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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团队在一种新的电池设

计中，创新性地将水处理设施中使用的一种常见化学品用于大

规模储能。这一设计为造出安全、经济的水基液流电池开辟了新

途径，同时该电池由储备丰富的材料制成，为将风能和太阳能等

间歇性能源纳入国家电网提供了可能。

此次实验室规模的新铁基电池，在连续 1000 次充电循环中

表现出显著的循环稳定性，同时保持其最大容量的 98.7%。相比

之下，先前类似铁基电池在更少的充电周期内，充电容量会下降

两个数量级。铁基液流电池将能量储存在一种独特的液体化学

物质中，称为含氮三膦酸酯、次氮基三甲基膦酸（NTMPA）。该物

质能将带电铁与中性 pH 值的磷酸盐基液体电解质或能量载体

相结合。至关重要的是，该物质在工业上可大量获得，因为它通

常被水处理厂用于抑制腐蚀。

液流电池由两个腔室组成，每个腔室都充满不同的液体。电

池通过电化学反应充电，并以化学键的形式储存能量。当连接到

外部电路时，它们会释放能量，从而为电气设备供电。

液流电池可作为电网的备用发电机，是可再生能源储能脱

碳战略的关键支柱之一。它们的优点是能以任何规模建造，从实

验室工作台规模到城市街区的大小均可。

研究团队的初始设计能量密度可以达到 9 瓦时/升，相比之

下，商业化的钒基系统的能量密度为 25 瓦时/升。但用地球上储

量丰富的材料构建的新系统，可轻松进行扩展以提供相同的能

量输出。 张梦然

电网储能用新铁基液流电池问世

汽车尾气是汽车使用时产生的废气，含有上百种不同的化

合物，其中的污染物有固体悬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

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铅及硫氧化合物等。

尾气在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的同时，还会对人类生活的环境

产生深远影响。尾气中的二氧化硫具有强烈的刺激气味，达到一

定浓度时容易导致“酸雨”的发生，造成土壤和水源酸化，影响农

作物和森林的生长。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一股股浅蓝色的烟气从一辆辆机动车

尾部喷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汽车尾气。这种气体排放物不仅气

味怪异，而且令人头昏、恶心，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在车辆不多的

情况下，大气的自净能力尚能化解汽车排出的毒素。但随着汽车

数量的急剧增加，交通拥堵成了家常便饭，汽车本应具备的便

捷、舒适、高效的优势逐渐被过多的车辆所抵消。“汽车灾难”已

经形成，由此带来的汽车尾气更是害人不浅。

科学分析表明，汽车尾气中含有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

的污染物有固体悬浮微粒、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

铅及硫氧化合物等。一辆轿车一年排出的有害废气比自身重量约

大 3 倍。英国空气洁净和环境保护协会曾发表研究报告称，与交

通事故遇难者相比，英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要多出约 10 倍。

什么是汽车尾气？

家中自来水有必要再净化吗？

水是生命之源，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的滋养。

水对人体的重要性
喝水对人体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维持正常代谢活动：适当增加饮水量

