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夏至“牵手”日食，当“最长白天”邂逅“金边日食”，今年的6月21日很特别。

下午2时40分许，微信朋友圈里开始“炸锅”。“瞧一瞧，看一看，十年一遇日环食，

错过今天再等十年。”有关日食的照片，也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了朋友圈中：太阳绝

大部分被月球阻挡，外围仿佛镶了一圈金边，看起来像是一个金环。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金边日食到土星合木星，就连流星雨发生时的

月相都不会太差，美丽而又神秘的苍穹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断。

2020年，“天象剧场”佳片不断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炎热的夏季，强烈的日光时时威胁
着出行人们的皮肤健康，防晒产品必不
可少。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消费者在选
购防晒产品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困扰。

“SPF”和“PA”有何分别，究竟哪个指数对
自己才更为重要？每天涂防晒霜，会对皮
肤有伤害吗？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
有关专家。

PA指数高的产品更为有效

通常认为，太阳光对皮肤的伤害主
要是紫外线造成的。

根据波长的不同，紫外线可分成三
种，UVA、UVB 和 UVC。UVA 是波长最
长的一种紫外线，它不被大气层顶端的
臭氧层所吸收，可以穿透皮肤表层，损害
弹性纤维，造成皮肤老化，比UVB更能深
入皮肤。UVB则可导致日光的灼伤，但大
部分UVB都可被臭氧层吸收。UVC几乎
会被大气层完全吸收，所以仅有极少数
的情况会遇到。因此，通常人们说的防
晒，防的是UVA和UVB。

在常见的防晒产品上，一般都会出

现 SPF 和 PA 的字样。针对 UVA，防晒产
品的实际效果情况通常用PA来量化；而
针对UVB，则通常用SPF量化。

“科学上的防晒指数SPF是指在涂有
防晒剂防护的皮肤上产生最小红斑所需
能量与未加任何防护的皮肤上产生相同
程度红斑所需能量之比值。”河北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李艳佳解
释，简单来说，它就是皮肤抵挡紫外线的
时间倍数。一般针对黄种人，SPF 是这样
被计算出来的：黄种人的皮肤平均能抵
挡阳光 15 分钟而不被灼伤，那么使用
SPF15 的防紫外线用品，便有约 15×15，
即225分钟的防晒时间。

理论上讲，防晒指数的高低反映出
防晒产品紫外线防护能力的大小，但SPF
并不能反映产品对真正的日光杀手UVA
的防御能力。针对 UVA 的防晒品对于保
护皮肤会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而标有
PA 指数正代表了该产品具有抵御 UVA
的功能。

“PA 值分别以+、++、+++三种标示

来反映产品防御UVA的强度，‘+’越多，
防止 UVA 的效果就越好。”有关专家介
绍，通常来说，PA+的有效防护时间大约
为 4 小时；PA++有效防护时间大约为 8
小时；PA+++则为超强防护。上班族选择
防晒指数 SPF15、PA+的产品就够了。如
果要在夏季 10 时到 14 时外出，可选用
SPF30、PA++以上。

理性看待防晒剂安全性

有人认为，SPF30以上的防晒产品会
对皮肤健康产生影响，因此不能每天使
用。对此，李艳佳认为，SPF30以上的防晒
产品能否每天使用不能一概而论。

“防晒产品中发挥紫外线屏蔽作用的
称为防晒剂。”专家介绍，根据《化妆品安
全技术规范》，我国允许使用的防晒剂共
27种，其中包括 25种化学防晒剂、2种物
理防晒剂（二氧化钛和氧化锌）。

李艳佳介绍，物理防晒就是采用折射、
反射的原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阻挡紫外线等对皮肤的侵害。比如用非常

