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是人世间的精灵, 给我们带来无穷的

乐趣; 雪是自然界的化妆师, 为我们装扮缤

纷的世界; 雪还是天空的信使, 为我们捎来

冬的气息。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都能看到

它的身影, 屋檐、 枝杈、 大地、 山弯……雪

花从天而降, 把世界变成一座圣洁的宫殿。

人们在这座宫殿里嬉戏打闹。 对大自然的敬

畏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 如果美丽的雪花持

续不断地降落, 就会给生灵带来危害。

雪灾是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 其

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天灾。

2008 年初的冰雪灾难已经过去, 但灾难给我

们带来的伤害以及反思仍然值得我们回味。

在那场大雪中我们知道了雪灾的可怕, 同时

雪灾也告诫我们要在雪灾来临时学会保护自

己, 救助他人。 今天, 我们应该科学地认识

灾害, 有效地防范灾害, 来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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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防范与自救》 是一本加强青少年

避灾自救意识、 帮助青少年掌握避灾常识、

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的科普书籍, 主旨是让

灾难的危害降低, 让更多的生命从容避险。

本书内容精练, 知识丰富, 通俗易懂, 希望

青少年朋友通过阅读本书, 能够获得更多的

避灾自救知识。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条件, 书中疏漏和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及同行专家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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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定义

从其本质来看, 雪是水的固体形态。 地球上万物存在的根本, 也都与水的

变化和运动有关。 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大千世界。 众所周知,

地球上的水是不断循环往复运动着的。 海洋和地面上的水受热蒸发变成水蒸气,

上升到空中, 然后又随着风的运动, 飘到别的地方, 一旦它们遇到冷空气, 便

会凝结成云转而形成降水, 重新回到地球表面。 这种降水通常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种是液态降水, 其表现为下雨; 另一种是固态降水, 表现为下雪或下冰雹等。

大气层中, 以固态形式落到地球表面上的降水, 被称为大气固态降水。 大气固

态降水的典型代表就是雪。 在我国, 冬天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降水, 都是以雪的

形式。 但是因为雪花降落到地面上的时候, 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以及积雪的

疏密程度不同, 所以, 气象上就在度量降雪等级的时候, 用雪融化后的水来

计算。

在气象学上, 通常把雪按 24 小时内降水量分为 4 个等级: 小雪为 0郾 1 ~ 2郾 4

毫米的雪, 中雪为 2郾 5 ~ 4郾 9 毫米的雪, 大雪为 5郾 0 ~ 9郾 9 毫米的雪, 被称为暴

雪的是 10 毫米以上 (含 10 毫米) 的雪。

然而, 从降水量的角度来看, 即使暴雪的量级仅仅达到雨量中的中雨量,

大体计算一下, 10 毫米深的积雪也只能融化成 1 毫米的水。

在自然界中, 大气固态降水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雪花以外, 还

有至少三种可以造成很大危害的冰雹, 以及少见的雪霰和冰粒。

大气固态降水多种多样的形态, 是由于在天空中, 气象条件和生长环境有

很大差异。 此外, 大气固态降水的叫法也是名目繁多, 极不统一的。 于是, 国

际水文协会所属的国际雪冰委员会在 1949 年召开了一个专门性的国际会议,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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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大气固态降水作了简明分类。 这个简明分类, 把大气固态降水划分为十类:

雪片、 星形雪花、 柱状雪晶、 针状雪晶、 多枝状雪晶、 轴状雪晶、 不规则雪晶、

霰、 冰粒和雹。 在此, 把前七类统一称为雪。 那么, 为什么后三者不能称为雪

呢? 事实上, 由气态的水汽变成固态的水需要经过两个过程: 一个是先把水汽

变成水, 然后水经过凝结变成冰晶; 另一个是水汽不经过水, 直接变成冰晶,

这个过程叫做水的凝华。 雪就是由凝华形成的。

因此, 可以把雪说成是天空中的水汽经过凝华而来的固态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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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形成

雪是由空中的水蒸气形成的, 那么在天空中运动的水汽又怎样形成雪呢?

