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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段“滑翔伞爱好者被云吸至 8000

多米高空”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一名
滑翔伞爱好者在祁连山区域飞行时，遭遇异常天
气，被卷入强对流云团并被吸向高空，场面惊险
万分。

那么，滑翔伞是怎么飞那么高的？它为什么
会被云吸到 8000 多米高空？这种现象常见吗？
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气流和设计提供关键动力

当人们看到滑翔伞像巨鸟般掠过山巅，或许
会好奇：没有发动机的它，究竟靠什么对抗地心引
力？答案藏在空气动力学与自然气流的精妙配合
中。

想象阳光炙烤大地的场景：深色柏油路、岩
石比草地吸热更快，其上方空气因受热膨胀而
密度降低，形成向上升腾的热气流。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潘翀介绍，
这些热气流就像烧开水时上升的蒸汽，为滑翔
伞提供升力。滑翔伞飞行员进入这类热气流区
域后，就能以每秒数米的上升速度“搭电梯”升
空。在夏季午后，强盛的热气流甚至能够将伞
翼托举至数千米高空，成为无动力飞行的核心
升力来源。

除了热气流，山脊气流也是托举滑翔伞的
力量之一。潘翀介绍，当风吹向山脊，空气被山
体阻挡后会沿斜坡向上抬升，形成贴着山面的
上升气流。此时，滑翔伞如同在“空气斜坡”上
冲浪——飞行员沿着山脊一侧飞行，利用气流
沿山坡上升的力量维持高度，甚至持续飞升。
这种气流的高度与山体海拔、风速密切相关。
在山区飞行时，飞行员常常借助山脊气流完成
长距离滑翔。

除此之外，滑翔伞自身设计也为其提供了关
键助力。滑翔伞伞翼上表面呈弧形，下表面平
坦，当空气流过时，上翼面气流速度快、压力低，
下翼面气流速度慢、压力高，由此产生向上的升
力。飞行员通过操控刹车绳调整伞翼弧度，既能
改变飞行方向，也能优化升力与阻力的比率，让
飞行更高效。

近日，浙江、江西等地的科研人员在整
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惊喜地发现多组
野生中华穿山甲带娃夜游的有趣画面。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全身覆盖着坚硬重叠的鳞片，犹如古
代战士的盔甲。它不仅擅长挖洞，还是高
效的“白蚁杀手”，同时具备游泳和爬树的
技能。

唯一全身覆鳞的哺乳动物

中华穿山甲已生存了至少5000万年，
属于哺乳纲、鳞甲目、穿山甲科。

鳞片是中华穿山甲最显著的特征，全
身约有 560—688 片，呈黑色、棕色或深灰
色，覆瓦状排列，形似鱼鳞或古代铠甲。这
使得它成为唯一全身覆鳞的哺乳动物。鳞

片间还分布着黄棕色硬毛，而无鳞部位，比
如腹部、四肢外侧等，长有白色或棕黄色硬
毛，极少绒毛。

目前，全球穿山甲共有8种，分布于亚
洲和非洲，各4种。它们栖息于热带森林、
竹林、草地等多种环境，偏好靠近水源、白
蚁巢穴且隐蔽性强的区域。

自然界的全能工程师

中华穿山甲体型娇小，头身长约42-92
厘米，尾长为28-35厘米，体重则是2-7千
克。这一物种不仅外形独特，更拥有令人
惊叹的生存技能，堪称自然界的奇迹。

中华穿山甲的挖掘技术堪称一绝，被
誉为“最会挖洞的工程师”。它们偏好松软
湿润、富含有机质的黄壤土，凭借锋利的爪
子如同微型掘进机般高效作业。其洞穴通
常深2-4米，直径20-30厘米，末端巢室直
径可达2米。每年每只会挖掘50-80个洞
穴，并依据季节需求精心设计为夏洞和冬
洞。其中，夏洞建于通风的高坡；冬洞则选
址于背风向阳的低处，结构复杂如葫芦，深
达10米，内铺软草。更巧妙的是，洞穴会途
经2-3个白蚁巢穴作为“天然粮仓”。

