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是如何“变身”的？
■边莹莹

什么是月球的相位？由于月球围绕地球公转，地
球围绕太阳公转，随着月球的公转，人们看到的月球
形状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是月球相位变化，又叫作
月相。月球相对太阳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相位。

由于月球不能自己发光，所以只有太阳照到它时
我们才能看见它。大约在农历每个月的三十或初一，
月球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地球上的人们正好看到月

球背离太阳的暗面，因而在地球上看不见月亮，称为
新月或朔。此月相与太阳同升同落，即清晨月出，黄
昏月落，只有在日食时才可觉察它的存在。新月过
后，月球向东绕地球公转，从而使月球离开地球和太
阳中间向旁偏离些许，这时月球位于太阳东边。月球
被太阳照亮的半个月面朝西，地球上可看到其中有一
部分呈镰刀形，凸面对着西边的太阳，这时候的月亮
被称为蛾眉月。

大约在农历每月初七、初八，由于月球绕地球继
续向东运行，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形成直角分
布，即月地连线与日地连线成90°。地球上的人正
好看到月球是西半边亮，亮面朝西，呈半圆形，叫上弦
月。大约在农历每月十一、十二，在地球上的人看到
月球西边被太阳照亮的部分大于一半，月相变成凸
月。大约农历每月十五、十六，月球运行到地球的外

侧，即太阳、月球位于地球的两侧。
地球不能完全遮挡日光，月球亮面全部对着地球

时，人们能看到一轮明月，称为满月或望。大约农历
每月十八、十九，月相又变成凸月，月面朝东。而到了
大约农历每月二十二、二十三，太阳、地球、月球之间
的相对位置再次变成直角，这时我们看到月球东半边
亮，呈半圆形，月面朝东，称为下弦月。大约农历每月
二十五、二十六，月相又变成蛾眉月，亮面朝东。月球
随后继续向东运行，再次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时，
月相变为朔。

因此，月相变化的顺序是：新月—蛾眉月—上弦
月—凸月—满月—凸月—下弦月—蛾眉月—新月，循
环往复，月相变化是周期性的，周期大约为一个月。
之后，月球的相位会反转且慢慢还原，又是新一轮的
圆缺过程。

月球，俗称月亮，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以3683千米/小时的速度绕地
球运行，绕地球一周的公转周期为27.3个地球日。我们看到的月球大小变
化与月球的公转和相位有着直接关联。

人类能够感受到甜、苦、咸、酸、鲜等五种基本味感，其中甜味是人类最喜
好的基本味感，而甜味的食物通常能提供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说起糖，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食用糖。糖类是自然界中广泛分布的
一类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又称碳水化合物，是多羟基醛或多羟基酮及其缩聚
物和某些衍生物的总称。糖类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单糖、二糖、多糖。
单糖是指分子结构中含有3至6个碳原子的糖，化学式可表达为：C6H12O6，
常见的单糖有葡萄糖、果糖和半乳糖等；二糖是由两个单糖单元通过脱水
反应，形成一种称为糖苷键的共价键连接而成。在脱水过程中，一分子单
糖脱除氢原子，而另一分子单糖脱除羟基，二糖的化学式可表达为：
C12H22O11，常见的二糖有蔗糖、麦芽糖等；多糖是由多个单糖单元通过脱
水反应形成的，多糖的化学式可表达为：C6H10O5n，常见的多糖有淀粉、
纤维素、糖原和木糖等。

那么，为什么糖是甜的呢？其实在我们的舌头上有许多小疙瘩，它
们就是人类的味觉感受器——味蕾。哺乳动物的味蕾多呈球形，其顶
端在口腔的上皮表面有个开口，称为味孔。味蕾由50至150个味蕾细
胞组成，在味觉细胞的表面，有许多味觉感受受体，当不同的物质与不
同的受体结合，我们的大脑便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味道。

