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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多地出现极光现
象。继11月5日新疆等地观测到红
色极光后，12月1日，漠河和佳木斯
等地再次观测到红色极光，甚至连
北京怀柔也有摄影爱好者拍到了
红白双色的极光，引发网友热议。

极光的出现与太阳活动密不可分，
本次上热搜的极光也是如此。美国空间
天气预报中心于 12月 1日晚观测到 G3
级地磁暴，主要由一次M9.9（R2中度）耀
斑相关的日冕物质抛射（CME）引起。地
磁暴偏向东半球，最强中心位于西伯利
亚上空，因此在我国高纬度地区可以观
测到极光现象。

地磁暴从G1到G5，由弱到强分为 5
级。这次的 G3级地磁暴是一次中等偏
强级别的地磁暴，这样的地磁暴每年大
概出现几十天。而太阳耀斑由弱到强也
分为 5级——R1到R5，引发此次地磁暴
的耀斑是中等强度耀斑。

在地球磁场作用下，来自太阳的高
能带电粒子会涌向高纬度地区，使地球
南北两极附近的高层大气分子或原子电
离，从而激发出光，在夜间尤其灿烂夺
目，这就是极光现象。

太阳风暴虽然会影响无线电通信和
导航系统，但其带来的绚烂极光对人们来
说无疑是美好的意外收获。美国阿拉斯
加的费尔班克斯，因为一年中 200多天会
出现极光现象，被称为“北极光首都”。而
冰岛由于整个国家都在极光带上，成为北
半球最受欢迎的极光观测地点之一。

极光变幻莫测，每天都不一样。一
般极光在入夜之后会像一条展开的颜色
较淡的银河，随着夜色加深，色彩逐渐变
浓、变绿，还会出现粉色、蓝紫色和红色。

极光的颜色通常与大气粒子的种
类有关。太阳风的高能粒子激发高层
（200千米至 500千米）的氧原子一般会
发红光，激发氮原子一般发蓝到紫光，而
到达低层（100千米至 200千米）的太阳
风粒子激发氧原子主要发绿光。因为人
眼对绿光和白光更为敏感，所以我们看
到的极光主要是绿白色的。

另外，我们看到极光变来变去，并
不是高层大气在运动，而是因为飞入地
球大气的带电粒子本身在运动和变化。

太阳活动有 11年周期，自 1749年开始
观测以来，目前太阳活动已经进入第 25个
周期的高峰期。随着太阳活动日益增强和
频繁，与太阳活动相关的电磁暴、高能粒子
流、日冕物质抛射活动也日益频繁，容易引
起电离层突然扰动，严重时会导致无线电通
信中断，影响飞行安全，甚至还会威胁在轨
人造卫星和空间站的安全运行。

2022年 1月下旬，SpaceX用猎鹰 9号火
箭发射了 50颗星链卫星。当时，美国空间
天气预报中心发布了中等太阳风警报，而
SpaceX通过高层大气模型预测太空环境是
安全的。但是当火箭在 217英里（350公里）
释放荷载时，其中 38颗卫星出现故障，未能
爬升到位于 340英里（550公里）处的运行轨
道，随后快速坠入大气层。

2023年 3月 24日发生了强度较大的G4
级地磁暴，当时在美国南至新墨西哥州（约
北纬 34°）都可以看见极光，迫使航天公司火
箭实验室将发射时间推迟了 90分钟。

太阳周期的每个高峰值年持续时间为 2
到 3年，其间的太阳活动会对无线电通信和
电力传输网络造成巨大影响。1989年 3月的
强太阳活动就导致全球卫星和无线电通信信
号受到干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供电网络瘫
痪、依靠地磁导航的候鸟迁徙受到严重影响。

在未来数月甚至一两年内，太阳活动仍
将处于高峰阶段，因此我们还会看到绚丽的
极光。在欣赏美丽极光的同时，我们更要密
切关注未来的太阳活动，做好空间天气预测
与预警，并及时应对。

（据《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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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也能看到极光在北京也能看到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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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光主要出现在高纬度地区，但是中
低纬度地区也会出现极光，只是频率比较低。
其实，通常情况下，北京所在的北纬40度左右地
区，每年可能会有几天到几十天能观测到极光。