可以保持机体的正常代谢活动，避免因缺

水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尿黄尿少等

症状。

促进毒素排出：通过饮水还可以加快

体内毒素、代谢产物等物质的排出，对维

持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预防疾病：适当增加饮水量可以提高

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程度，对预防感冒、支

气管炎等疾病有一定的好处；同时，适当

多饮水还可以促进排尿，对预防尿路感染

也有一定的帮助。

保护皮肤：水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

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预防便秘：喝水可以滋养人体的各个

组织器官，还可以促进肠胃道蠕动，加快

食物消化，有效的调节肠胃道菌群平衡，

还可以起到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的功效。

帮助病情恢复：如果患有感冒等疾

病，适当喝水还可以稀释体内的血液黏稠

度，同时可以促进身体排汗，有助于身体

体温的调节，还可以加快体内毒素的排

出，可以有效的帮助疾病恢复。

常见的喝水误区
饮水只为解渴：许多人认为喝水的唯

一目的就是解渴，但实际上喝水对于我们

的健康至关重要。水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的生理功能和代谢

过程。因此，不能只把喝水视为解渴的行

为，而应该每天定时补充足够的水分。

饮料可以代替饮用水：饮料通常含有

高糖分、添加剂等成分，不能代替饮用水。

虽然某些饮料如椰子水等也含有水分，但

它们不能完全代替饮用水。饮用水可以补

充身体所需的水分，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

和生理功能。

饮水量有固定标准：许多人认为每天

的饮水量是固定的，但实际上饮水量应该

根据个人的活动量、身体健康状况、环境

和天气等因素而有所改变。一般来说，成

年人每天最少需要饮用 1.5 升至 1.7 升的

水，但这个量只是一个参考值，具体情况

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如果你从事重

体力劳动或者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就需要

补充更多的水分。

饮水需要遵照时刻表：有些人认为

每天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喝水，但这并不

是必须的。实际上，只要在一天内保持

均衡饮水，不出现脱水的情况即可。口

渴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当感到口渴时，

应该及时饮用适量的水。不过，如果你

想保持身体水分平衡，可以尝试在一天

中定时喝水，这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和

维护身体健康。

不渴就不需要喝水：有些人只有在口

渴时才会大量喝水，这是不正确的习惯。

当人感到口渴时，说明身体已经处于慢性

缺水状态了。缺水会导致血液浓缩、血容

量下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造成细胞脱

水，引起食欲降低、精神萎靡、四肢乏力等

症状。因此，应该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不

要等到口渴时才大量喝水。

吃饭时多喝水会助消化：有些人认

为，在吃饭时多喝水可以帮助消化食物，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科学。水分会稀释

胃液，可能会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此外，

大量饮水还会增加胃部负担，导致消化不

良等症状。因此建议在吃饭时不要大量饮

水，如果你想帮助消化，可以尝试饭后散

步或者按摩腹部来促进肠胃蠕动。

如何科学的喝水
保持稳定的水摄入量：每天的饮水量

应该稳定，避免过度波动。保持稳定的水

摄入量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平衡和代谢

稳定。

早晨饮水：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水可以

促进肠道排空，并补充夜间失去的水分。

这有助于预防便秘和促进消化。

随身携带水杯：随时携带水杯，以便在

需要时饮用。在户外活动或旅行时，随身携

带水杯尤为重要，以应对不稳定的身体状

况。

避免饮用过量：虽然水对身体健康至

关重要，但过量饮水也可能导致水中毒和

其他健康问题。一般来说，每天的饮水量

不应超过 3 升，具体饮水量还需根据个人

情况和医生建议来确定。

注意水质：饮用干净、安全的水对健康

至关重要。使用净水器或购买瓶装纯净水

可以确保水质安全。避免饮用未经处理或

来源不明的水，以防止潜在的健康风险。

合理安排饮水时间：除了早晨饮水

外，还可以在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合理

安排饮水时间，以帮助维持身体的水平衡

和代谢稳定。避免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或

一次性饮用过多水，以免造成胃部不适或

水中毒。

注意身体信号：倾听身体的信号，根

据口渴程度和尿液颜色等线索来合理安

排饮水时间。如果尿液颜色偏深或出现其

他脱水症状，应增加饮水量。

本报综合整理

水作为生命之源，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你了解水吗？水从哪里来？为什

么要节约用水？

让我们一起走进水，了解你知道和

不知道的水知识。

什么是水？
水是我们身边最常见、接触和使用

最频繁的物质之一。它是由氢、氧两种元

素（化学式为 H2O）组成的一种无机物，

是原始大气的组成物质之一，在常温常

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是包括人

类在内所有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

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是生命之

源，一切生命活动都起源于水。没有水，

动植物将无法生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活动也无法开展，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