中华穿山甲还有“生态系统工程师”的
美誉。它们挖掘时堆砌的土丘能富集种
子，促进植物多样性。作为顶级食蚁“专
家”，中华穿山甲成年个体日食白蚁 300-
400克，其秘密武器是黏性长舌，长度为身

体的一半，可深入蚁巢精准捕食。虽无牙
齿，但强健的肌肉胃能有效研磨食物，因此
也被誉为“森林卫士”。

除了挖掘绝技外，中华穿山甲还掌握
——水上绝活：通过吞气增加浮力，堪称游
泳健将；攀援本领：娴熟的爬树技能助其获
取树栖蚁类。

延伸阅读

中华穿山甲的命名演变
中华穿山甲最早的名字叫鲮（línɡ）

鱼。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曾有
“鲮鱼何所？”的诗句，“鲮鱼”指的就是穿山
甲。那个年代的人将其命名为鲮鱼，缘由
是它满身覆盖着的鳞片与鲤鱼的鱼鳞相
似。但到了东汉，学者王逸将鲮鱼改为了

“鲮鲤”，理由是其与自然界中一种真正的
鱼——鲮鱼的名字重复。

明代，“鲮鲤”之名仍在使用，但“穿山
甲”的新称开始流行。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对该名作了注解：一个缘由是其甲非常
坚硬；另一个是他认为其具有“通经之力”，
主要是妇女通乳。

1758年，该物种被正式命名为“中华穿
山甲”。然而，人为干扰、栖息地丧失、气候
变化等因素，导致中华穿山甲种群明显下
降。目前，在江西、广东等十几个省份有小
种群发现。

据《科普时报》报道

从小区大门“刷脸进门”，到商店购物
“刷脸买单”，再到酒店前台“刷脸入住”，
“刷脸”几乎成了生活的日常操作。但这张
无形“电子身份证”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藏着不少“坑”？近日，国家网信办和公安
部联合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
理办法》（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刷脸”安
全终于有了法律护盾。

人脸信息为啥需要重点保护

别看刷脸支付“嘀”一声就完成交易，
这里面的风险可不小。人脸信息和指纹、
虹膜一样，属于生物识别信息，最大的特点
就是独一无二、终身绑定、无法修改。想象
一下，如果密码泄露还能改，可脸只有一
张，一旦被坏人拿到，分分钟用来伪造身
份、实施诈骗，甚至策划精准犯罪。更可怕
的是，通过一张脸，不法分子还能顺藤摸
瓜，扒出你的行动轨迹、社交圈子、消费习
惯，比普通身份证信息危险得多，一旦泄
露，个人隐私、钱包安全甚至人身安全都可
能被长期威胁。

而且，人脸信息的采集往往“神不知鬼不
觉”。可能你路过某个摄像头，或者下载了一
个App，不知不觉中人脸数据就被偷偷拿走
了。等发现问题时，维权难度堪比大海捞
针。从社会层面看，大量人脸数据随意流传，
还会破坏大家对科技的信任，让人心惶惶。

这些“刷脸”要求其实违法

还记得上海那家健身房吗？竟然在

更衣室装“刷脸开柜”系统，把顾客气得
直接告上法庭。日常生活中，很多看似
合理的刷脸要求，其实已经踩了法律红
线。

《办法》明确规定：私密空间禁止刷脸，
像宾馆房间、公共浴室、更衣室这些地方，
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就是侵犯隐私。而且，
如果能用密码、指纹等其他方式完成验证，
就不能非要顾客“刷脸”。比如去银行办业
务，明明能刷卡、输密码，却强制要求刷脸，
这就是违法！

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刷脸
更要讲究“最小必要原则”。要是你不想刷
脸，商家必须提供其他方便的验证方式，不
能搞“一刀切”。

遇到强制“刷脸”这样做

《办法》实施后，遇到商家说“不刷脸就
办不了业务”，千万别忍气吞声。

第一步，果断拒绝，要求换成密码、指
纹、身份证等其他验证方式。第二步，留好
证据，用手机拍下强制刷脸的标识，录下和
工作人员的对话，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
据。

如果商家还不罢休，直接向中央网信
办、公安机关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是
对方处理超过10万人的人脸信息，你还有
权要求查看省级以上网信部门的备案证
明，查查他们到底合不合规。最狠的一招，
如果因为拒绝刷脸被区别对待，比如不给
办业务、限制服务，别犹豫，直接向法院起
诉，让侵权方赔偿损失！

