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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斌 

炎夏好处多 

候（五日为一候）平均气温超过 22℃就是夏季。

依此标准，我国南海诸岛全年皆夏，台湾省和海南

省最南端也接近常年夏天了。4 月初，夏季来到雷

州半岛，5 月初南岭地区入夏。6 月初华北平原最北

端进入夏季，以后东北大部分地区入夏。只有大小

兴安岭和长白山主峰无夏。 

受海洋调节，沿海地区入夏比内陆晚。大连平

均 7 月 11 日入夏，比天津晚 34 天。青岛 6 月 2 日

入夏，比济南晚 21 天。上海 6 月 7 日入夏，比汉口

晚 18 天。福建马祖岛又比福州晚 2 个星期。 

与入夏相反，夏天结束，金秋到来，是由北而

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 8 月 10 日夏尽，9 月初山

海关入秋，10 月初南昌、长沙一线夏天结束，11

月初两广才到秋天。 

一地夏天炎热程度常用一年中最高气温超过

35℃的天数表示。长江中下游是我国夏季的大面积

高温区，高于 35℃的炎热天数超过 45 天。全国炎

热天数最多的地方在新疆吐鲁番，高达 100 天左右。 

同样，受海洋调节，高于 35℃的炎热天数沿海

比内陆少很多。广东韶关 36.4 天，而广州仅 6.1 天，

宝安只有 1.1 天。济南炎热天数 21.2 天，青岛则只

有 0.5 天。天津有 15.2 天，大连则根本没有。 

气温随高度降低，庐山入夏比九江晚 1 个月，

夏天比九江短 85 天。泰山、五台山、华山、峨眉山

都没有夏天。 

这里说的是孤峰崛起的高山之巅，整块抬高的

高原又当别论。拉萨有日光城之称，地面夏季普遍

增温，比峨眉山要高出 6～7℃。高原上太阳辐射强，

地面温度高，气温日较差大，有利于粮食作物和蔬

菜生长。因而，虽然拉萨海拔 3658 米，超过了 3137

米的峨眉山，但高原上照样种粮种菜，五谷丰登。 

“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没有炎

热的夏天，就没有香喷喷的大米饭。 

夏季到来，天气炎热，植物繁盛，有利于心脏

的生理活动，因此夏天要注意养护心脏。夏天衣着

单薄，要谨防外感，以免汗多伤害心脏。夏天又是

消化道疾病的多发季节，要注意避免饮食不节，过

饥过饱。又要避免饮食不洁，导致疾病。 

夏天热浪滚滚，一不留神会发生中暑。中暑有

因体内余热太多引起的，有因人体蒸发加剧引起的，

也有出汗过多引起的，还有过度暴晒引起的。哪种

中暑都不好受。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

注意室内降温，保证充分睡眠，讲究饮食卫生。这

样就可安度炎夏了。 

登高不全是好玩的事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登高，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

俗活动。近年来，北京市把重阳登高列为一项重要

的全民健身活动，还发展为一项赛事。重阳节，秋

高气爽，人们扶老携幼，登上八大处顶端，远望群

山，鸟瞰北京城。多么得意，多么惬意。如果我们

登上了高山之颠，那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豪情就更令人神往了。 

山区空气洁净，氧气充足，气温和湿度宜人，

且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高山上的树木

花草等植物能够产生大量的具有抑菌、杀菌功能的

挥发性物质，有利于减少噪声，吸附尘埃，净化空

气。高山上气压较平地为低，有利于改善人的生理

功能，增大肺活量，促进血液循环，使脑血流增加，

血糖减少，体质增强。 

山区瀑布的拍击会使空气中的负离子增加。什

么叫负离子呢？空气中的离子，在地壳辐射、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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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宇宙线、雷电、海浪等的作用下，其外层电子

会脱离原子核。有失就有得。失去电子的离子叫阳

离子，亦称正离子。获得电子的离子叫阴离子，亦

称负离子。当然，负离子处处都有。但是，在人口

密集、污染较重的地方，负离子只能活几分钟,数量

也少。而在山区，负离子寿命很长，能活 20 多分钟。

山区负离子产生的多，寿命又长，而消耗掉的又比

较少，因此负离子的浓度比闹市区大得多。大量负

离子进入人体后，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大脑

皮层功能和肺的换气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

疫力，延缓皮肤老化，使人顿感神清气爽，思维敏

捷，精力充沛。同时，负离子还对高血压、气喘、

流感、失眠、关节炎等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所

以，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有的人把市场上

的负离子发生器买回家，用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其实，高山就是大自然为我门准备的大型天然负离

