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是雷电高发的季节。 据可靠估计，地球上每年发生 14 亿次闪电。 过去一个世纪，

从巴西东南部到英国，从日本到阿拉斯加，雷暴天气和闪电一直在增加。 最新
研究发现，闪电正在不着痕迹地击毁数百万棵热带树木，引发
野火，摧毁着我们的森林。 而全球变暖可能导致
这个“森林杀手”出手更频繁，对全
球生态的威胁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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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华

“黏菌算法”绘制
“宇宙蛛网”

■阿莱/编译

浩瀚宇宙中存在约千亿个星

系。 星系内部是恒星、 行星与尘

埃； 星系之间则由暗物质织成的

“宇宙蛛网”互联互通。 暗物质是

什么？由于未能直接观测，科学界

始终捉摸不透这只无形的大手。

然而， 《天体物理学期刊通

讯》 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若对

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黏菌 ,

抽丝剥茧， 层层深入， 也许能在

微观世界中揭示宇宙奥秘。

数百万黏菌常组成黏菌群，

通过一个结构复杂的纤维状网络

集体移动， 共同摄食。 科学家们

从这张联结不同位置的蛛网入

手， 用算法模拟黏菌的行为， 进

而绘制出三维的宇宙星河网络。

项目负责人、 美国加州大学

圣克鲁斯分校研究员约瑟夫·伯

切特表示， 从最简单生命体的行

为表现里， 竟然可以发现宇宙中

最大结构的规律，简直太神奇了！

黏菌与宇宙

虽然外形酷似科幻恐怖片里

的常见背景， 但黏菌实际上完全

无害。

黏菌以每小时 1 毫米的超慢

速度爬行，四处寻觅枯死的植物，

并以此为食。 虽然它们只是单细

胞生物，但“菌不可貌相 ”———黏

菌具备超高智能， 能够在短时间

内规划出复杂的最优觅食路径。

科学家们正是看中了黏菌的

这种能力， 并将其运用到天体物

理学中。 研究人员根据黏菌的行

为特点和宇宙中 3.7 万个星系的

位置设计了一套蛛网算法。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预测， 宇

宙中现存的物质集结成一个巨大

的纤维结构网络， 俗称 “宇宙蛛

网”。 这张网由充斥星系的暗物

质和气体纤维组成， 系内恒星即

孕育于此。 气体纤维绵延数百万

光年， 与超空洞一起填充了 “宇

宙蛛网”。 可以说， 气体纤维状

网络是宇宙中的最大结构， 可能

没有之一。

虽然体态巨大， 但 “宇宙蛛

网” 在电磁学意义上不可见 （即

为 “暗网”）， 且纤维本身极其微

弱， 形态过于弥散， 因此无法检

测发散源头。

目前， 广域研究表明， 星系

呈网状分布， 然而这些发光的星

系还不到重子物质总量的 10%。

科学家们对遥远的类星体进行光

谱分析， 所得出的星际介质吸收

数据能够支持蛛网理论， 但尚无

确凿证据表明弥散的星际介质就

是蛛网。

另一方面 ， 宇宙 70%的质

量由暗物质组成， 但它同样无法

用肉眼观测 。 因此 ， “宇宙蛛

网” 几乎就是一张无形大网。

然而不可见不等于不存在。

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

方法， 即根据多头绒泡黏菌的行

为模式推断 “宇宙蛛网” 的密度

场。 研究人员通过运算 “黏菌程

序” 所绘制出的联结星系的气体

纤维状网络结构图。 这不仅是一

张形态奇幻的蛛网， 更是智慧与

效率的结晶。

让“暗网”见光

研究人员以附近宇宙的星系

和吸收谱线为研究对象， 证明了

大部分星际介质确实存在于 “宇

宙蛛网” 内。

他们在蛛网纤维外沿 （约等

于宇宙平均物质密度且距离附近

星系约 5 位力半径） 发现中性氢

吸收标志随密度增高而增强， 至

环星系介质处的密度已达平均密

度的 200 倍。 然而， 吸收性却在

密度最高的区域受到限制， 这也

许是纤维结构深处的激波加热与

离子化作用， 也可能是星系内的

反馈机制。

研究人员并未就此止步， 他

们还分析了 350 个类星体发出的

紫外线。

类星体是宇宙中体积超大、

亮度超高的活动星系核。 它们像

信号灯一般在 “宇宙蛛网” 的正

面闪闪发光。

伯切特说， “黏菌模型与人

类的直觉一拍即合。 我们早就知

道这个结构是存在的， 而现在计

算机用算法帮我们找到了。 对于

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 这是目前

最合适的方法。”