日常如何保护自己的“面子”

虽然法律给我们撑了腰，但守护人脸
信息安全，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

平时拍照、录视频，别随便把清晰的正
脸照发到网上。就算要分享，也记得设置
可见范围，别让陌生人轻易保存。手机里
的 App 权限要定期检查，把那些用不着刷
脸功能的App权限统统关掉。下载软件一
定要认准官方应用商店，不然很可能下到

“盗版货”，偷偷收集你的人脸信息。

在商场、车站这些公共场所，如果有人要
采集你的人脸信息，别急着答应，先问清楚

“为什么采集？数据存哪儿？”想不明白就果
断拒绝。发朋友圈也要长点心，晒旅游照时
别暴露证件、地址，更别随意公开老人、孩子
的正脸照，这些都可能成为坏人的“突破口”。

刷脸技术本身并无过错，滥用才是真
正的问题所在。记住，当有人侵犯你的人
脸信息时，一定要勇敢说“不”，拿起法律武
器守护自己的“面子”安全。

据《科普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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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南陵水红角岭国际滑翔伞飞行营地体验滑翔伞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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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高强度上升气流

在视频中，滑翔伞被云吸至8000多米高空。相关专家指出，
这是极端气象条件与地形共同制造的罕见现象。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黎平指
出，云吸现象的本质是滑翔伞遭遇了高强度的上升气流。祁连山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形起伏剧烈。暖湿气流与高原冷空气
在此交汇，会触发剧烈的对流运动：暖湿空气被山脉抬升后迅速冷
却，水汽凝结成云，释放的潜热进一步加剧空气对流，形成直径数
百米、上升速度达每秒几十米的气流。这种气流的力量远超普通
热气流，足以将滑翔伞快速托举至高空。

事发时，滑翔伞爱好者正处于3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抖伞练
习。起初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不过，山区气候多变，天气状况
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变化，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当强对流产
生的上升气流与滑翔伞相遇，上升气流的强度远远超出爱好者所
能对抗的范围。即便这名爱好者采取措施，试图脱离这股上升气
流，也难以对抗每秒数十米的上升力。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伟涛
补充道，这种强烈上升气流常伴随高耸的积雨云出现。积雨云云
体内部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气搅拌器”：底部暖湿气流上升，顶部冷
空气急速下沉，形成混乱的湍流。

在滑翔伞运动的历史记载中，类似被气流卷至高空的案例极
为罕见。国外曾有一起典型事件：某滑翔伞飞行员在山区飞行时
突遇强对流天气，被上升气流带至约5000米高空。虽然这名飞行
员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但仍因高空缺氧与低温环境造成严重身体
损伤。而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滑翔伞爱好者被带至8000多米的
高空，危险程度远高于前者。

相关专家指出，现有气象监测体系（如气象卫星、地面气象站
及雷达等）能够从宏观上预测大范围天气，而祁连山地区地形复
杂、气流变化莫测，小尺度天气系统难以被雷达精准捕捉，成为气
象预报的难点。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东海
提醒，滑翔伞运动具有一定危险性，参与者务必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在专业教练指导下飞行。同时，相关人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远离危险天气区域。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滑翔伞运动场地的
管理和气象监测预警，保障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据《科技日报》报道

中华穿山甲：真“十项全能”

你知道吗？除了深海岩芯、冰芯、黄土、树
木年轮、石笋、珊瑚等，海底或湖底长期积累的
贝壳也在“记录”着地球气候演变的历史。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合作团队，
对青藏高原上发现的早白垩世时期（1.398 亿
年-1.329亿年前）的4枚牡蛎化石开展深入研
究，并以其为“气候探针”，首次重构了温室地球
时期海洋表层温度的季节性波动历史，相关研
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近期的《科学进展》。