微细的钛白粉配成乳液涂在皮肤上，阻挡
甚至反射紫外线，保护皮肤。而所谓的化学
防晒剂，又称为紫外线吸收剂，通过吸收有
害的紫外线达到防晒效果。

有的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担心
其添加的化学成分会对人体皮肤产生影
响。李艳佳认为，合法经营的以及对消费
者负责任的厂家所生产出的产品中，无
论是物理防晒中所用的矿物质，还是化
学防晒中所添加的化学物质，都是通过
严格的科学试验筛选出来的，对其有效
性和安全性做过仔细的评估。只要是按
照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品种和限量使
用，长期接触皮肤对于皮肤健康的影响
是轻微的。

不过，李艳佳也提醒，由于防晒剂的
使用浓度均有严格限制，过度使用防晒产
品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并且SPF指数越
高的防晒产品对皮肤的刺激越大，皮肤表
皮比较薄或皮肤敏感、有损伤者不宜选用，
大多情况下，穿戴衣物、遮阳帽、太阳镜是
更有效、更安全的防晒方法。

SPF指数越高，防晒效果就越好吗

2厘米长、0.3克重、身段
柔软灵活的小玩意儿，能指
哪去哪儿、上下陡坡、负载重
物、不惧高温严寒……近日，
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薛
龙建教授课题组研制出一种
可精准控制方向和速度、综
合性能极佳的迷你软体机器
人，预期可在废墟狭缝、生物
体内完成各种复杂作业。

软体机器人相较于传统
刚性机器人，具有更大的自
由度和变形能力，在医疗救
援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力。“我们的研究灵感来源于
两种动物，即壁虎和尺蠖。”
薛龙建说，他的课题组长期

致力于仿生材料研究，他们
尝试在机器人上引入仿壁虎
脚趾刚毛的足部，让机器人
具有良好表面适应性，机器
人的步态借鉴了壁虎脚的取
向黏附能力和尺蠖前后足交
替运动模式，交替的开关光
照驱动它不断向前运动。

薛龙建说，仿生足部结
构相当于给机器人穿上了最
好的“防滑跑鞋”，不管是在
粗糙还是光滑平面上，均能
获得足够的抓地力而不会打
滑。此外，该机器人还能适
应极端温度变化，可以在负
载超过其自重50倍的情况下
稳定运动。

日本一家技术初创企业
推出一款蓝牙智能口罩，能
将听到的话转化为文字并翻
译成8种外语，还自带扬声和
录音功能。

据报道，这家企业名为
“甜甜圈机器人学”，在日本众
筹网站筹集资金研发出这款
名为“c口罩”的产品。产品为
白色，塑料材质，其实是口罩
外壳，大小与普通成人口罩相
同，中心位置有类似扬声器的
网孔，两侧各有一道豁口。用
户将普通口罩挂绳穿过豁口，
即可同时戴上普通口罩和“c
口罩”。使用时，“c口罩”经蓝
牙连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等电子产品，可以以文字形式
记录听到的话，将日语翻译成
汉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韩语、泰语、越南语和印度尼
西亚语 8 种语言。它还可以

放大用户声音、打电话，内置
话筒能录音并把文件储存至
蓝牙连接的电子产品中。

企业首席执行官小野泰
介（音译）说，这款智能口罩
使用的技术源于企业早期历
经数年开发的机器人产品，
那款产品用于帮助前台和客
户服务处回答来访者的简单
问题。企业在新冠疫情暴发
前已拿到东京羽田机场的订
单，但疫情打乱原计划，企业
面临生存困境，于是员工们
想到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当下
最常见的口罩上。

这家企业目前打算生产
5000个“c口罩”，定于9月在日
本上市，零售价3980日元（约
合261元人民币）。按计划，下
载相关应用程序的用户使用
翻译服务时需要每月缴纳额
外费用，尚不清楚具体金额。

一项中国和芬兰合作的
研究项目揭示了燕麦和黑麦
麸纤维促进肠道中有益微生
物生长的机制。

芬兰研究人员说，在由
东芬兰大学、芬兰国家技术
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生物科
学学院联合进行的这一项目
中，小鼠被分别喂食富含燕
麦或黑麦麸的高脂饮食，最
终结果表明燕麦能够增强小
鼠肠道中的乳酸杆菌属，黑
麦麸则提高了肠道中的双歧
杆菌属水平。