此前， 科学界对暗物质的研

究已经取得些许进展。 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预计将在 2025 年前

后建成 WFIRST 天文望远镜， 利

用微引力透镜效应， 通过观测一

个毗邻银河系的星系来强化对于

宇宙深处的认识。 届时， 人类将

首次直接观测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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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杀手” 的袭击不可预测， 森

林里的潜在 “受害者” 成千上万， 而且

这些遭受雷击的树木在数周内都可能不

会显示出死亡迹象。 因此， 确定闪电对

热带树木的影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

情 。 为此 ， 希尔想出了获得证据的办

法。 在尼日利亚和加纳， 他为两万棵热

带森林里的树木配备了线圈。 闪电雷击

袭来时， 电流会在线圈中产生磁场， 并

会立即被记录下来， 以确定哪棵树被闪

电击中了。

亚诺维克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在

巴拿马的一个岛上， 他与同事埃文·戈

拉合作， 在当地森林的一些树冠上安装

了一套监控摄像头系统， 又在树下的地

面上安装了检测电涌的仪表， 并编制了

相应的算法处理这些数据。 这样， 他们

就能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寻找出那些被

闪电 “击杀” 的树木。

他们所收集到的信息令人惊讶： 一

半的大树都死于雷电袭击， 尤其是一棵

大树被闪电击中后， 还会殃及周围平均

另外五棵树。 假如其他热带雨林中的情

况都是如此， 全球每年毁于雷电的热带

树木约达 1.9 亿棵， 地球上其他各处被

毁树木也将达 5 亿棵。

“过去， 我可能认为， 森林中所有

死于闪电的大树只有约 5%， 但现在看

来其数量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得

多。” 亚诺维克说。

一直以来， 我们对闪电所知甚少，

我们甚至不知道全球共发生了多少次雷

击事件， 因为监控闪电的任务主要由当

地地面系统承担。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

织的乔亨·格兰德尔指出， 将各地的数

据资料综合起来非常困难。

据可靠估计 ， 全世界每年共发生

14 亿次闪电。 由于全球变暖 ， 为闪电

产生创造条件的大气对流现象增多， 可

以预见全球闪电发生率将持续增加。

2014 年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戴维·罗姆普斯建立了一个新的对

全球变暖条件下闪电发生频率的预测模

型。 根据罗姆普斯的预测模型， 全球气

温每上升 1℃， 美国上空的闪电发生率

就将增加 12%。 这意味着若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得不到有效遏制， 预计到本世