不过，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具体数
字可能会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太阳活动
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有时极光甚至会在赤道附近的低纬度
地区出现，这种现象被称为“极光暴”。这种
情况虽然较为罕见，但一些赤道附近的国家
和地区确实曾记录到这种现象。这通常发
生在太阳活动特别强烈的时候，太阳风的能
量能够越过赤道附近的磁场边界，使得极光
可见性扩展到低纬度地区。

我国悠久的历史记录里留下了丰富的
天象观测记录，其中夜间天象记录到的五色
光、神气、赤气、黄白气、火光、赤白色气、赤
虹、青气、赤光等现象，一般都是极光现象。
以下是一些例子。

“有五色光贯紫薇。”（周昭王元年，约
公元前十一世纪，《通鉴外纪》）

“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
焉。”（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年，《史记·
封禅书》）

“日入后，有黄白赤白气东西竞天，光明
润泽，久乃消。”（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六月
己卯，466年，《宋书·符瑞志》）

“黄白气长丈五尺许，入太微。”（南齐
武帝永明四年正月辛未，486年，《南齐书·天
文志》）

“夜见赤虹，光照数百里。”（隋文帝开
皇十九年，599年，《隋书·长孙晟传》）

“有赤气竞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乃
止。”（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癸巳）

“昏，西北有青气三。”（唐肃宗乾元三
年六月，750年，《新唐书·五行志》）

“辛未夜，江陵见赤光贯北斗。”（唐代宗
即位，其月辛未，762年，《旧唐书·天文志》）

这张可视化图描绘了日冕物质抛射与日地间介质和地球磁力的相互作用。

羽绒服里有鸭绒鹅绒 为啥没有鸡绒又到了一年一
度靠羽绒服护体的季

节 ，你 可 能 纠 结 过 羽 绒
服是买鸭绒还是鹅绒的，
怎么从没听说过有鸡绒羽
绒服？鸡鸭鹅同为家禽

界三巨头，鸡为啥会
落榜？

羽绒服保不保暖主要看“绒子”

首先，并不是所有羽毛都适合做
羽绒服。鸟类包括家禽的羽毛分为很
多种，我们熟悉的是像正羽、飞羽这样
的大羽毛。而羽绒服用的是藏在这些
大羽毛底下的绒羽，一簇簇长得很像
蒲公英，蓬松柔软。

鸟类及家禽刚出生时，全身披的
都是软蓬蓬的绒羽。随着羽翼丰满，
绒羽逐渐替换成典型的羽毛，不同的
组成结构，可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
鸭、鹅等游禽，以及生活在寒冷地带的
鸟类，在羽毛下保留了更多绒羽。

羽毛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绒羽
细柔的角蛋白纤维彼此交错在一起,能
够把空气困于其中。空气本身不易传
导热量，对流又受到阻碍，这样就能避
免身体产生的热流失出去。

如果我们用放大镜观察鸭绒和鹅
绒，会发现它们是立体的球状结构，像
一团团小蒲公英。

独立的一朵羽绒也称为绒子，其
内部由一个绒核连接着几十根向不同
方向伸展的绒枝，每根绒枝上，又“长
着”上百根绒小枝。

因此，在羽绒的球形空间内，可以
有成千上万根羽绒分支，它们交错形
成球状的“纤维网”，允许羽绒储存数
百倍于自身纤维体积的空气。

通俗一点说，正是因为羽绒具有
特殊的球状纤维结构，每一根绒丝都
由许多鳞片叠加而成，每个鳞片又都
是中空的，在这些微小的孔隙中，可以
固定大量的静止空气。而空气是王牌
保暖材料，这样，即使一阵寒风吹过，
也不至于通过对流把热量全刮走。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高级

工程师朱小芳介绍，绒子呈蒲公英小
伞的形状，比较蓬松，而绒丝是一根一
根的，没有蓬松感，起保暖作用的主要
是绒子。

从去年 4月 1日起，羽绒服新国标
正式实施。老国标中“含绒量”既有绒
子还有绒丝，新国标实施后，只标注羽
绒里绒子的含量，服装成品中，绒子含
量不低于 50%，才能称为羽绒服。所
以，消费者购买时只要看绒子含量，就
大概能判断出羽绒服的保暖性。