动物肠道中数量庞大的
微生物被称为肠道菌群。此
前人们已知膳食纤维会引起
肠道菌群功能的改变，从而
调节肠道环境，但具体调节
与代谢路径和机制在很大程

度上尚未清楚。据介绍，这
项研究确定了补充燕麦和黑
麦麸纤维后肠道菌群产生的
代谢产物的差异，以及如何
与宿主在代谢中产生不同的
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燕麦会影响
胆汁酸受体的功能，黑麦麸
会改变胆汁酸的产生过程，
从而以不同方式改善人体内
胆固醇的代谢。两者都可以
减轻与脂肪肝等疾病相关的
肝脏炎症，并抑制体重增长。

东芬兰大学教授马尔尤
卡·科莱麦宁表示，这项研究
或将促进提供单独的燕麦或
黑麦麸纤维成分产品的面
世，而摄入这两种纤维的好
处还包括能增加人体内其他
有益物质。

用一个全新的基因组图
谱，“打包”不同大豆的主要
优点，呈现大豆几乎所有的
遗传信息——我国科学家近
日在大豆基因组研究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有望为大豆的
育种改良按下加速键。

此次研究中，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
机构的科研团队首先对来自
世界大豆主产国的2898个大
豆种质材料进行了深度重测
序和群体结构分析，精心挑选
出26个具有代表性的大豆种
质材料，包括3个野生大豆、9个
农家种和14个现代栽培品种。

随后，科研团队利用最新
组装策略，对这 26 个大豆种
质材料进行基因组从头组装
和精确注释，构建了高质量的
图形结构泛基因组。这是一种
新型的基因存储形式，包含大
豆几乎所有的遗传信息，囊括
了一些重要品种独特的基因
结构变异。后者可以帮助解析
大豆种皮的亮度、颜色变化等
重要农艺性状的调控机制。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员田志喜介绍，该研
究首次在植物中实现了图形
结构泛基因组的构建，对大
豆基因的测序质量更高、还
原程度更精准、包含的遗传
多样性更充足。该基因组和
相关2898个种质材料遗传变
异的发布，将有力推进大豆
分子设计育种。

传统研究通常利用单个
基因组来获取一个物种的遗
传信息。由于不同个体间存在
遗传变异，单个基因组很难囊
括该物种所有遗传信息。构建
囊括物种所有遗传信息的泛
基因组，既是前沿科学挑战，
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相比其他主粮作物，我国
大豆的平均单产在过去数十
年间没有明显突破。要提高大
豆的基础研究和分子设计育种
水平，需要能够代表不同大豆
种质材料的全新基因组资源。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
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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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芬合作研究揭示燕麦
及黑麦麸对健康的益处

我国研制出一种可精准
控制的迷你软体机器人

日企推出智能口罩
可翻译可录音

我国科学家“绘出”
大豆最全基因组图谱

金边日食闪耀天宇

一个焦点事件，如何俘获众多网友
的心？当然少不了一个“噱头”。

“2020 年最有看点的天象，就是 6
月21日的日环食了。”河北省天文爱好
者协会理事长、正定县科技馆馆长秦瑞
强说，此次日食的“噱头”，就是错过一
次要再等十年。上一次我国出现日环食
还是2012年，而据了解，这次日环食是
未来10年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次，下一次
要等到 2030 年 6 月。并且，这次日环食
是21世纪以来食分（指食甚时日面或月
面被掩食的程度）最大的一次，非常接
近全食，整个太阳圆面有超过99%的面
积被遮住，仅留下一圈很细的金边。

日环食是日食的一种。在骄阳当
空、万里无云的日子，有时炫目的日轮
会突然蒙上一块阴影，并逐渐扩展，以
至整个日轮都消失了它的光辉，这时
天色暗淡，明星显现，飞鸟归巢，走兽
恐慌……这就是所谓的日食。

