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  地球 I I

為甚麼有的冰川會有黑白條紋？

黑條紋是由塵埃等污染物集中在消融面上， 

白條紋則是新的白雪覆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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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冰川的側面仔細觀察，有時會發現冰川帶有黑白
相間的條紋。這些條紋是哪裏來的呢？

在冰川存在的地方雖然十分寒冷，但大風、陽光照射等還
是會使冰川表面的積雪發生一定程度的消融，這種消融主要發生
在温度相對較高的夏季。由於冰川是積雪經過不斷壓實形成的，
雪在下落的過程中會將空氣中微小的塵埃等包裹在其中一起落到
地面，不過這些塵埃由於分散在積雪中，通常不會影響積雪的顏
色，因而積雪看起來仍然是白色的。每年夏季，氣温相對較高，
冰川表面的積雪消融程度較大，會形成一個消融面。這時，積雪
中所包含的塵埃等物質就會隨着積雪的消融而都集中在這個消融
面上，使消融面變得很髒，呈現出黑色。到了冬季，消融面重新
凍結，新的白色的積雪又覆蓋其上。由於寒冷，這些積雪在來年
夏季並不會完全融化，於是就形成了黑白相間的條紋了。當這些
積雪被壓實形成冰川時，其中的黑白條紋也會被保留下來。這
樣，一組黑白條紋就代表了一年，就像樹木的年輪一樣，可以幫
助科學家確定冰川的年齡。

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冰川都存在這種黑白條紋的。很多因
素會影響這些條紋的形成。比如，當年的降雪量太小，會使紋層
很薄，難以分辨出黑白條紋；如果空氣比較乾淨，降雪中的塵埃
等物質很少，會使消融層難以呈現黑色，也會影響黑白條紋的形
成；如果夏季過於温暖，連冬季的積雪也全部融化了，當然也不
會形成黑白條紋；此外，冰川的運動、凍融作用等也可能會破壞
已經形成的紋層。（何鑫）

黑白相間的冰川紋層

Z

微博士
冰山

極地冰川常常會從陸地延伸到海

洋，延伸出來的部分叫作冰舌。

在海水、風等自然因素的侵蝕作

用下，冰舌會斷裂，從而與冰川

分離，分離出來的部分漂浮在海

水中，就形成了冰山。冰山有各

種各樣的形狀，北極附近的冰山

往往是金字塔形的，而南極附近

的冰山則多是桌形的—上面像

桌子一樣是平的。冰山的密度僅

比海水略小，因而其大部分（約

80% 左右）質量都隱藏在海面以

下，我們看到的僅僅是「冰山一

角」。冰山會在洋流和風的作用

下在海水中移動，對航運的危害

十分巨大，尤其是雷達難以探測

到的小冰山。號稱「永不沉沒」的

「鐵達尼號」就是因為撞上冰山而

永遠沉睡在了海底。 Q

南極的桌形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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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有時雨後會出現彩虹？

雨後的小水滴像一片透鏡，陽光穿過時發生反射和折射，形成七彩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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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過後陽光明媚，對面的天空架起一座明麗的彩虹橋，這
的確叫人賞心悅目。彩虹的形成究竟需要怎樣的條件呢？

彩虹的顏色同樣來自太陽。雨後，天空中仍然飄浮着大量的小
水滴，這些小水滴就像一個個小球一樣的透鏡。陽光經過它們的時
候，發生了反射和折射，穿透出來時光線的強度減弱。同時，由於
折射，原本的白光被分解成了七色光，但其色序與暈相反，從外至
內由紅到紫排列。

但如果陽光過於猛烈、温度太高的話，雨後的水滴可能很快被
蒸發掉；夏天雷陣雨的下雨範圍很窄，天空水滴分佈不均勻，雨後
太陽正對的天空不一定恰好有水滴。以上情況都不會出現彩虹。

彩虹的明豔程度、寬窄同水滴大小也有很大關係：水滴越大，
彩虹越鮮豔且色帶越窄；水滴越小，彩虹越黯淡且色帶越寬；如果
水滴太小的話，就完全沒有彩虹的身影了。

彩虹的形成與太陽的高度也有關。陽光是射到它對面天空的
水滴上形成彩虹的，因此彩虹一般位於太陽對面，如果太陽升得過
高，就算形成了彩虹，也在地平線以下，我們就看不見了。這也是
中午很難看見彩虹的原因。

彩虹橋的上方有時還會出現第二條彩虹，稱為霓。霓與虹成因
相似，不過陽光在水滴裏多反射了一次才射出，因此顏色的順序同虹相反，亮度也因多一次反射而
削弱了。形成霓的陽光和水滴的相對位置同形成虹的是不一樣的，最終的效果是霓的高度略高於
虹。虹霓並現的美景令人驚豔，出現在你眼前時，你一定會忍不住折服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等到雨過天晴，陽光再現，温度回升，天空變得乾燥。空中殘留的水滴一旦被「清理掉」，彩
虹也就消失了。（麥楚紅）