子发生器。现在每天早上北京的香山人山人海，男

女老幼竟相登山。这是增进人们健康的大好事。 

重阳登高还有它的特殊气象原因。重阳时节，

正值深秋，空气干而冷，气温大多低于 15℃，因此

容易诱发“凉燥”，使人肺功能减弱，出现干咳、胸

闷等症状。古代把这样的季节性疾病归于“阳数之

极”的“九”字头上。所谓“多事之秋”，就是不

吉利、多灾难的秋天，也是指这一时期容易发生一

些季节性疾病。九月九日两九相叠，称为重阳。重

阳登高，就是人们用来对付多事之秋的一种办法。 

旅游离不开山和水，人们常把旅游说成游山玩

水。高大的山称为“岳”。我国的五岳是，东岳泰

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五岳并不是我国最高的山，但它们是最有名的山。

毛泽东词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未老，风景这边都好。”古往今来，产生了多少

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的名作啊！ 

香山有 600 多米高。体力好的人不到一小时就

登上去了。非常适合人们锻炼身体。再高一点也不

要紧。泰山高度 1524 米，几个小时也可以登上去。

许多人到泰山登高，观日出，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如果我们想登香山，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即使

遇上刮风下雨也不要紧，了不起把衣服淋湿就是了。

可是如果我们想登高山，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气象条

件。以珠穆朗玛峰为例，适宜攀登的气象条件是：① 

8～9 千米高度风速要小于 20 米/秒。② 无降水或只

有少量降水。③ 在 7 千米以上，每天云蔽山的时间

要少于 3 小时。以 5 月的登山条件最好。 

科学家把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的气

象条件称为极端气象条件。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一旦上了青藏高原，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承

受的了。 

高山地面风速在一天内变化很大。下午风速最

大可达 20 米/秒以上，也就是八级以上。这时候人

们就不宜在高山上活动了，弄不好会被吹入山谷。

高山的径流
①在一天内变化很大，下午的径流是上午

的 5～6 倍。通过河流时要选在上午，不然被水冲走

就麻烦了。 

大气压随高度降低。8000 米以上的山区，空气

稀薄，气压不到海平面的 40%。高山缺氧对世世代

代居住在平原的人有相当的影响。有人反应很快，

到高原当天就有反应。有人反应较慢，第 2 天或第

3 天才有反应。缺氧反应因人而异。反应轻的头痛

但不明显，食欲不好，有 2 小时以内失眠。有人反

应比较明显。头痛，食欲减少，恶心偶尔呕吐，失

眠达 4 小时左右。反应重的人持续头痛，食欲不振，

卧床不起，多次发生恶心呕吐，失眠在 4 小时以上。

感冒常使高山反应加剧，如不及时治疗，容易转为

肺水肿和肺气肿，重者转为脑水肿，危及生命。根

据研究，海拔 3000 米和 5000 米这两个高度的缺氧

对人们比较重要，世居平原者在这两个高度有不同

程度的缺氧反应。如果在这两个高度逐渐适应高山

缺氧条件，就可以在高山上生活和工作了。 

大气温度随高度降低，每升高一千米下降大约

6.5℃。山一高，温度就很低，攀登时要采取防冻措

施。高山风大，人们的体感温度比气温低很多。若

大气温度为－15℃，风速为 15 米/秒，则体感温度

为－30℃，此时登山非常容易引起冻伤。 

山坡常有背风波动。比如，珠穆朗玛峰北坡，

波峰到波谷处有最大为 650 米/分的下降气流，波谷

到波峰处有最大为 320 米/分的上升气流。气流下降

区气压高，水平风速大，最大可达 32 米/秒。气流

上升区气压低，风速小，可小至 5 米/秒。了解背风

坡对在山区的活动极为重要。1990 年 5 月，中国科

学探险协会和日本热气球协会合作在希夏邦马峰地

区施放热气球。计划气球飞越珠峰，测量沿线环境

状况，拍摄自然景观，向人类展示珠峰地区的壮丽

景色，宣传热爱地球，保护地球刻不容缓。日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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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没有接受我方学者关于起飞点西北方 10～20 千