日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瑞强解释
说，当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三
者大致成一条直线的时候，从地球上某
些地区看，月球正好挡住了太阳的部分
或全部，就发生了日食。日食总是发生
在农历的“朔日”，发生时，地球上看见
日食的地区，正好处在月球的影子（月
影）里。

“月影分为本影、半影、伪本影几个
部分。”秦瑞强说，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
候，观察者处于月影本影里，就会看到
整个太阳都被月球遮挡住，天空一片
黑暗，宛如夜晚，此时发生的是日全
食；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候，观察者处
于月影半影里，就会只看到太阳的一
部分，剩下的部分则被月球遮挡住，这
时发生的是日偏食；如果在日食发生
的时候，观察者处于月影伪本影，就会
看到太阳中间的大部分被月球遮挡住，
只留下周边一圈明亮的圆环，这时发生
的是日环食。

对于大众来说，日食是值得欣赏的
天象。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日食有很大
的科学观测价值。由于月球的遮挡，使
得原本难以观察的太阳外层——日冕
层得以露出真面目，对于太阳研究有着
重要的意义。科学家还会通过射电波段
进行观测，即使是日偏食、日环食，也可
以获得色球和日冕大气各层次和射电
局部源的重要信息。

但天文学家也表示，从天文观测角
度看，日环食可观测的现象比日全食要
少很多，因为太阳光还没有被完全遮
蔽，色球、日冕、贝利珠等很多现象都很
难观测到。

七月天空轮番上演“星月童话”

日环食天文大戏，让人大饱眼福。
而七月的天空也注定是万众瞩目的。据
报道，太阳系多颗行星将在7月份迎来
全年最佳观测期，成为“星空舞台”的主
角。

7 月 5 日至 6 日，在人马座“茶壶”
旁，月球先后接近了木星和土星，在天
幕构成双星伴月的美丽图景。

“月球大约每月围绕地球运转一
周，这个过程中，会依次经过一些明亮
的行星，形成所谓的‘行星合月’。”秦瑞
强说，虽然“合月”天象每月都会发生，
但每次“合月”时行星和月亮的相对位
置会有所不同，距离远近也不同。“因
此，两颗以上的行星同时靠近月亮就相
对比较稀罕了。”

木星和土星谢幕之后，7 月 10 日，
以“启明星”姿态现身的金星将迎来全
年最明亮时间。

“金星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
亮之外最明亮的自然天体，也是白天唯
一能看到的星星。中国古代称之为‘太
白’。”天文学家介绍，当它早晨出现时，
人们称它为“启明星”；当它黄昏出现
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每当金星东
大距或西大距时，它与太阳的角距最
大，比较利于观测。

所谓“大距”，是指从地球上看起来
行星距离太阳最远。金星在太阳东边称
东大距，在太阳西边称西大距。东大距
时，可以在黄昏时分的西方地平线上方
找到金星；西大距时，金星则在黎明时
的东方低空出现。

然而大距并不是金星最亮的时候。
“大距时金星距离地球还比较远。在东
大距之后，金星慢慢接近地球，亮度
增加，但是由于金星位相变化，在地
球上看到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越来
越小，因此在这中间有一个时刻，金
星达到最亮。”天文学家介绍，过了这个
时刻，金星的亮度开始下降。同样，在西
大距之前的某个时刻，金星的亮度又达
到最亮。

据介绍，2020年有两次金星最亮，
第一次是4月28日2时，金星在太阳以
东40度；第二次是7月10日16时，金星
在太阳以西40度，用天文望远镜观察，
此时的金星呈眉月形状。

此外，7 月 22 日清晨，水星将迎来
年内第二次“西大距”。

水星是太阳系八颗行星中距离太
阳最近的行星，也是其中个头最小的行

星。这意味着这颗被古人称作辰星的行
星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落下，常常淹没在
太阳的光辉中而难觅踪影。很多人都没
有见过水星，哥白尼毕生的遗憾也是没
有肉眼见过水星。