命。

水的主要特性有哪些？
水的特性包括物理特性和化学特

性。

主要的物理特性有：水的形态有固

态、液态和气态。在常压下，水的凝固点

（冰点）是 0益，沸点是 100益；在 4益时，1
立方厘米水的质量为 1 克，此时水的密

度最大。水结成冰后，体积为原来的 1.09
倍；变成水蒸气，体积会增加 1600 多倍。

水对很多物质的溶解能力很强。例如，水

中含有溶解的空气，水中生物就是依靠

溶解在水中的氧气生存的。

主要的化学特性有：水的稳定性很

强，在高温条件下也不容易分解。常温

下，水的 pH 值为 7（pH=7 为中性），能与

活泼的金属如钠反应；在高温条件下，水

能与碳、铁等反应。水可以与某些酸性氧

化物或碱性氧化物反应生成对应的酸或

碱，也可以与某些物质结合为水合物。

水从哪里来？

关于地球上水的来源，众说纷纭，但

总体上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原生说，另一

类是外来说。

原生说认为，宇宙的尘埃云凝聚成

地球，随着地球快速的自转，含在熔融状

态的原始物质里的水分便向地表移动，

最终逐渐释放出来；当地球表面温度降

至 100益以下时，呈气态的水凝结成雨降

落到地面。也有说法认为，是火山喷发出

了大量的水。

外来说则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

量的冰陨石降落到地球表面，从而源源

不断地为地球带来了宇宙的水；另一种

认为，太阳辐射带来带有正电的基本粒

子———质子，它与地球大气中的电子结

合成氢原子，再与氧原子化合成水分子。

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水是

地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自身形成

的，即自生说。关于地球上水的来源的解

释，都有一些事实作为根据，但都存在片

面性。地球上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信一定能找到科

学的答案。

地球上的水是怎么分布的？
地球上的水分布很广泛。它以固态、

液态和气态的形式分布于海洋、陆地以

及大气之中，形成各种水体，共同组成水

圈。其中，海洋是水圈的主体，面积约

3.61 亿平方公里，覆盖了地球表面约

71%的面积。陆地水包括地表水（如河流

水、湖泊水、沼泽水等）和地下水。生物水

和大气水所占比例很小。在地球为人类

提供的“大水缸”里，可以饮用的水实际

上只有一汤匙。地球上的水绝大部分为

咸水，约占 97.2%，淡水只占全球总水量

的约 2.8%，其中，又有约 77%是人类难

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

带的冰雪。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是江河

湖泊以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

人类可利用的淡水有多少？

地球上的总水量达 1385984.61 万亿

立方米，其中只有地下水和湖泊、河流中

的淡水可以被人类利用。这就是说，地球

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量只占总水量约

0.64%，即 8870.3 万亿立方米。总体而言，

世界上是不缺水的。但是，世界上淡水资

源分布极不均匀，约 65%的水资源集中

在不到 10 个国家，而约占世界人口总数

40%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却严重缺水。人

类使用水资源的不合理方式以及污染更

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形势。

什么是水循环？
地球表面各种形式的水体是不断相

互转化的。水以气态、液态、固态的形式

在陆地、海洋和大气间不断循环的过程

就是水循环。

水循环形成的内因是水在通常环境

条件下气态、液态、固态易于转化的特性，

外因则是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为水循环

提供了水的物理状态变化和运动的能量。

水循环分为海陆间循环（大循环）以及陆

上内循环和海上内循环（小循环）。

水循环的主要作用表现在 3 个方

面：一是水是所有营养物质的介质，营养

物质的循环与水循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二是水是物质的溶剂，在生态系统中

起着能量传递和利用的作用；三是水是

地质变化的动因之一，矿质元素的流失

与沉积往往要通过水循环来完成。

每人每天需要饮用 1500耀1700 毫升的

水，才能维持机体的正常代谢。因此，我们有

必要掌握一些基础的饮水卫生与健康知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自

身的健康越发重视。很多人开始放弃饮用

家中的自来水，转而去购买超市中的桶装

纯净水。部分社区还安装了净水机，并鼓励

小区居民使用净水机产出的水作为饮用

水。此外，还有部分居民认为自来水含有一

定量的水碱，影响口感和健康，故在家中安

装纯水系统。

其实，上述做法大可不必。目前，家中

自来水所含的有害物质几乎为零。同时，自

来水本身还含有对人体大有裨益的微量元

素，这些元素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对维持

机体酸碱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过度净

化自来水，会同步去除这些有益的微量元

素，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钠是细胞外液中主要的电荷离子，参

与水分代谢，保证人体内水分平衡，同时维

持酸碱平衡，是胰液、胆汁、汗液及泪液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心肌运动和神经功

能的调节。

钾能保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钾浓度

过高或过低，会引发恶心和头晕等不适症

状。人体钾含量长期处于偏低状态，会导致

肌无力和身体乏力现象。此外，钾元素还参

与调节心脏功能和肌肉活动。

钙是构成人类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

分，如摄入不足，会导致牙齿脱落和骨质疏

松。血钙浓度会影响血压。同时，钙离子还

参与血液凝固过程以及心肌细胞的收缩和

松弛过程，帮助维持心脏的正常跳动。钙还