瀑布附近也經常可見到彩虹

C

專題研習室
自製彩虹

方法一：噴霧法。你只需要一個

裝滿水的噴壺，背對太陽站着，

向空中噴灑水霧，朝噴霧望去便

馬上可以看見你親手創造的小小

彩虹！千萬不要面向太陽去尋找

彩虹，那樣肯定會一無所獲的。

方法二：平面鏡法。你需要一盆

水與一面平面鏡。在太陽底下把

盆平放後，將平面鏡面對太陽輕

輕斜插入水中，等到水面平靜後，

在平面鏡對着的牆壁或障礙物上

就會出現七色彩虹。

方法三：棱鏡法。準備一個三棱

鏡，讓一束陽光從它的一側射入，

在棱鏡中折射兩次，在另一側的

牆壁上就可以看見一條七彩的光

帶。事實上，當年牛頓正是由此

發現了太陽光的色散現象，揭開

了彩虹成因之謎，這個實驗也被

譽為人類十大最美的實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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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中國沿海地區夏天經常有颱風？

颱風在西北太平洋形成後，多向西移動，到達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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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特指發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的強熱帶氣旋，是
濕熱洋面與不穩定大氣催生出的劇烈天氣現象。從高空
看，颱風就是一個旋轉移動着的螺旋形巨大雲區，中
心有個無雲的圓眼，稱作颱風眼。整個颱風系統的
半徑從數百到上千公里不等。颱風眼內一般風平
浪靜，但其周圍卻是由高聳的雲牆圍繞形成的
區域—颱風眼壁，有極為猛烈的風雨。颱風
登陸造成風災最嚴重的地區往往是颱風眼壁所
過之處。

為甚麼颱風偏愛在夏天來襲？其他季節會
不會有颱風來犯？人們觀測發現，西北太平洋
每年從 1 月到 12 月都可能有颱風生成。例如氣
象記錄顯示， 1955年 1號颱風「Violet」生成於 1月
2日。但是由於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天氣條件最容易滿足颱
風的生成條件，颱風主要發生在 5月到 12月，尤其集中在 7月到 10月（佔總數的 70%）。這些熱
帶氣旋在炎熱潮濕的熱帶洋面上形成後，一般會被副熱帶高壓南緣的東風引導着向西移動，其中一
些到達北太平洋西岸—中國沿海地區。過去幾十年裏，登陸中國大陸的颱風每年平均 7個以上。
實際上，不同年份之間具體個數相差很大， 1961年有 9個颱風登陸中國，而 1998年卻一個都沒
有。當颱風接近中國沿海時，移動方向、速度等會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而不同。大多數颱風會在東
南沿海登陸並進入內陸，有的則會持續向北移動到北方地區。例如 2011年超強颱風「梅花」，從福
建到東北，幾度看似登陸又改變「主意」北上。它在海上移動了 11天，把中國沿海地區幾乎影響個

遍，最終放棄中國在朝鮮登陸。

氣象部門統計，在中國每年的颱風令數千萬人受
災，平均直接損失數百億元。颱風為甚麼能造成如此巨
大的災害呢？科學家估算過，一個颱風所製造的風能相
當於每 40 分鐘引爆一個百萬噸 TNT 當量的核彈所釋放
的能量。在強颱風中，颱風眼壁的風速可高達上百公里
每小時。強風掀起的風暴潮常常淹沒港口、推翻大壩。
如果當時恰逢天文大潮，破壞力會更巨大。除了狂風和
風暴潮，颱風還有一個殺手鐧—強降水，暴雨和潮水引
起的洪災是颱風另一個致命武器。 2009年的颱風「莫拉
克」被稱為「最濕的颱風」，兩天內在台灣南部六縣降下
平時一年的雨量。

香港放大鏡

香港的熱帶氣旋分類

熱帶氣旋根據接近中心附近之最高持續風力

加以分類。自 2009 年，香港採用的分類為以

下六種：

熱帶氣旋類別 中心附近之最高持續風速

熱帶低氣壓 每小時 63公里以下

熱帶風暴 每小時 63至 87 公里

強烈熱帶風暴 每小時 88至 117 公里

颱風 每小時 118 至 149 公里

強颱風 每小時 150 至 184 公里

超強颱風 每小時 185 公里或以上

G



熱帶氣旋名字一覽
（2014 年 4月 15 日起生效）

符號說明︰

＝地名 ＝人名 ＝動物 = 植物

＝自然現象 ＝傳說人物 ／神靈 ＝星座 ＝其他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網頁，下載自︰http://www.hko.gov.hk/informtc/sound/tcname2014_
uc.htm，下載日期︰2014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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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天空中有各種形狀的雲？

