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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莽莽苍苍的山川大地，茫茫无际的宇宙星空，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神奇变化的大千世界中。
面对异彩纷呈的自然现象，古往今来曾引发多少人的惊诧和探索。
它是科学家研究的课题，更是充满了幻想和好奇的青少年渴望了解的知识。
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系统、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用科学发展观
引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团结出版社按照国家确定的学生科普知识标准，编辑出版了《青
少年科普图书馆》大型丛书，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值得支持和推广的出版工程。
　　加强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工作，是加快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在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加快国家发展，要抓紧时机，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战略。
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依靠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着眼于长远，努力培养新一代创新人
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创新能力。
大量优秀的科普读物的出版发行正是科学的教育和普及的基础性工作，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文化
基础工程。
　　加强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工作，同时也是我们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
中共十七大强调“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是“建设和谐文化，培养文明风尚”的重要内容
，特别提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有关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发行工作，多年来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团体的
广泛支持。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进入法制建
设和发展的轨道。
为持续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中国科协决定从2005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的公休日定为全国
科普日。
自2003年以来，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送书下乡工程。
2009年2月，中国科协等单位五年内在全国城乡建千所科普图书室的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
多年来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坚持不懈的送书下乡活动，推动了科普工作在全国，特别是在农村、
边远地区和广大青少年中的开展，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发展的需要，以及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像《青少年科普图书馆》丛书这样一类科普读物的大量出版，符合广大青少
年探究自然科学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欲望，相信一定会得到青少年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青少年科普读物出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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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雪，大自然的化妆师；雪，人世间的精灵；雪，让人欢喜又让人恼恨。
其飘落过程既凄美又曼妙，它是天空中义务的信使，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大地、
山弯、屋檐、枝杈、孩童的毛发上、衣民的心坎里⋯⋯　　雪从天上降落人间，能够让世界改头换面
，成为一座圣洁的宫殿，人类可以在这座宫殿里尽情地嬉戏打闹。
雪从天上来到大地，足够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圣洁美丽的大自然面前，世间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有的只是对大自然敬畏之情。
　　想知道雪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想欣赏冷艳的雪景吗？
　　想知道世界各地的雪吗？
　　想了解雪的利弊吗？
　　想掌握一些抗雪经验吗？
　　⋯⋯　　打开这本书，共同走进雪的世界，探索雪世界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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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雪的基本知识及用处　　（3）霜、雨凇和雾凇　　除了大气固态降水之外，地面上经
常会出现另一种“地表生长型”的固态降水，这就是所谓的霜、雨凇和雾凇。
虽然这些固态降水不属于大气固态降水，仅仅是水汽在地表凝华结晶和冻结而形成的。
但是这些固态降水，却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有较大的影响。
　　说起霜冻，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它会危害农作物。
为了减轻霜害程度，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对于人类而言，雨凇和雾凇也并不见得有多么友善，在高山地带它们是最为常见的。
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微小的雨滴或雾滴一旦遭遇剧烈冷却的物体表面，就会在上面形成雨凇和雾凇
。
一般情况下，在一两天之内，物体迎风面上会聚结上一层1米多厚的冰壳，景色十分神奇，如同童话
里的意境。
　　在北方的冬天，雾凇是常见的一种与霜降极为类似的自然现象，其本质也是霜的一种。
呈颗粒状的霜晶常被称为雾凇，是由冰晶在低于冰点以下温度的物体上形成的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
沉积物。
过冷水滴（温度低于0℃）遇到同样低于冻结温度的物体时，就会产生雾凇。
当许许多多水滴遇到物体一下子就可以冻结的时候，就会结成雾凇层或雾凇沉积物。
雾凇层是由许多小冰粒组成的，而且它们之间也有气孔，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典型的白色外表和粒状
结构。
由于各个过冷水滴的冻结速度相当快，相邻冰粒之间的内聚力相对较差，容易离开附着物。
所以，被冷却云环绕的山顶上，最容易看到雾凇，正如同我们在飞机上常见的冰冻形式。
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泉水、河流、湖泊或池塘附近的蒸雾也可形成雾凇。
雾凇的景观固然很美，并受人们赞赏，但是有时它也会成为一种自然灾害。
严重的话，雾凇会将电线、树木压断，造成很大的损失。
　　树挂是雾凇的一个别名，也是一种冰雪美景。
它是由于雾中无数0℃以下而没有结冰的雾滴通过风的作用，在树枝等物上不断积聚的结果。
这就是雾凇现象在我国北方最为常见的原因，不过在南方高山地区也可以看到，而且只要雾中有过冷
却水滴就可形成。
　　据吉林气象站记录，吉林雾凇季节一般从每年的11月下旬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上旬结束。
　　雾凇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过冷却雾滴碰到冷的地面物体后迅速冻结成粒状的小冰块，被称为粒状
雾凇，其结构较为紧密；另一种是由过冷却雾滴凝华而形成的晶状雾凇，结构较为松散，受到轻微震
动就会脱落。
　　雾凇最集中的地方是吉林省的长白山，年平均出现178.9天，最多的年份有187天。
正因为如此，每年的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前来长白山观赏雾凇的旅客络绎不绝。
中国是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
长期以来，我国古代人很早就对雾凇有了许多称呼和赞美。
远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成书的《春秋》上就有关于“树稼”的记载，也有称之为“
树介”的，也就是现代所谓的“雾凇”。
　　南北朝时代宋吕忱（公元420年～479年）所编的《字林》里，“雾凇”一词最早出现。
其解释为：“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
”这是于1500多年前最早出现于文献记载的“雾凇”一词。
　　雨凇也就是超冷却的降水遇到温度不超过0℃的树枝表面时所形成玻璃状的透明或无光泽的表面
粗糙的冰覆盖层，也被称为“树挂”，也有冰凌、树凝的别称，形成雨凇的雨称为冻雨。
在我国南方，也称冻雨为“下冰凌”、“天凌”或“牛皮凌”。
　　据《春秋》记载：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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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为：鲁成公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下雨，树木枝条上凝聚了雨冰（就是“雨凇”）。
这是世界上对雨凇的较早记载。
　　然而雨凇比其他形式的冰粒更坚硬、透明而且密度大（0.85克／立方厘米）。
和雨凇极为类似的雾凇，密度却只有0.25克／立方厘米。
雨凇表面一般较光滑，其横截面呈楔状或椭圆形，它不仅可以发生在水平面上，还可发生在垂直面上
，这主要是由风向决定的，往往形成于树木的迎风面，尖端朝风的来向。
按照它们的形态可以分为梳状雨凇、椭圆状雨凇、匣状雨淞和波状雨凇等。
　　雨凇和雾凇两者相比，形成方式大同小异，多出现在阴天，常为冷雨产生，持续时间一般较长，
日变化不是很明显，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可能产生。
雨凇是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产生的降水现象。
形成雨淞时的天气较为典型，微寒（0℃～3℃）且有雨，风力稍大，雾滴较大，多在冷空气与暖空气
交锋，而且暖空气势力较强的情况下才会形成。
在这段时间里，江淮流域上空的西北气流和西南气流势力很强，地面有强冷空气的入侵，由于离地面
较近的空气层温度相对要低（稍低于0℃），在1500—3000米的高空，有温度超过0℃的暖气流北上，
就会形成一个暖空气层或云层，再往上3000米以上则是高空大气，温度低于0℃，而云层温度通常低
于-10℃，也就是2000米左右高空，大气温度大约为0℃，而在2000米以下温度又低于0℃。
也就是说，在近地面存在一个逆温层。
大气垂直结构呈上下冷、中暖的状态，从上而下分别是冰晶层、暖层和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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