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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将导致饥饿人口数量上升

全球气候变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据报道，虽然说过去十

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是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

暴力冲突增加以及受气候变暖影响，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将重新出现增

长。

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在 2016 年有 8.15 亿，占全

球人口的 11%，这比 2015 年多出了 3800 万。而饥饿人口猛增的原因

首先是全球武装冲突增多以及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报告也指出，大约

有1.55亿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而5200万儿童消瘦和营养不良。

报告显示，这些趋势不仅由冲突和气候变化所导致，也是饮食习惯显

著变化和经济放缓引发的后果。

而在非洲的南苏丹、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和也门等地区，这

个危机更加的突出。在过去十年，冲突不断增加，且呈日益复杂化、

难以应对的趋势，悲伤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儿

童集中在这些冲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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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们依然无法阻止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

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不断加剧，像亚洲地区很多的冰川都会

融化。届时，有数亿依靠冰川提供纯净用水的居民将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饥饿人口总数 8.15 亿人当中，亚洲占了 5.2 亿，非洲占

2.43 亿。从人口比例来看，非洲问题最为严重，有 20%的饥饿人口，

东非甚至高达 33.9%。

冯春华综合编辑

柴油车排放物过量 每年致欧洲5000人死亡

根据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因“作弊”而显得更环保的柴油车排

放物，每年仅在欧洲就可能导致 5000 人因空气污染死亡。

今年 5月，科学杂志《自然》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柴油车超出

认证限制的过量排放，与 2015 年全球约 3.8 万件“提早”死亡有关。

这项刊登在学术期刊《环境研究通讯》的新研究，聚焦这种危害

对欧洲的影响。经过来自挪威、奥地利、瑞典和和荷兰的研究人员计

算，欧洲每年约有 1 万件死亡肇因于来自轻型柴油车的微粒污染。

研究作者表示，如果柴油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和汽油车一样少，

5000 件提早死亡案例中本可以避免将近 4000 件。

目前负担最重的国家有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研究团队指出，这

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且车辆中柴油车比例较高。

韩俊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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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空吸热”冷却系统问世

可削减建筑能耗

英国《自然·能源》杂志 9月 4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能源研究论文，

报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最新研发的一种冷却系统，能将水冷却至低于

环境空气温度 5摄氏度，从而减少为商业建筑降温所需的电力，削减

能耗的幅度可达 20%左右。

空调占了建筑能源消耗的一大部分。大多数楼房用冷凝系统来为

流动空气降温，不但电力消耗巨大，而且提高了区域环境温度。找到

降低空调系统耗电量的方法能节约开支，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削

弱建筑对当地小气候的影响。

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打造了一个替代系统，它利用天

空吸收热量，通过天空辐射冷却机制，直接向大气层和外太空发射红

外线辐射，从而实现降温。除了排气系统需要能量外，该系统不再需

要其他能源。

他们的系统采用了特别设计的控制板，通过控制板抽取液体——

在这一实验中用的是水，结果发现，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一幢建筑

楼顶的温度下降了 3 摄氏度至 5摄氏度。接着，他们将这个控制板与

常用空调系统结合，并为该控制板的运行建模。研究团队表示，如果

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幢两层商业用楼中使用该系统，去吸收蒸汽压缩式

空调系统冷凝器所产生的热量，在典型年份中，5 月到 8 月期间该楼

制冷消耗的电力可降低 21%。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来确定该技术的商业前景并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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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而在该论文相应的新闻与评论文章中，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研究人员吉奥弗·史密斯写道，这种利用天空吸收热量的散热系统是

高效降温的极好选择，在斯坦福团队的实验展示后，科学界相关领域

理应对其进一步研发。

钱晶晶编辑，摘自《科技日报》

为什么秋天的天空看着更蓝?

秋天，并非只有树叶会变色。你是否也曾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仰望天空，发现它的颜色居然如此鲜明澄澈？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

要了解：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9世纪的物理学家约翰·威廉·斯特拉特发现了瑞利散射规律。

瑞利散射规律阐述了光如何在大气分子的散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的

颜色。“瑞利散射”的内容是：散射强度跟波长的 4 次方呈反比，即

波长越短，散射强度越强。

太阳光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组成的。这七色

光中青、蓝、紫波长较短，容易被空气分子和尘埃散射。大气分子及

大气中的尘埃对波长较短的蓝光的散射能力大大高于对其他波长较

长的光子，如红光因波长长，透射力大，因此能直接通过大气射向地

面。与此同时，青、蓝、紫光因为波长短，当它们遇到大气分子、冰

晶等，容易发生散射。根据瑞利的理论，当光波波长减少时，散射的

程度急剧加强。所以光波波长最短的紫色光应该散射最强。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见的是蓝天，而不是紫色的天空昵?原来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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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光穿过空气时，吸收使它丧失了许多能量，波长很短的紫光虽然在