贝壳如何记录环境信息

软体动物贝壳之所以能成为如此精准的气
候记录者，源于其独特的生长机制。这些由碳
酸钙构成的壳体就像天然的数据存储器，以微
米级的精度记录着环境变化。

早白垩世的温室地球时期：夏季，贝壳的生
长相对较快，冬季则处于休眠的状态或生长很
慢。贝壳上的高亮带就是一年内的生长增量。
白天，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贝类新陈代谢快，沉
积的碳酸钙形成浅色的纹层；夜晚，光线减少，
温度降低，贝类的新陈代谢也相对变慢，体内开
始厌氧呼吸，酸酯含量升高，分泌物中有机质含
量偏高，形成深色纹层。

涨潮时，营养物质丰富，贝壳的双壳打开，
外界水流进入，沉积碳酸钙；当壳体关闭较长时
间时，沉积作用就被中断，在这间断的期间就会
沉淀薄层有机质。潮越大，壳体钙质层明显增
厚；潮越小，钙质层则变薄。

目前，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北极圆蛤，有着
长达507年的生命历程，其壳体上留有507道生
长纹，每一道都承载着当年的环境信息。

贝壳在环境研究中的优势

与树木和珊瑚相比，贝壳有着自身优势：全
球分布的区域广泛，在海洋、半咸水和淡水中都

能看到它的身影；硬而致密的碳酸钙壳能够保
存完整的化学元素；生长纹层如同树木年轮般
精确，生命周期较长。

也正是因为贝壳能够有效地指示环境的变
化，可以在不同自然地理区域发挥着检测环境
污染和再造地质历史中环境变化的重要作用，
在欧洲和美洲，科学家已经用贝壳类软体动物
来检测全球环境的变化，模拟构建了近200年
来环境变化图景。

牡蛎带来的气候警示

牡蛎俗称蚝或海蛎子，是双壳纲牡蛎科软
体动物的统称，广泛分布于全球温带至热带沿
海水域，常被用作地质记录和古环境研究的重
要生物指标。

此次中国科学家通过精准识别大型牡蛎化
石壳体生长纹层、高精度的显微观察和化学成
分分析，发现了早白垩世南半球中纬度海域存
在与现代相似的季节性温差，冬季水温比夏季
低10-15℃。更令人惊讶的是，氧同位素数据暗
示当时可能存在季节性冰川消融进而注入海洋
的现象。

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温室地球背景下海
水表层温度季节变化微弱、冰川活动罕见”的传
统认知，揭示了气候系统固有的非线性特征。
这一研究也警示我们：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不
仅会导致整体温度上升，更可能加剧季节差异，
引发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

在全球变暖的今天，贝壳身上蕴藏的“远古
密码”或许能帮助我们读懂地球。它们不仅揭
示了早白垩世温室地球的复杂气候模式，也为
预测当前全球变暖的潜在影响提供了关键线
索。未来，结合高精度技术与长期监测，贝壳类
演变研究将继续为地球环境演变提供独特的信
息。

据《科普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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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贴心人，让每一份托付都有回声
L女士是新华保险的一名老客户，2017年、2022年她分

别为自己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险、百万医疗保险。
2024年4月，容建波为L女士进行家庭保单体检时，不仅

详细讲解了每份保单的保障内容，还贴心地为她赠送了一张
新华保险专属VIP体检卡。然而，L女士因工作繁忙，表示无
法抽出时间前往体检。容建波深知体检的重要性，耐心沟通
劝说客户，帮助她协调安排了体检时间，并亲自接送她前往
体检中心，全程陪同完成体检。

几天后，L女士接到体检报告，报告显示存在异常指标，
建议进一步检查。容建波立即协她预约了医院的专家门
诊，并再次亲自接送客户前往医院复诊。不幸的是，L女士
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确诊当天，容建波与公司理赔人员

一同前往医院探望 L 女士。面对她的无助和焦虑，容建波
耐心安抚，并迅速启动“重疾慰问先赔”服务。他现场协助
收集并整理重疾理赔所需资料，提交理赔申请。次日，11.8
万元的重疾理赔金顺利到账。L 女士出院后，容建波又协
助办理了医疗理赔，本次治疗共花费医疗费用9万余元，经
医保报销后，剩余自担费用 3 万余元全部由新华保险赔
付。L女士深受感动，出院后第一时间为容建波送来锦旗，
称赞他为“客户贴心人”。

容建波不仅在专业上为客户提供全面保障，更在情感上
给予客户温暖与支持，让保险服务真正落地生根。

供稿：新华保险乌兰察布中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