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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公民防灾素养不
高，设置防灾地图的理念尚未普及。从防
灾减灾系统尚需完善角度来看，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作为配套设
施的防灾地图设置尚需跟进。从公众参与
角度来看，防灾地图的制作、使用可以提
高公众的防灾素养、灾害意识以及地图素
养。从其价值功用来看，其可以挽救更多
人的生命，让更多人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
正确的逃生路线，进行生命抉择。

什么是防灾地图？
那么，什么是防灾地图呢？地图可分

为一般地图与主题地图，防灾地图属于主
题地图的一种，其是为了到达防灾减灾的
目的，通过调查搜集资料、绘制而成表示
灾害风险分布、逃生路线、安全地点的地

图。防灾地图表示区域具有不同尺度，淡
化无关地理要素。防灾地图可以分为专业
层面、一般意义的防灾地图，前者表示灾
害风险 （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雪
灾、火山、海啸、核电事故等） 的区域分
布特征，并可与地质图、地形图等叠加；
后者针对不同灾害应对的逃生路线、安全
地点地图，表现形式多样，资料翔实、颜
色对比明显，通俗易读，多以小区域、大
比例尺出现，如旅游区防灾地图。

通过绘制、防灾地图可提高公民的灾
害应对能力、防灾素养以及地图素养。公
众如能把防灾地图内化成脑中地图、心理
地图，当灾害来临时，便能快速正确选择
逃生路线，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安全场
所。日本等国由于灾害多发、防灾素养较

高，其对防灾地图重视程度较高，人群密
集地区、旅游地都有相对应的防灾地图设
置，居民地也分发有该区域防灾地图，政
府网站也可以下载相应的电子防灾地图，
以实现快速疏散，确保生命安全。值得一
提的是，相关防灾减灾作品大赛即包括防
灾地图类作品，这也使得我们思考改变忌
讳谈灾害的传统文化，灾害、风险与其他
自然现象一样始终存在于自然与人类社会
中，人类只有真正认识、了解它之后，才
能应对自如，而不是一味逃避和盲目乐
观、漠视。

如何绘制？
除了政府、研究机构绘制外，公民也

可以积极参与，自主绘制社区防灾地图。
不同地区应选择不同的应急避难场所，其
根据距离、交通等因素绘制，确保公民能
在最短时间到达避难场所。防灾地图与应
急避难包一样重要。

那么，如何绘制呢？首先应明确选
题、区域尺度与方法。

一、选题。明确灾种，是针对地震、
洪水还是海啸等；是针对防灾工程措施还
是其他；是灾害风险分布图还是逃生图。

二、明确区域范围（社区、学校等）。
三、调查方法。实地调查、或是使用

航拍、卫星地图。绘制人应从身边的环
境、兴趣和主题人手，充分利用五官感
知、适当使用相关仪器。准备调查所需的
地图和用具，思考整个地图制作的进程，
确定在户外进行调查的步骤，使用怎样的
比例尺等等。

防灾地图制作流程：1.制定计划 （选
题）；2.资料收集（底图、基本信息）；3.调查
准备（途径、工具、路线）；4.调查记录（标
记、拍照、采样）；5.地图绘制（表现形式）。
居民参与绘制较佳，可以调动参与成员积极
性，实现真正意义的防灾减灾公众参与。

如何使用？
◆注意地图的几大要素，如方向标、比

例尺等要素，根据逃生路线实现有序撤
离、避免盲从、避免伤害。

◆鼓励社区居民、学校师生自主绘制当
地防灾地图，促进其转化为脑中地图。

◆由于外来者对于情况陌生使其更具有
脆弱性，应在醒目地方设置防灾地图；应
出版外文版的防灾地图并免费发放；条件
具备的话，应出版相应配套防灾手册，也
可以把相关信息集成于地图。

◆应设置与地图逃生路线相应的标识，
以实现快速有效撤离。

（作者系北京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纪中海啸逃生示意图》 作者：利可儿 邓日缘 萧锦；指导教师：谭秀华