穿过空气时，散射很强烈，但同时它们也被空气强烈地吸收，阳光到

达地面时，所剩的紫色散射并不多。我们所目睹的天空颜色是悬光谱

中蓝色附近颜色的混合色，它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蔚蓝天空的颜色。

为什么秋天的天空看着更蓝?

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变低。随着白天逐渐变短，太阳在天空的轨迹

逐渐下沉到地平线。这增加了更多散射出来的在地表肉眼可见的蓝光

数量。太阳光线不再是位于我们头顶上方，而是与天空成一定角度。

瑞利散射向肉眼散射更多蓝色光线，而间接光则降低肉眼接收红光和

绿光的程度。

湿度越小，云雾越少。与夏天相比，秋天不仅温度降低，湿度也

减少了。由于空气中水蒸气减少，云层也不容易形成，雾气也不再笼

罩在城市中心。于是就有了我们头顶的万里晴空。

空气中由于存在大量粒子(术语叫作气溶胶)，太阳光无法直射到

地表，很多都被散射掉了。在空气好的地区，这种粒子尺寸小(一般

小于可见光波长的十分之一)且浓度较低。而由于中国烧煤过多，气

溶胶粒子尺寸较大，且浓度非常惊人，这个时候发生一种“丁达尔效

应”，就是散射光的强度和入射光的波长的关系不明显，即太阳光在

各个波长上的散射强度是差不多的，太阳光是白光，所以最后的散射

光也是白光，这样看到整个天空就是"灰蒙蒙"的灰白色。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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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买西红柿吗？

西红柿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可凉拌可热炒，是人见人爱的餐桌

大菜。那么，你会挑西红柿吗？会鉴别催熟的西红柿吗？

挑选方法：

1、看外观。通常，经过催熟的西红柿果实着色特别均匀，整个

果实红色较深，表皮没有细微的白点，摸上去手感较硬。自然成熟的

西红柿果实顶部圆滑，不突出，蒂部较硬，略带青色；未熟透的果实，

用手拽出蒂部时，凹陷处明显有细微果肉带出状，而非圆滑状。

2、看内部。将西红柿掰开后，催熟的西红柿汁少，肉与汁一体，

结构不明显；自然成熟的西红柿汁多，籽与果肉可明显区分。

3、品口感。催熟的西红柿果肉硬、无西红柿味，口感发涩；自

然成熟的西红柿吃起来稍硬无颗粒感，酸甜适中。

储存方法：

1、完全成熟的西红柿室温自然放置即可，但尽量现买现吃。

2、想要长期存放的话，可以挑选果体完整、品质好、五六分熟

的西红柿，将其放入塑料食品袋内，扎紧口，置于阴凉处，每天打开

袋口一次，通风换气十五分钟左右。如果塑料袋内有水蒸气，要用干

净的毛巾擦干，然后再扎紧袋口。袋中的西红柿会逐渐成熟，一般可

维持一个月左右。也可在 7、8 月份大量西红柿上市时，挑选适量成

熟的西红柿洗净后，装入密封袋，将其放入冷冻室冷藏。

小叮嘱：

1、西红柿不宜生吃，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只把西红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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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果吃补充维生素 C，或盛夏清暑热，则以生吃为准。

2、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能生吃。未成熟的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特

殊有毒物质番茄碱，微量的番茄碱对人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

食用过多，就会导致中毒。

3、西红柿不宜空腹吃。空腹时胃酸分泌量增多，西红柿中含有

大量可溶性收敛剂等成分，与胃酸发生反应，可凝结成不溶解的块状

物，容易引起胃肠胀满、疼痛等不适症状。

4、西红柿不宜长时间高温加热。因为番茄素遇光、热和氧气容

易分解，失去保健作用，因此，烹调时应避免长时间高温加热。

5、西红柿不宜和黄瓜同食。黄瓜含有一定维生素 C 分解酶，会

破坏其他蔬菜中的维生素 C，而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如果两者一起

食用，则达不到补充营养的效果。

6、西红柿不宜和海鲜同吃，量过多易中毒。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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