硬邦邦的鸡毛不配进入羽绒界

按照严格定义，鸡身上并没有羽
绒。国际上对“羽绒”的定义是，附着
在水禽羽毛下、一层轻柔蓬松的朵状
物，是一种天然蛋白纤维。

鸭鹅属于水禽，为了适应寒冷的
环境，羽毛下面会长出一层细细的羽
绒来御寒。相比之下，鸡的生长环境
较热，羽毛上不会有太多绒毛，而且鸡
绒里没有绒核，只有一根坚硬的羽轴，
纤维结构也是扁平的，蓬松度不如鸭
鹅绒，存不了多少空气，坚硬的羽轴，
还让它更容易从羽绒服空隙里钻出
去，并不适合当填充材料。

我们知道，鸡如果掉进水里，立马
就会变成“落汤鸡”。这是因为鸡毛表
层缺乏油脂，而鹅、鸭的羽毛上有这层
油脂，可以让羽毛隔绝水，所以鹅、鸭
可以在水面上自由游走，不会因为羽
毛吸水而沉水。

这层油脂的存在，也方便人们对其
进行加工处理。当工厂将鹅类、鸭类的
羽绒集中收集后，需要进行脱脂处理，
脱脂后，就可以去除绝大多数杂质。而
鸡类羽绒由于没有油脂层保护，里面混
杂了各类杂质，导致清洗加工成本大幅
提高，所以加工鸡绒并不划算。

大部分羽绒来自肉类加工产业，

鸭、鹅每年自然脱毛一两次，但一只鹅
一生可能被人工揪毛 16次之多。鹅的
成熟期更长，所以鹅绒比鸭绒绒丝更
长、绒朵更大、蓬松度更高，手感和舒
适度更佳，价格自然也就更贵。

现在的羽绒服普遍用鹅绒，或者
是处理过的鸭绒，因为鸭子是杂食动
物，绒里会有一种腥臊味，而鹅是草食
动物，绒里没有什么异味，更受青睐。
不过本质上，鸭绒和鹅绒的保暖效果
并没有很大差别。

鸡作为三大家禽之一，身上的
毛虽不配进入羽绒界，却也会被一
些不良商家非法使用。有些厂家
会偷偷把鸡毛粉碎、水洗后，从中筛
选短而细的单根鸡毛纤维——“鸡羽
绒”。成本低廉的“鸡羽绒”不仅容
易“跑绒”，还会造成羽绒粉尘
含量过高，以及潮湿环境下腐
烂变质，引发微生物繁殖等
危害健康的问题。所以，我
们还是不要贪便宜，以免买到
劣质羽绒服。

（据《齐鲁晚报》）

我区一项滴灌技术入选
国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推广目录

首届“华彩杯”算力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银川落幕

本报讯（记者 单 瑞） 12月3日，
记者获悉，水利部近日公布 34项国
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宁夏雨润
农业节水灌溉制造有限公司研
发的多进水孔抗堵塞滴灌技术
上榜。

该项技术针对新型节水
灌溉和旱作节水、高效用水
创新需求，采用高密度聚乙
烯树脂、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树脂和色母，通过共混方法
制备出改进型滴灌带专用

料，并通过“真空吸塑”“高速内贴一体
式成形”等工艺实现成果转化，有效
解决黄河水灌溉泥沙大、易堵塞以及
受水压局限大、流量不稳定、水肥流
失大等难题，既提高滴灌带的利用效
率，又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损耗。
2023年，水利部面向全国征集农业农
村节水技术，经专家评审、网络公示，
形成《国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推广目
录（2023年）》，宁夏雨润农业节水灌
溉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多进水孔抗堵
塞滴灌技术成功入选。

本报讯（记者 李 莹）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
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
单位主办的首届“华彩杯”
算力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
川落幕。

此次算力大赛旨在推
动业务模式创新、发展前
景良好、具有鲜明示范意
义的算力应用加速落地，
带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与
各行业深度融合，赋能千
行百业，助力我国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共吸引全
国各地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等 5000 多个项目参
与申报。历经北京、上
海、广州、杭州等多地启
动，东、南、西、北各大赛
区激烈角逐，以及算力、
运力、存力和绿色低碳
赛道的复赛比拼，2023
“华彩杯”算力大赛全
国总决赛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 14 项，二等奖 28
项，三等奖 36项。

参赛项目覆盖金融、
通信、能源、城市治理

等众多行业和领域，经过多
次的课题筛选和优化，结合
现场观摩、路演培训、模拟演
讲，不断提升参赛作品质量，
诸多参赛项目成果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对各产业数字化
赋能作用显著。