“只有等水星和太阳的角距达到最
大时，人们才有希望一睹水星的风采。”
秦瑞强介绍，当水星运行到“大距”的位
置时，是观测它的好时机。“22日，如果
大气透明度好，我们也就可以在日出前
1个小时左右，目睹最小最害羞的水星
在东方低空中现身。”

浪漫流星雨也来“凑热闹”

在行星闪耀时，浪漫的流星雨也来
“凑热闹”。

其实，流星雨并不少见，想要做个
“追星”的粉丝必须得踩准时间。而对于
“追星族”来说，2020年有两大盛宴待飨。

8 月 12 日 21 时，英仙座流星雨极
大，辐射点约在22时从东方升起，预计
天顶每小时流星出现率最大为 90。12
月 14日 9时，双子座流星雨迎来极大。
而且，本次双子座流星雨非常适合观
测，月亮近朔，没有月光干扰，预计天顶
每小时流星出现率将达150。

流星，通俗来讲，是指在地球大气
层外的一些物体，如宇宙尘粒子、固体
块等物质，在接近地球时由于受到地球
引力的摄动而被吸引，从而进入地球大
气层，并与大气摩擦燃烧所产生的光
迹。

一般认为，流星雨的产生是“流星
体”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的结果，形成流
星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彗星的“破碎”。

彗星主要由冰和尘埃等组成。就像
是一个充满了尘埃沙粒的“雪球”，从太
阳系边缘开始，围着太阳转圈，走的是
一个细长的大椭圆形轨道。

“彗星靠近太阳的时候，由于太阳
温度极高，所以它们会在背对着太阳的
方向出现长长的彗星尾巴，整体看起来
像一个‘扫把’。”天文学家说，在这个过
程中，彗星中“雪”的成分蒸发，尘埃沙

粒就会遗留在太空里漂浮。这就好比建
筑工地上开出来的大卡车，会一边开一
边沿路掉一些沙子。地球围着太阳公
转，每年走一圈，都会穿过彗星遗留的
那些“沙子”，有些“沙子”和地球相遇，
进入大气层燃烧、发光，这就是流星雨。

由于这些尘埃沙粒之类的物质进
入地球的方向比较固定，流星雨看上去
像从夜空中的某一点迸发，这一点或这
一小块天区叫作流星雨的辐射点。为了
方便观测和记录流星雨，人们将其命名
为“其辐射点所在的星座流星雨”。

流星雨很早就被人类注意到并加
以观察。

“1833 年的狮子座流星雨可能是
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流星雨。在长达9
个小时的流星雨过程中，根据估算，每
个人都可以看见几十万颗流星。”天文
学家介绍，目前在人类观测史中，世界
上最有名的有七大流星雨，包括狮子座
流星雨、双子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
猎户座流星雨、金牛座流星雨、天龙座
流星、天琴座流星雨。

虽然一年中流星雨出现次数如此
频繁，但是要获得较好的观测效果，并
不容易。

“流星雨雨量的大小一般用 ZHR
表示。它表示在最佳状态下，即如果辐
射点位于天顶，天空中也没有光污染时
每小时天顶流星数。”秦瑞强说，ZHR
值越高，观测时间段内每小时理论上看
到的流星就越多，当ZHR足够大时，就
会出现“星陨如雨”的壮观景象。

大概正是由于流星雨的“颜值”，在
它被人们发现后不久，许多美丽的传说
就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有一个说法有
趣又浪漫：由于流星是偶然经过的，抓
住此刻的时间对着流星许愿，这样它们
可以带着你的愿望逝去，如此一来愿望
就会实现。

听上去很动人，但这只是过去人们
在不了解科学的时候，对流星雨这类天
象做出的猜想，代表了一种美好心愿。

“许愿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沙粒’进入
大气层燃烧和人的生活毫无关系。实际
上每天有许多‘沙粒’源源不断进入地
球大气层燃烧掉，只不过我们可能感觉
不到。”天文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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