网上办、掌上办。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进行住房
公积金服务创新实践。2021 年，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在重庆、成都、广州、深
圳、苏州、常州等 6 个城市开展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广
州、厦门等城市公积金缴存人承租部
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长租房，可委托
公积金中心，从个人公积金账户中按
月扣划资金直接支付租金，并可享受
押金减免等优惠政策。

指导意见还明确，强化全链条监
管，不断完善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
务平台、电子稽查工具等数字化监管
手段，推动形成部省市三级联动的数
字化监管机制，逐步从事后监管向事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转变，守好缴
存人钱袋子。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