纪末， 美国雷击事件将增加 50%。

这些令人震惊的预测数字可能预示

着潜在的严重后果， 尤其是对森林生态

系统的影响。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的桑德尔·维拉贝克一直在研究加拿大

北部和美国阿拉斯加的云杉林和松林里

的闪电发生频率。他发现，过去 40 年里，

这些北方森林中因雷电引发的森林燃烧

事件，正以每年 2%-4%的速度上升。

在一项未发表的合作研究中， 维拉

贝克和罗姆普斯等人发现， 整个北方森

林圈 （加拿大、 阿拉斯加、 斯堪的纳维

亚和西伯利亚） 以及北极地区， 都有类

似的闪电增多趋势。

在这些北部森林里， 就像在温暖的

气候环境里一样， 雷击和随之而来的野

火会清除出一些小块区域， 为新的植物

提供成长空间。 这对某些物种的繁殖是

必不可少的， 但燃烧的木材越多， 释放

到大气中的碳也越多。 同时， 随着清除

出来的小块区域增多， 则有更多阳光可

以穿透到永冻层中。

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因为伴随永冻

层的融化， 可能会有大量的碳被释放到

大气中。 维拉贝克说， 这甚至可能形成

一种破坏性的反馈循环———气候变暖导

致更多的闪电产生， 闪电又会引发更多

的森林野火， 而森林野火则会导致更多

的碳排放到大气中， 从而又使地球温度

进一步升高。 不过， 并非所有科学家都

认同这一观点 。 英国利兹大学的德尔

坎·芬尼就在自己建立的模型中增加了

一些罗姆普斯没有考虑的因素， 预测出

的闪电发生率则出现了下降。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资深闪电

科学家科林·普莱斯从小痴迷于闪电，

他从世界各地的气象站积累了几个世

纪的雷电记录原始数据中， 回溯分析

出了从过去到现在闪电发生频率变化

的确凿证据———过去一个世纪里， 从

巴西东南部到英国， 从日本到阿拉斯

加， 雷暴天气和闪电一直在增加。

“自 1970 年以来， 我们看到雷

暴天气明显在增多。” 普莱斯说， 这

种趋势持续已久， 不可能是自然气候

周期循环的结果。 之后， 他还发现了

非洲大陆气候变暖与雷暴数量和规模

之间的关系———气温每上升 1℃， 雷

暴天气增加 40%， “虽然很难说气

候变化是导致闪电

增多的原因 ，

但它们之

间确实

存在相当大的关联性”。

如果这种相关性得到证实， 那么

在本世纪末， 森林中最大树木的死亡

率将增加五分之一， 这对热带雨林来

说是一个严重威胁———这些森林巨树

的死亡和衰败， 将会把几十年来一直

锁在树身内的碳释放到大气中， 从而

改变原有的气候模式。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的盖伊·米

奇利提出 ， 在最近的森林种植计划

中， 种在哪里、 如何种植， 以及树种

选择等的决策， 都应将闪电发生频率

增多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2017 年 ， 南非西开普省的松树

和桉树种植园遭雷击后， 发生了致命

的火灾。 这一直让米奇利感到不安。

这些生长在种植园的非本地树种， 以

及周围草原上的树木， 增加了当地的

可燃物负荷量。 日益严重的干旱、 更

频繁发生的闪电， 对这类植树计划提

出了严峻挑战。

最近， 一些相关研究也认为， 这

些与气候有关的变化 ， 对一些种植

园来说非常危险 。 而如果将这些地

方留作天然草场 ， 土地将可吸收更

多的碳。

如果未来闪电真的会来得更加频

繁， 为避免对自然界造成最糟糕的影

响， 以及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生命和

财产安全， 关键是要提高识别闪电来

袭的能力。

其实， 对于大型雷暴天气， 人们

可以提前几天预报， 但较小的风暴在

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在几个

小时内突然出现， 让人措手不及， 疲

于应对。

幸运的是， 美国已有了相当及时

的雷电预测技术。 自 2016 年发射了

同步闪电测绘卫星后， 美国东海岸和

西海岸对即将到来的雷暴天气的即时

预报能力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欧洲则目标在 2022 年推出一款

更加雄心勃勃的预测技术， 即闪电预

警成像系统。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的格兰德尔预测， 十年后， 有关闪电

的信息可迅速传递到所有人手中。 例

如， 东非维多利亚湖的渔民可及时收

到短信警告：“雷暴正在席卷而来，请

立即返回岸边。 ”