怎样的分子结构能够与味觉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并让其向大脑
传递“甜”的信号呢？大多数学者认为糖之所以甜，是因为糖类分子
中都含有多羟基，多羟基中，两个氢原子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
离恰好能与舌头上的味觉感受器形成化学吻合物。这种化学吻合物
可以刺激味觉感受器，使其产生脉冲，脉冲进而由神经传入大脑，使
人感受到甜味。例如，乙醇没有甜味，但乙二醇却非常甜。在乙二
醇分子结构中有一个甜味单位，但因乙醇分子中没有这种基团，所
以不具甜味。葡萄糖和半乳塘的分子结构中也含有这种甜味单
位，所以也是甜的。

人的舌尖对甜味感觉最敏感，当糖接触到舌尖的味觉细胞
时，甜味单位中的OH就与舌尖的甜味感受蛋白质中的NH2结
合，形成氢键，从而让人产生甜味的感觉。但是，各种糖类的甜

度是不同的，因为在糖分
内部可以形成单一的或
是成双的氢键。因此，不
是所有的糖都是甜的，例
如淀粉、糖原、纤维素这
些糖便没有甜味。

糖为什么是甜的？
■张旭忠

1982年，著名河流发育史专家杨联康首次徒步考察黄河。说到黄河，你
可知道，为什么黄河上有冰坝呢？

由于河道、气象、水文等因素作用，黄河中下游河道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凌
汛，形成冰塞、冰坝，迅速抬高河段水位，造成严重凌灾，威胁堤防安全。2009
年凌汛期间，壶口瀑布下游出现冰坝壅水险情，造成壶口瀑布上下游3000米距
离内旅游公路中断，上游村庄50余户受灾，有一半村民的房屋进水、冰块挤入。

冰凌、冰坝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水在0℃或低于0℃时会凝结成冰，而流动的冰称为凌，两者统
称冰凌。当气温低于水温时，水体也必然开始降温。随着气温继续下降，当水温
达到或稍低于0℃时，河流就开始结冰。河流结冰与湖泊内的水结冰是不同的。
湖水结冰仅限于水体表面，深层水体仍保持高于0℃的温度，所以湖面下会有不少
水生动物好好地生活着。而河流是在流动的水中结冰，由于水流上下的混合作
用，不仅会在水的表面形成薄冰和岸冰，而且在水内、河底也会形成水内冰，冰盖厚
度可达1米以上。由于冰盖下面有大量冰花堆积，阻塞了部分水流出口，势必造成
流水不畅，使得上游水位壅高，这被称为冰塞。在河流的浅滩、卡口或弯道等处，横
跨断面并明显壅高水位的冰块堆积体，被称为冰坝。

凌汛是如何产生的

当冰凌引起江河水位明显上涨后，我们就称之为发生了“凌汛”。这是一种水文
现象，凌汛严重时可以造成河水漫滩或决堤。凌汛的产生与河流的地理位置及河道形
态有关。在高寒地区，从低纬度向高纬度北流的河流，就比较容易出现凌汛。低纬度
的上游河段气温比较高，河道封河晚，开河早；高纬度的下游段河道则相反，封河早，开
河晚。当上游段河道开河冰水齐下时，下游段河道还处于固封状态，于是就产生冰凌堆
积，堵塞河道，进而产生冰塞、冰坝。有的冰坝长度可达数千米，宽度可达数百米，堆积
高度可达六七米，横贯河道，远看形似一道“冰山”。

以黄河内蒙古河段为例，其上游河段温度高，下游河段温度低，所以在河流封冻时间
里，下游段早于上游段，而在解冻时间上，上游段早于下游段。这样，当河道下游段出现
冰凌以后，必然会阻拦一部分上游来水，增加了河槽蓄水量。当融冰开河时，这部分河槽
蓄水量就形成凌峰向下游流淌，遇上较窄河段或者河道转弯处，由于排冰不畅，极易卡冰
堵塞，很多冰块叠加以后，就形成了冰坝。冰坝的出现会使得河道水位猛烈抬升，容易造
成河堤决口，淹没周围的田地、村庄。冰坝有时还会产生其他危害，例如影响航运，破坏河
道上的桥梁、堤防等水上建筑物。

黄河上为什么有“冰坝”？
■周黔生

科学解惑新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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