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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增雪催化剂影响健康？
气象专家：不会造成危害

近期， 华北地区出现入
冬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
一次降雪过程。 然而，就在人
们的微信朋友圈被雪景照刷

屏时，不少地方也流传着这样
一个消息：这次下雪是人工增
雪。人工增雪用的炮弹含碘化
银，请大家注意不要让孩子吃
雪；玩雪后及时洗手，防止碘
化银对皮肤的伤害；雪融化后
的三四天内碘化银飘浮物多，
记得戴口罩……

针对碘化银催化剂影响

环境、危害健康的说法，中国
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研
究员李集明强调，这是谣言。

“根据增雪使用的碘化
银催化剂用量和影响面积估

算，即使全部碘化银均降落到
地面上， 每平方公里也仅有
0.21克碘化银。按照降水量折

合成银离子浓度， 银离子含
量约合 0.000035 毫克/升，这
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和

我国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均为 0.05 毫克/升），不会
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不会
危害人体健康。 ”李集明说。

相关科学研究表明 ，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产生的银离

子含量低， 对环境的影响远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

用水中银离子含量标准。
去年， 全国人工影响天

气科技咨询评议委员会组织

环境保护、相关领域的专家，
专门针对碘化银等催化剂是

否会造成环境污染， 再次进
行了论证。 专家组认为，综合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目前
人工影响天气使用的碘化银

催化剂用量少、分布范围广，

单位体积所产生的银离子浓

度远低于国际和国内水环境

质量标准， 不会对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 目前也没有证据
表明人工影响天气会对生态

环境产生长期的累积不利

影响。
有人担心， 天气系统的

上游地区开展人工增雪 ，会
对下游地区的降雪量产生影

响，导致下游地区降雪减少。
“空中的水汽和云不是

像地面的河水那样可以直接

利用的水资源。 在大范围降
水过程中水汽不断补充 ，上
升气流不断变化， 云不断形
成和发展。 ”李集明说，“在大
范围的系统性降雪天气过程

中， 人工增雪只能对当地的
云产生作用， 它不会像河水
一样上游截留、 下游水量减
少， 因此对下游地区云层的
降雪量不会产生影响。 ”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人
工增雪、增雨外场科学实验，
长期统计结果表明， 正确运
用人工催化技术， 可增加的
降水量一般为自然降水量的

6%至 25%。 ”李集明表示。
随着我国作业能力 、管

理水平和服务效益不断提高，
人工影响天气在防灾减灾、水
资源安全保障、抗旱防雹、降
低森林草原火险、生态修复等
方面，发挥着日益明显的趋利
避害作用。 （据新华网）

谁来带走户外运动垃圾？
如何派人清运或是真正难题

这几天， 一则关于珠穆
朗玛峰的公告照片在网上流

传， 根据西藏自治区定日县
珠峰管理局发布的消息 ，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穆

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绒

布寺以上核心区域旅游 ，这
意味着游客将无法达到核心

区域内的海拔 5200 米珠峰
大本营。

在此之前，珠峰攀登沿线
的垃圾问题一直受到关注 。
根据《西藏日报》在今年 1 月
16 日刊登的消息，“2018 年以
来，自治区组织清理珠峰保护
区海拔 5200 米以上的垃圾
8.4 吨”， 而在海拔 5200 米以
下，定日县“对珠峰大本营海
拔 5200 米以下区域内垃圾进
行了收集、清运和处置，大本
营沿线配备了环卫工 27 人，
垃圾箱 63 个，清运车 4 辆，投
入资金 360 万元委托第三方
公司负责运营，已收集转运垃
圾约 335 吨”。

珠峰的垃圾问题有一定

的特殊性， 因为当地自然条
件、路途状况和生态环境情况
较为特殊，不论是攀登者还是
管理者，垃圾清运都非易事。
不过，在自然条件和路途状况
都较好的其它户外运动区域，
垃圾问题同样不容小觑。

户外运动是一项小众运

动，在我国，渗透率远低于欧
美国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
展， 特别是交通设施的便利
化，越来越多国人参与户外互
动，爬山、徒步、露营等户外运
动的参与者增加，一些地方也
将吸引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

旅游，作为一个新的旅游经济
增长点。 但是，垃圾问题也由

此产生。
一些户外运动参与者，尚

未形成环保意识。 另外，在户
外运动中， 运动人凭借自身
体力背负生活和补给用品 ，
负重较大，体力消耗也很大，
产生的垃圾大多是包括食

品、 饮料包装袋在内的生活
垃圾，但是，在已经被硬化处
理 、设有官方路标 、并非 “野
山”的徒步线路上，走十几公
里看不到一处厕所、 一个垃
圾桶却是常见之事。

事实上，对于户外运动沿
线的管理者而言，也有自己的
苦衷之处。设个垃圾桶或许并
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日常
派人来清运？ 毕竟，户外运动
者偏好的地方，大多远离居民
点和交通节点， 更为关键的
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
相对薄弱。 举个例子，一个供
电、供水、排污、化粪设施覆盖
不到的地方，公共厕所就算建
起来，和“天地厕所”也没有太
多区别。

换言之， 户外运动的拓
展， 其实让城市运动者及其
携带的物资走进了偏远山

乡，无法清运的垃圾，也是城
市消费生活方式和乡村基础

设施不足发生矛盾后的产物

之一。 要知道，大部分户外运
动区域并非完全的 “无人
区”， 运动者大多是沿县道、
乡道和村道行走。 户外运动
者需要的是公厕和垃圾桶 ，
其实，乡村居民同样也需要。
让公厕和垃圾桶能够运转起

来， 就需要改善当地的基础
设施系统， 并最终以此改变
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据新华网）

人工增雪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