形成雪时有什么条件呢? 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郾 水汽饱和

空气在某一个温度下所

能包含的最大水汽量, 叫做

饱和水汽量。 空气湿度达到

饱和时的温度, 叫做露点。

饱和的空气冷却到露点以下

的温度时, 空气里就有多余

的水汽变成水滴或冰晶。

冰面饱和的水汽含量要

比水面低, 所以冰晶生长所

要求的水汽饱和程度比水滴

要低。 也就是说, 水滴必须在相对湿度不小于 100% 时才能增长; 而冰晶在相

对湿度不足 100% 时也能增长。 例如, 空气温度为-20益, 相对湿度只有 80%

时, 这时冰晶就能增长了。 气温越低, 冰晶增长所需要的湿度越小。 因此, 在

高空低温环境里, 冰晶比水滴更容易产生。

2郾 有凝结核

形成降雪的另一个条件是空气里必须有凝结核, 如果没有凝结核, 很难形

成降雪。 空气里没有凝结核时, 水汽过饱和到相对湿度 500% 以上的程度, 才

有可能凝聚成水滴。 但这样大的过饱和现象在自然大气里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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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凝结核, 人们在地球上

就很难见到雨雪。

凝结核就是一些悬浮在

空中的很微小的固体微粒。

最理想的凝结核是那些吸收

水分最强的物质微粒, 比如

说海盐、 硫酸、 氮和其他一

些化学物质的微粒。 这也就

是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天空

中有云, 却不见降雪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实施人工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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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分类

雪花虽然美丽, 但是非常脆弱, 很容易受到破坏。 如果不是处于 0益以下

的气温下, 几秒之内就会融化。 就连观察它的一束强光都能把它毁掉, 这给研

究雪花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不过, 遇到问题, 总会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 人们为了研究雪花, 用普通

的二氢化乙烯制成聚乙烯塑料稀薄溶

液, 用来捕获雪花和其他冰晶。 溶液温

度保持在-1 ~ 2益, 在外面罩上木板或

者玻璃。 下雪的时候, 把这个外罩的盆

子放在外面, 用来收集雪花, 然后盆子

连同收集到的雪花在室内放 10 分钟,

这时候溶剂也在蒸发。 10 分钟后, 它

的温度与室温相同, 雪花就开始融化。

水蒸气通过盖着盘子的塑料薄膜散发出去, 之后印迹被永远留下。

莱布尼茨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冶 同样的道理, 世

界上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 但是, 如果对无数的雪花进行仔细的研究,

你就会发现雪花有好几种类型。 这激起了科学家们研究的兴趣, 所以, 他们不

断地寻找划分雪花的标准。 1951 年, 雹块、 雪花和其他冰形都采用国际划分标

准。 其中, 把冰晶分为 7 种类型: 片状, 星状, 柱状, 车轮状, 针状, 多枝状

雪晶, 不规则状冰晶。

片状雪花为六面, 星状为六点冰晶, 柱状和车轮状是长方形冰晶, 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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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车轮状每一侧都有一条状物, 当两个或多个冰晶结合在一起时, 车轮条

状仍然保留。 针状为尖形冰晶, 也能结合在一起。 多枝状冰晶像蕨类植物的叶

片一样有很多枝伸出。 不规则冰晶凝结在一起时形状更加不规则。

另外, 还补充了软雹、 雨夹雪和雹三个冰状降水符号, 每一类都可划分得

更细。 可以说, 这个国际划分标准, 让科学家使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冰晶名称。

中谷宇吉郎又对此国际划分标准进行发展, 把雪花分为 41 种。 1936 年他把分

类结果公布于众, 1966 年人们又对中谷宇吉郎的分类进行延展, 雪花总类提高

到 80 个。

现在科学家对水是怎样结冰的, 小冰晶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雪花等一

系列问题, 有了一定的了解。

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