宁夏移动作为其中一支
参赛队伍，在大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荣获 1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其
中《SPN2.0 技术与边缘计算
协同构建智慧矿山应用》获
一等奖，项目采用“5G 融合
边缘云算力+SPN2.0 确定性
网络”打造 5G 矿山专网，实
现云网深度融合，“云+边+
网”无缝协同，提供边缘云
算力资源支持和 SLA确定性
保障。《面向东数西算打造

‘光电协同极宽智联’的宁
夏算力光网》与《西部算力
门户算力并网技术研究与
示范》项目获得二等奖；《基
于 AI 人工智能算法的视频
云创新应用》与《赋能“零碳
乡村”智慧能源数智化项目》
获得三等奖。

据新华社东京12月
5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小
组最近通过分析鸟脚类
食草恐龙牙齿的微磨损
情况，发现这类恐龙的食
性在白垩纪晚期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这一成果
为研究恐龙和被子植物
的协同进化提供了线索。

日本东京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古
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调查了侏罗纪晚
期至白垩纪的 12种鸟脚类
食草恐龙的化石，用共聚
焦激光扫描显微镜扫描这
些恐龙的牙齿印模，对牙齿
表面残留的微磨损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与被子植物

种类不多时的鸟脚类恐龙
相比，白垩纪晚期鸟脚类恐
龙牙齿微磨损的平均深度
要深，微磨损的形状也更加
多样。

被子植物被认为出现
于白垩纪早期，到白垩纪
末期，被子植物已占植物
种类的五成以上。有研究
显示，被子植物比裸子植
物 含 有 更 多 的 植 物 硅 酸
体，这种物质会导致食草
动物牙齿磨损。

据介绍，此前难以从化
石中找到恐龙是否食用被子
植物的直接证据，本次研究
结果说明鸟脚类食草恐龙的
食性确实随着被子植物的繁
荣而出现了变化。

牙齿微磨损揭示
白垩纪晚期恐龙食性变化

帽带企鹅育儿时一次打盹仅4秒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生儿在夜间往往会
醒很多次，父母尤其是
母亲因此不得不开启
碎片睡眠模式。相比
之下，南极帽带企鹅育
儿时的睡眠简直“碎成
了渣”。一项新研究发
现，帽带企鹅在看护新生
宝宝时，一天要打盹儿数
千次，一次仅约 4秒。

新一期美国《科学》
杂志刊载了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生物智能研究所等
机 构 研 究 人 员 的 相 关 论
文。论文说，研究团队在南
极乔治王岛一处帽带企鹅领
地，给 14 只成年企鹅身体上
安装了传感器，通过脑电波监
测其睡眠行为。

为期 11 天的监测数据显
示，在繁殖期，帽带企鹅父母在
拥挤、吵闹的企鹅群里警觉地看
护企鹅蛋或新生宝宝时，会进入
一种“极端睡眠”模式，即一天时间
内可以打盹数千次甚至上万次，但

每次打盹仅持续约 4秒。
研究人员说，帽带企鹅的“微睡

眠”虽然短暂，但由于次数多，每天累
计睡眠时长也能达到约 11小时。“这
些企鹅父母看起来就像犯困的司机，
频繁地闭眼、睁眼，在（繁殖期的）特
定时间里，它们大概几个星期里都是
每天 24小时呈现这种睡眠模式。”

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这种极端
睡眠状态下，帽带企鹅父母们看起来
机体正常，且能够顺利完成育儿任
务，这说明“微睡眠”同样能使企鹅身
体恢复活力。他们猜测，在繁殖期之
外，帽带企鹅可能会恢复单次持续较
长时间的睡眠。

帽带企鹅因其头部下面有一条
黑色纹带而得名。每年 11 月左右，
帽带企鹅通常在石头筑起的巢内孵
蛋。在繁殖期，帽带企鹅父母们主
要防范贼鸥等侵扰。与南极的很多
种类企鹅一样，孵蛋及看护新生宝
宝的任务会由雄性和雌性帽带企鹅
轮流负责，另一方外出觅食。研究
团队表示，至于其他种类企鹅父母
是否也存在这种极端碎片睡眠模
式，目前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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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晚，黑龙江省漠河市北红村出现红绿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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