与此同时 ， 在巴拿马和其他地

方， 研究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以

确定闪电对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

影响。

■俞之凡/编译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

生态学家史蒂夫·亚诺维克在巴拿马

的森林里迂回穿行， 他正在追捕一名

“森林杀手”。 这名 “杀手” 的猎物不

是在密林树梢间出没的猴子、 蝙蝠或

者五颜六色的鸟类， 而是构成森林本

身的根基———树木。

每天， 这个 “杀手” 都在世界各

地频繁出现， 发动数千次袭击， 却不

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 遭遇这个 “杀

手” 袭击的热带树木不久就会纷纷死

亡， 虽然看上去它们仍然屹立不倒。

要想在 “案发现场” 当场抓住这

个凶手并非易事， 这是因为可能的罪

魁祸首并不是活的有机体， 而是我们

熟悉的一种自然现象———闪电。

作为一名研究闪电的专家， 亚诺维

克意识到， 闪电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还没

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 比如， 闪电会点

燃野火， “重置” 森林生态系统； 闪电

会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并瞬间释放

出其他污染物质； 更为严峻的是， 在热

带地区， 闪电是森林树木最冷酷无情的

“收割者 ”， 它们专挑森林中长得最为

高大、 年代最久远的林木， 发动毁灭性

袭击。

令人担忧的是，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

化的影响， 似乎正在使闪电更加频繁地

出现。 闪电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物圈带

来的损失正在引发一种新的紧迫感。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每年被闪电击

中而死亡的人数多达 2.4 万人 ， 因闪电

而受伤者是这个数字的 10 倍 。 《减少

全球闪电伤害 》 一书的作者之一罗恩·

霍勒指出， 闪电导致的伤亡事件多集中

在一些低收入国家 。 以孟加拉国为例 ，

2016 年 ， 闪电在短短 4 天内就造成 64

人死亡。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孟加拉的

雷击伤害事件在四月和五月达到顶峰 ，

因为此时正是农民必须在田里收割水稻

的时候。

千万年来， 闪电引发野火一直是森

林生态新陈代谢的重要方式之一， 它为

新生植物创造了生长空间， 促使植物种

子发芽。 然而， 干旱却使得由闪电引发

森林火灾的威胁性越来越大。 今年年初，

澳大利亚一些极为干旱易燃的地区森林

野火频发， 其火灾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创下了历史纪录， 而闪电正是这些森林

火灾最主要的触发因素。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生态学家勒克·罗

兰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目睹了可怕的雷

击， 这让人们再次深切体会到了闪电对

自然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

那一次， 她在一棵树上扎下了探针，

以测试树液在枝干中的流动情况。 然而

不幸的是， 这些树木被闪电击中了。 当

罗兰再次返回时， 她发现测试仪器全都

被闪电烧毁， 而这棵树本身却没有发现

任何受损的迹象。 可几个月后， 这棵树

和它周围的一些树都死了。

这种现象引发了罗兰的好奇。 当闪

电击中温带地区的树木时， 一般树木被

毁损的痕迹会很明显———电流通常沿着

树皮内部含液体的组织层向下流动， 水

分在高温下爆炸性地膨胀， 使得树皮大

块飞离。 为什么热带树木能逃脱这种厄

运？ 人们还不得而知。 科学家猜测， 可

能是因为两者导电的方式不一样。

闪电给森林树木带来的伤害引发了

罗兰的同事蒂姆·希尔的探索欲。 通过对

卫星拍摄的闪电图像和对森林树木调查

结果的粗略计算， 希尔发现， 如果每棵

树遭雷击的概率均等， 那么闪电对整个

森林生态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因

为森林中大多数都是新生的小树幼树 ，

但如果闪电的主要目标是比较突出的物

体， 那么高耸树木遭受雷击的概率更大，

这将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与后果。

高大而古老的树木是森林的重要基

石。 它们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

昆虫及其他各种生物都以此为

栖身地， 从中寻求庇护和

食物 ， 因此它们对森

林的生存和健康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 。

同时 ， 在水分和

二氧化碳的储

存方面 ， 这些

高大的古树的

重 要 地 位 更

是 不 可 忽

视———在森林

中 ， 最 高 大

古老的树木数

量 占 比 不 到

10%， 却储存了

50%-60%的碳。

因此， 弄清楚

高大树木是否会被闪

电 “优先光顾 ”， 意义

重大。

全球变暖导致雷暴天气和闪电增加，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追踪森林中古老大树的“隐秘杀手”

提高闪电识别能力，应对多雷电的未来

袭击古老大树，闪电威胁森林生态

深入森林追踪，现场捕捉闪电杀手

闪电引

发野火一直

是森林生态

新陈代谢的

重要方式之

一， 为新生

植物创造了

生长空间 ，

促使植物种

子发芽。 然

而， 干旱却

使得由闪电

引发森林火

灾的威胁性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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