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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拉”登陆福建
国家防总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电 今年第6号台风
“米克拉”11日7时30分在福建漳
浦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强度达台风
级，给福建中南部沿海带来狂风暴
雨，部分台风影响区域交通设施停
运。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
10日16时启动防汛防台风Ⅳ级应
急响应。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
司了解到，10日22时，南铁升级管
内杭深线、龙漳线、永莆线、昌福线、
合福高铁、峰福线、鹰厦线等部分铁
路区段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Ⅲ级，
同时启动赣瑞龙、南龙等铁路部分区
段防洪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此外，南铁停运8月11日11时
30分前经杭深线角美至泉州间（含
厦门至厦门北间）运行的部分动车；
变更部分列车始发终到车站。

航空方面，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
到，8月11日厦门高崎机场总计划
进出港航班430架次，截至记者发
稿，已确定取消95架次，并将根据
台风动态再做调整。

受台风影响，厦门多条客运船舶
停运。

同时，厦门湾海上旅游客运有限
公司也已从10日18时起停航包括
“环鼓浪屿夜游”“金厦海域游（金厦
环鼓游）”“海上看金门”以及“厦门湾
夜游”等在内的所有旅游航线。

88月月44日日，，受台风受台风““黑格比黑格比””影响影响，，浙江舟山市嵊泗县嵊山镇的海边掀起巨浪浙江舟山市嵊泗县嵊山镇的海边掀起巨浪。。

核武器的威力，燃起了一些人征服台风的希望。

8月11日，在厦门市思明区厦
禾路，一辆汽车被倒伏的树木压住。

人类能控制台风吗？
用原子弹炸、给大海铺层膜……前人的脑洞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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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黑格尔”刚刚过去，“米克

拉”又来。每当台风季来临，许多人

都忍不住发出疑问，既然台风危害如

此之大，难道我们只能被动防御？能

否通过人工方式控制台风，降低甚至

消除它的破坏力？

很遗憾，就目前情况来看，控制

台风，迄今只是个科学假说，大自然

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不过，控制台

风这件事，还真有人尝试过，而且是

非常认真地尝试过......

上世纪 40 年代，有人提出用军

舰消灭台风的计划。他们认为用大

量的军舰围住台风，万炮齐轰，台风

也许会“束手就擒”。

但是，“万炮齐轰”比起大自然的

能量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台风只是

空气运动中的一种涡旋，它发展的能

量主要是来自热带海洋的暖湿气

流。从这个角度而言，用军舰围攻台

风基本相当于用军舰围攻空气，恐怕

起不到什么作用。

“用军舰消灭台风”

在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的

巨大威力,又使一些人燃起了征服台风的

希望，他们想象如果用导弹把核弹头送入

台风中心引爆，可能会把台风炸毁。

然而简单计算一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事。先不说核爆炸将会带来怎样的核污

染危害。一场中等强度的台风，仅一秒钟

因水汽凝结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6颗原

子弹。仅仅从两者的能量差来看，核爆炸

也不可能消灭台风。

“用导弹把台风炸毁”

还有人提出，在经常产生台风的洋面

上铺上一层化学薄膜，以抑制海水蒸发，

切断台风的能量供应，使台风不易生成、

发展。

但台风是移动的，台风的低压环流也

是庞大的。水蒸气是从广阔的海面上源

源不断输送进来的，并不仅仅来源于台风

脚下的地方，甚至有些水汽是来自于印度

洋的西南季风，经过南海，进入台风内

部。所以，这个膜要铺多大？

另外，如果真是将海洋上都覆上膜，海

洋的水汽无法输送到陆地上完成正常的水

循环，这样会带来干旱等多种灾害性天气。

“给大洋铺上化学薄膜”

既然不能和台风硬拼，科学家随即

转变了思路。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

国启动了持续21年的“狂飙计划”，通

过改变台风中心附近能量的分布，从而

达到减慢风速的目的。

“狂飙计划”以热能为切入点：通过

加热空气，让气流上升从而形成新的气

流。随后，通过人为干预新气流，或许

可以对整个台风系统形成干扰。

简单来说，就是让台风“内讧”“权力

分散”，能量无法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

从而削弱台风或抑制其发展加强。

在实施“狂飙计划”的 21 年里，科

学家追踪超过15个飓风（台风），并对4

个飓风进行试验。1969 年 8 月 18 日，

美国对飓风“黛比”实施“狂飙计划”，

“黛比”最大风速由50米/秒降到35米/

秒，减速30%。

然而，这一计划随着观测手段水平

的提升被叫停。科学家们发现，“狂飙

计划”那些所谓“成功”的试验，其变化

皆在自然辨率范围内，无法确认是人工

干预的效果。

在“狂飙计划”之后，没有哪个国家

再有如此庞大的人工干预台风计划，但

其留下很多宝贵的观测资料设备和经

验，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

“狂飙计划”给台风减速

最近几年，斯坦福大学和特拉华大

学的研究人员采用计算机模拟算出了

一个结果：成千上万个风力涡轮机组成

的海上风电场，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中

飓风的力量，显著降低它们的风力及由

其引发的风暴潮。

一般来说，在风电场下游几十公

里处，风速就基本恢复到之前的水

平。所以用风电场来降低台风带来

的危害，作用的范围可能非常有限。

退一步来看，假使海上风电场真的

有效，它也是需要提前建设的。在台风

可能光顾的洋面上提前布置风电场，这

样的做法所耗费的成本是不得不考虑

的一个因素。何况，大部分时候台风的

脾气捉摸不定，它很有可能临时改变路

线，不会经过预先设置好的风电场。

（据新华社）

“海上风电站削弱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