是神经和肌肉细胞的重要信号分子，参与

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传导。

镁能够保护心脏。机体一旦缺乏镁，就

会出现心肌收缩障碍，引发心律不齐和高

血压。同时，镁还能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

量，具有防止动脉硬化、增加心肌供血的作

用。此外，镁还参与骨骼和细胞形成，是保

持肌肉力量和耐力的重要营养物质。

硒属于类金属，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硒是机体内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关键组成成

分，参与辅酶 A 和辅酶 B 的合成，其抗氧化

能力比维生素 E还要强。同时，硒还能调节多

种维生素在体内的吸收，保护细胞膜。

铁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二价铁

和三价铁在体内相互转换，完成许多重要

的生理过程，如氧气运输、生物氧化等。人

如果缺乏铁元素，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等

疾病。

锌是人体代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能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还能维持食欲

和胃肠道的功能。缺锌的孩子可能出现厌

食现象。此外，锌能影响维持正常视觉的维

生素 A 的代谢。缺锌者可能出现视力下降

或白内障等问题。

如今的自来水处理工艺，已经完全可以

兼顾卫生与健康。因此，放弃自来水，转而使

用纯净水，未必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从水源水到自来水，中间发生了

什么？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来水从水

源处流出后要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

几个过程，才能到达家庭自来水管中。

其中，混凝是将水源中的粒状物质和

微生物聚合成较大的絮凝物，从而便于后

续的沉淀和过滤。过滤的作用主要是通过

活性炭降低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处理后的

水将进入清水池，并被加入二氧化氯或液

氯进行消毒，最后进入城市主管网，输送至

千家万户。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即气候平均状

态和离差（距平）两者中的一个或两个一起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

显著变化。离差值越大，表明气候变化的幅度越大，气候状态越

不稳定。泛指各种时间尺度气候状态的变化。范围从最长的几十

亿年到最短的年际变化。可分为地质时期气候变化、历史时期气

候变化和现代气候变化。

地质时期气候变化的尺度约 104耀108 年，主要根据动、植物

化石及各种遗迹间接研究。据考证其间经历过几次冰期与间冰

期交替变化的过程；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尺度约 102耀103 年，这

时期已有人类出现，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记录、动植物群的变化、

树木年轮分析等手段研究。其间经历过温暖期与寒冷期、干期与

湿期的交替变化过程，全球不同地区既有同步变化，又有反向变

化; 现代气候变化的尺度 100耀101 年，利用系统的气象记录研

究。一般认为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北半球广大地区气

候回暖，尤其是北极和高纬度地区，气温上升显著，而南半球变

化不大，到 1940 年前后变暖现象达到高峰，以后即开始变冷。气

候变化的原因很复杂。

什么是气候变化？

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的自然现象、性质及其变化规律，以及

与开发利用海洋有关的知识体系。它的研究对象是占地球表面

71%的海洋，包括海水、溶解和悬浮于海水中的物质、生活于海

洋中的生物、海底沉积和海底岩石圈，以及海面上的大气边界层

和河口海岸带。因此，海洋科学是地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科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于海洋中

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过程的基础研究，和面向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以及海上军事活动等的应用研究。由于海洋本身的整体性、

海洋中各种自然过程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主要研究方法、手段的

共同性而统一起来，使海洋科学成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海洋科学是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海

洋科学专业实际是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背景下发展

起来的，形成了海洋气象学、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

和海洋地质学等专业，许多大学在多年来专业背景教育基础上

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海洋科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什么是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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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uwendaK 科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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