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雹的形成
夏季的一天，天空被乌云笼罩，光线越来越

暗。远处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随着一阵大风吹过，
几颗大雨滴落在地上，湿斑如核桃大小。紧接着
飘泼大雨瞬间而至，雨声盖住了一切声音。一会
儿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原来是雨中夹着的冰雹
打在屋顶上发出的响声。冰雹落在地面蹦蹦跳跳，
在院子薄薄地铺了一层。小明不管不顾的打着伞
跑出去，急急忙忙拾了几个大冰雹回到屋里。椭
圆球状的冰雹拿在手里还真有些冻手呢。小明心
想这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你好！我是冰雹。我来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形成
的吧。”原来是放在碗里的一颗大冰雹在说话呢。
小明说：“谢谢，快告诉我吧。”

我们来自夏季的强雷雨云——雹云中。雹云
的云底距地面约１ｋｍ，云顶却距地面７～１０ｋｍ
高，厚度达５～８ｋｍ。雹云移动方向的前方，有一
股有组织的上升气流区，它是由近地面大范围的
低层空气向雹云方向集合而形成的，气流从云底
进入，通过雹云主体，再从雹云高层转向前方。上
升气流区供应给云水汽，也是我们形成不可缺少
的。上升气流在云的中上部位置风速达到最大，到
达云的顶部过程中又逐渐减小。上升气流风速最
大处，雹云有一个由大量过冷却水滴组成的含水
量累积区。什么是过冷却水？你知道一般水在０ｏＣ
就冻结成固体了，而０ｏＣ以下还没有冻结的液态
水就是过冷却水。雹云的后半部有强烈的下沉气
流，它是由雹云后部中层进入雹云的气流，由雹
云底层离开，这股气流一部分是雨和冰雹下降所
造成的。起初我们是雹云中的一些较大的云滴，随
着上升气流较大的云滴一边上升一边把碰到的云
滴合并到自己的身上，自己就不断增长，一直来
到含水量累积区。在含水量累积区由于含水量大
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就更快了，这样我们被带到云
的上部，这里温度已在零下２０ｏＣ以下，我们就被
冻结成初始胚胎。由于上升气流在云的上部是减

小的，气流托不住我们，我们的初始胚胎又落回
到含水量累积区，初始胚胎又和过冷却水滴碰撞
合并。由于含水量累积区温度较高、含水量大，初
始胚胎捕获大量过冷却水滴在冻结过程中释放出
热量，这样就在我们的四周形成了一层水膜，慢
慢地冻结形成了一层透明的冰，这就是我们的湿
增长。但并不是都是这样，在上下运动中我们还
会遇到温度很低含水量少的情况，这时我们捕获
的过冷却水滴少，冻结时释放的热量也少，这样
很快冻结把在水中溶解的空气和水滴之间的空气
也冻进来，就形成一层不透明的冰，这就是我们
的干增长。这样我们从云中的较大云滴在上升气
流中变成了冰雹的初始胚胎，由初始胚胎通过上
上下下的运动、经过湿增长和干增长就成了大大
小小的冰雹。小冰雹质量轻的被上升气流带到云
中较远较高的地方，在云顶或许被吹到云外，但
由于在云外的底部上升气流是倾斜的，小冰雹又
被上升气流带入云中，再重复较大云滴变成冰雹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变成了大冰雹。而大
冰雹因为质量重被留在上升气流最强的位置，在
大冰雹增长到上升气流托不住的时候，就下降被
云后部的下沉气流带出雹云。

你看我们在雹云中的经历曲折吧，这种经历
在雹云中仅用４～１０ｍｉｎ，我们就从冰雹初始胚
胎（直径０２～０３ｍｍ）长大成直径为１５～２０
ｍｍ的冰雹。我还要告诉你，以上的成功是要有条
件的，那就是雹云中含水量累积区的厚度不能小
于１５～２ｋｍ，含水量累积区的含水量在１５～２０
ｇ燉ｍ３，雹云中的冻结温度为零下２０～２４ｏＣ，雹云
的厚度在７～８ｋｍ以上。

小明听了“冰雹的形成”的故事，心想别看
这冰雹一会儿就化成水了，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
少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傅正浩，傅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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