不同的地理環境，加上大氣中的風、氣壓和氣温發生不同變化， 

所形成的雲形狀便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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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氣層中藴藏着質量相當可觀的水蒸氣。這些水汽中的
99.99%都集中在最靠近地表、運動活躍的對流層中。對流層處於
大氣圈的最底層，是雲朵們成長與消逝的場所，只有極少數的雲能
衝破對流層到達上方的平流層。由於周圍氣温的降低或空氣的上升
運動，水汽冷凝，最終形成小水滴或小冰晶，它們成羣結隊在高空
中集結成片成團，這便是我們所看到的雲。

當大氣中的風、氣壓、氣温發生不同的變化時，所形成的雲形
狀、大小、高度都不一樣。甚至由於高山、湖泊、山谷等地形的影
響，大氣運動狀況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不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
千姿萬態的雲，如黃山的雲海、山區附近的莢狀雲等。

就如同植物學家會根據植株的地理分佈、莖葉、花和種子等特
徵對植物進行分類一般，儘管每一片雲有各自的姿態，但它們也具
備一些共同的物理特徵可供歸類。 19世紀初，英國氣象學家霍華
德就對雲做了科學分類，將雲分成了積雲、層雲與卷雲三種基本類
型。它們的名稱來源於雲的三種基本外形特徵：積雲長得酷似棉花
糖，塊狀的雲包頂部有一個個突起的圓頂，底部平整；層雲更像一
條毛毯，平整均勻地鋪在天空中；而卷雲一般分佈在更高的天空，
主要由小冰晶組成，整體上看很像略帶卷曲的動物毛髮。隨着對雲
的成因研究不斷深入，雲被細分成了 29類，這些類別成為了沿用至今的國際標準雲分類。你瞧，
多麼龐大的雲家族！（陳思思）

高雲（> 20 000 米）
卷雲 卷雲

淡積雲

高層雲與
高積雲

飛機尾跡

層積雲

層雲

積雨雲
中雲（6 500 ~ 20 000 米） 絮狀高積雲

濃積雲
低雲（< 6 500 米）

G

科學偉人
盧克 ．霍華德 (Luke Howard)

盧克．霍華德（1772 – 1864）出

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商賈之家，

自幼對千奇百態的大自然充滿了

好奇。成年後，成為藥劑師與製

藥商的霍華德雖以經營製藥公司

為生，卻是一位熱情的業餘氣象

學家。 1803 年，他發表了《雲

的分類》，第一次揭示了雲的基

本屬性，奠定了現代國際雲分類

的基礎。他畢生孜孜不卷研究氣

象，被後世稱為「氣象學之父」。

C

雲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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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江南「火爐」城市應更名為「蒸籠」？

那裏的城市夏季炎熱，空氣十分乾燥，與「蒸籠」無異。

062

南京、武漢和重慶，常被稱為長江流域（以下簡稱「江南」）
「三大火爐」，形容那裏夏季特別炎熱。例如，日最高氣温高於
35℃的高温日數，它們每年平均分別有 15.8、 21.0和 34.8天。在
這種高温日子裏，人常常熱得汗流浹背。許多古詩詞中形容說，汗
流得如「漿」，如「潑」，如「雨」，甚至「流汗如滂沱」。

天熱時人體主要依靠汗水蒸發帶走大量熱量來降温，可為甚麼
在夏季江南汗多仍不解熱？這是因為江南水面多，植被茂盛，空氣
十分潮濕，汗水蒸發降温的效果便很差。古人形象地把這種悶熱天
氣，比作「人在蒸籠中被蒸」。例如唐代著名詩人韓愈，在詩中就
寫過「自從五月（農曆）困暑濕，如坐深甑（古代蒸食物的炊具，底
下有許多孔可以進蒸汽）遭炊蒸」，宋代著名詩人楊萬里也有「不
是城中是甑中」的詠熱詩句。與其說是 「三大火爐」，不如更名為
「三大蒸籠」更為確切。

火爐製造的是乾熱，空氣十分乾燥，甚至乾熱得可以使皮膚有開裂般的（輕微）疼痛。這種乾
燥的火爐高温天氣在華北平原夏季多有出現，但冠軍是新疆吐魯番盆地。因為乾旱地區地面沒有水
蒸發，太陽輻射得以全部用來升高氣温，高温且低濕。新疆吐魯番盆地極端最高氣温高達 49.7℃，
是中國氣温紀錄中的最高值。吐魯番 35℃以上的高温日年平均多達 98.4天，「牆上烙餅，埋沙熟
蛋」，都是實有記載的事。

所以，如果我們把「三大火爐」更名為「三大蒸籠」，把「火爐」的稱號還給吐魯番，這不正好
都各得其所、名副其實嗎？（林之光）

位於武漢的著名景點─黃鶴樓

S

「火爐」只是個民間的說法，氣象

學上把 35℃以上的高温天氣稱為

「高温熱浪」，這是一種災害性天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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