米处不宜有海拔 8 千米以上的高山以避开背风坡威

胁的建议，坚持把起飞点设在海拔 8012 米的希夏邦

马峰东南侧的山谷中。结果气球起飞后 20 分钟就受

到下降气流的阻挡，足足花了 50 分钟才升高了 5

千米（正常情况下 15 分钟就够了），致使气球所带

煤气不足引发事故，造成日方气球乘坐者烧伤。 

高山上还可能发生滑坡、岩石崩塌、雪崩和泥

石流（由暴雨、冰雹、冰雪融水引发的含有大量泥

沙、石块的洪流）等自然灾害，攀登前需要做好调

查研究，考虑好应对措施。登山时应走山脊，以减

少雪崩、泥石流和山洪等的威胁。 

是不是山越高越难登呢？不完全是。海拔 8844

米的珠穆朗玛峰，为世界最高峰，现已有八百多人

登顶。世界上 80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14 座，其中有

些虽在高度上不及珠穆朗玛峰，但至今仍无人能将

其踩在脚下。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八百多人，都是从

北坡和南坡上去的。至于东坡，那里几乎都是直坡，

耸立着不牢固的岩石，常发雪崩。东坡的裂缝很大，

必须使用梯子，使设备变得笨重。岩石的突出部分

非常狭窄，登山队员难以像往常一样在夜间搭建临

时帐篷。因此，尽管各国登山健儿已经探索出 14

条登顶路径，但没有一条是从东坡上去的。  

天马可以任意行空吗？ 

交通是自古就有的的问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

个地方，步行往往太慢，也太累。怎么办？人们想

到了骑马，还造出了马车。以后又有了汽车、火车。

可是这么多交通工具都要受到地形的限制。高山、

大河往往阻隔了人们的去路。 

小鸟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人也能到天上

飞吗？有人在身上绑了羽毛，希望能飞起来，可

是不行。 

1903 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于是人也飞上

了天。 

人一旦飞上天，就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

想去哪就去哪，再也不愁大山和大河的阻隔了。于

是，人们认为，从此可以乘上飞机到处逛，真是天

马行空了。 

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天上除了好玩以外还

有相当大的危险。飞机要在天上飞翔，需要一定的

气象条件，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早年的飞机很娇嫩，天气稍有不好就不敢飞行。

近年来飞机性能不断提高，可以在一些不好的气象

条件下飞行。于是，出现了“全天候飞行”一词。 

全天候飞行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看，就是飞

机刀枪不入，可以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在任何天

气气候情况下都能飞行。 

实际上并非如此。人们发现，现代的三种交通

工具飞机、火车和汽车，飞机是“胆子”最小的。

飞机怕风、怕云、怕雾、怕雨雪、怕台风、怕雷电、

怕结冰、怕能见度低、怕烟和烟雾。你看，飞机简

直什么恶劣天气都怕。目前的飞机在恶劣天气面

前，仍然是一个林黛玉。民航局有一个统计，一年

里的非正常航班，因天气不好造成的占一半以上。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飞机不敢飞了，汽车和火车

照开不误。 

现在让我们说一说飞机的几大怕 

怕风  这里说的风主要指机场跑道上的风和

机场附近的风。跑道上的风以主跑道上空 6～10 米

的风为最重要。起飞时逆风滑跑可以在较短距离内

达到离地速度。着陆时逆风下降可以减少对地面的

冲击力，还可以缩短滑跑距离。顺风时情况相反，

着陆时对地面的冲击力加大，起飞和着陆时滑跑距

离要延长，使飞机有冲出跑道的危险。如果风速很

大，这种危险就更大了。若风向与跑道形成一定角

度，飞机在着陆时受到风的影响，就可能偏离跑道。 

怕能见度低  所谓能见度，顾名思义就是能够

看见的程度。它是用距离表示的大气浑浊程度的指

标。各个方向能见度有时不一样，就需要分别考虑。

如果能见度太低，飞机就看不清前面的东西了，弄

不好会撞到障碍物，造成机毁人亡的悲剧。 

大雾、低云、大城市的烟尘、雨、雪和沙尘暴

等会使能见度变坏。如果飞机无法起降，机场就只

好关闭。 

怕雾  雾可以使水平方向的能见度降到 1000

米以下。飞机进机场和出机场时，灯光把前面的雾

照亮，这时驾驶员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怕烟和烟雾   烟和烟雾有时也会使能见度变

坏。最糟糕的情况是，烟层以上能见度较好，但从

飞机上观察地面时倾斜方向的能见度却相当恶劣，

给着陆造成很大困难。 

怕雨雪  雨雪使能见度降低，雨沿着座舱流下

时会影响视线。1987 年我国一架三叉戟飞机在香港

失事，就是大雨惹的祸。另外，冻雨能使跑道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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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积雪和结冰都会影响飞机的安全起飞和着陆。

结冰还可以造成飞机发动机失灵。 

怕云   云对飞行的影响因目视飞行和靠仪表

飞行而不同。在目视飞行情况下，只要有云，就会

使飞行员看不见周围的环境，就要受到影响。在靠

仪表飞行时，仅仅看不见周围的环境，还不至于影

响飞行。雷雨云附近有很强的上升、下降气流，飞

机穿过时会产生强烈的颠簸。1987 年 4 月，我国一

架安-24 飞机在华南某地遇到雷雨云，飞机在 27 秒

钟内从 1000 米下降到 250 米。你看这有多危险。因

此，一旦遇上雷雨云，飞机就得绕着飞。如果绕不

过去，就只好掉头逃跑了。 

怕雷电  飞机遭雷击是“家常便饭”。据美国

联邦航空局调查，喷气式民航机每飞行 5000～

10000 小时平均遭遇一次雷击。1987 年 1 月，美国

国防部部长温伯格的座机飞抵华盛顿附近的空军基

地上空时，闪电击中了飞机的天线罩，幸好别的设

备没有损坏，否则温伯格就没命了。闪电对飞机的

最大威胁是破坏飞机的电子设备或者点燃飞机的燃

料系统。飞机的燃料系统是按照飞行的需要徐徐运

转的。闪电可不管这些，它三下五除二就把全部燃

料给点着了。这时飞机的命运就只能是爆炸起火，机

毁人亡。 

怕台风  台风对流旺盛，风大雨急，打雷闪电，

飞机可不是它的对手，只好躲得远远的。最勇敢的

气象飞机可以进入台风，但就像人们从事极限运动

一样，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有一种“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气象飞机，专门像孙悟空一样往台风的

肚子里钻。然而从台风中出来后，就没有孙悟空那

样神气了。机载雷达颠簸得不成样子，空气调节器

和消防设备也脱落了，这样飞机就只好“住院治疗”。 

飞机胆这样小，还有什么用呢？那倒不是。毕

竟好天气和可以飞行的天气多，飞机还是大有用武

之地的。根据统计，以安全行驶距离计算，飞机要

比汽车和火车安全。但飞机一旦出事故就机毁人亡。

2004 年 2 月 26 日，马其顿总统特拉伊科夫斯基的

专机在波斯尼亚南部山区坠毁，机上 9 人全部遇难，

就与当时的天气恶劣有关。 

前面提到的全天候飞行，其实指的是飞机在起

飞和着陆时完全自动化，可以根据各种气象条件对

有关操作进行修正，以保证不同天气情况下飞机可

以安全起飞和着陆。也就是说，全天候飞行指的是

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少而已。 

所以说，飞机虽然不是一匹可以在天上无所顾

忌地飞来飞去的天马，但它毕竟是一匹好马和快马，

它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快捷而美好。 

不好的天气会影响飞机正常飞行，好天气当然

是求之不得的。在飞机的航线上，哪里天气好，什

么时间天气好，这是需要请教气象预报员的。在制

定飞行计划时，民航部门要听气象部门的意见，以

便定出一个好的飞行计划，使飞机能增加客、货容

量，缩短线路和飞行时间。既能节省燃油，又能安

全到达目的地。既然飞机这么离不开气象，航空部

门就干脆把气象专家请到家里来自办气象台，全力

以赴为飞行保驾护航。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100029) 

            

① 雨水降落到陆地后，经过植物截留、填洼、土壤蓄水以及

蒸发等损失后所剩余的水量，从不透水的面积上、地面和地下汇聚

到流域流出断面的全部水流称为径流。 

新书介绍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周家斌研究员的《少年

趣味气象学》一书是《小企鹅趣味科学丛书》系列

之一。作者周家斌，1937 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

1962 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1966 年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导师是我国著名气

象学家叶笃正；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科普作家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气候分析、气候影响、

气候预测、数值天气预报、医学气象、统计气象等

领域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学术专著：《车

贝雪夫多项式及其在气象中的应用》，传记作品《求

真求实登高峰——叶笃正》，以及《趣谈天气》等 10

册科普书籍。 

周家斌研究员是本刊的老作者。他退休后，

长期致力于科普工作，善于将复杂的气象学知识

融入充满趣味性的故事中，既通俗又严谨，气象爱

好者，特别是中学生，读他的科普书籍，都会感到

趣味盎然。 

《少年趣味气象学》一书共收录了 50 多篇短

文，既有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与衣食住行有关的气象

问题的解答，也有外出郊游应该注意的与气象有关

的问题；既解释了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中蕴涵的气象

知识，也探讨了当代温室效应对社会的可能影响。 

本刊将分期选登书中部分短文，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