我们需要防灾地图吗我们需要防灾地图吗？？
□ 张 英

3 月 3 日是第五个“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2018 年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的主题为“大型猫科动物：面
临威胁的掠食者”。而中国的活动
主 题 则 是 “ 保 护 虎 豹 ， 你 我 同
行”，倡导加强虎豹等大型猫科动
物保护。

独具魅力掠食者正面临诸多威胁
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自然状态

下，非人工驯养的各种哺乳动物、
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
类、软体动物、昆虫及其他动物。
其分四类：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
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有害野生
动物。

而这其中，作为全球最广受认
可、最受欢迎动物之一的大型猫科
动物，这些独具魅力的掠食者，如
今正面临着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诸多威胁。

总而言之，由于栖息地和猎物
的丧失、与人类的冲突、偷猎和非
法贸易，大型猫科动物的数量正在
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下降。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球上
最强的掠食者——大型猫科动物，
其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减少。据统
计，在过去的 100 年中，老虎的数
量下降了95％，非洲狮子的数量在
短短20年内下降了40％。

目前，国际社会已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而 2018
年世界野生动物日，就是为了让
人 们 有 机 会 提 高 对 其 困 境 的 认
识，并激励各方为正在开展的拯
救这些标志性物种的全球和国家
行动提供支持。

为了尽可能吸引更多受众，大
型猫科动物的定义逐渐得到延伸，
除了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这 4

种可以发出吼叫的体型最大的猫科
动物之外，还包括猎豹、雪豹、美
洲狮、云豹等。非洲、亚洲、北
美、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大型猫科
动物，其种类基本上遍布全球。

改善生态为营造更好的栖息环境
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为野生

动物营造了更好的栖息环境。
以北京为例，五年来，首都园

林绿化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的同时，全市野生动物种类也呈现
出增长态势，2017年北京市野生动
物种类已达 600 种，一些珍稀野生
动植物品种陆续被发现。

统计显示，五年来，北京新
增造林绿化面积 134 万亩、城市绿
地 4022 公 顷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3%，森林蓄积量达到 1748 万立方
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8.2%，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16.2 平 方

米；累计恢复建设湿地 8000 余公
顷，形成 10 处湿地公园和 10 处湿
地保护小区。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前不
久在房山区牛口峪市级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发现了震旦鸦
雀，震旦鸦雀是中国独有的一种中
型鸦雀，生活空间仅限于芦苇荡
中，数量稀少，是全球性濒危鸟
种，已被列入国际鸟类红皮书，被
称为“鸟中大熊猫”，是全市第二个
发现该物种分布的区。2018 年 2 月
份，由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动物所
承担的《上方山植物和植被资源科
学考察报告》《上方山陆生脊椎动物
资源调查报告》显示，在上方山发
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小叶中国蕨，
北京一级保护植物槭叶铁线莲，使
全市分布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达到
5种。

保 护 虎 豹 你 我 同 行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广泛开展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介、举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和设备
捐赠、发布保护野生动植物倡议……

“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活动，积极宣传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
推进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工作，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
春良介绍说，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在维护
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目前由于栖息地破碎化、人为
活动干扰等原因，我国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尚未完全摆脱濒危状态，保护
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和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新时代赋予林业部门的重大任务。中央深改组批
准4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其中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由
国家林业局具体负责，改革试点进入实质性阶段。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于去年7月正式成立，以雪豹
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也已经中央深改组批准，各
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李春良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保护力度，并加强与各虎豹分布国
的合作，分享经验，强化保护管理能力，共同提升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保
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据悉，2013年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3月3日为“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此举对世界各国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与野生动
植物赖以生存的绿色地球具有重要意义。

多措并举传递中国声音

海鱼大约是天下最复杂的东西，
一鱼多名，或多鱼同名，让人无所适
从。明朝屠本畯写过一本《闽中海错
疏》，介绍福建海产，劈头就说：“夫
水族之多莫若鱼，而名之异亦莫若
鱼。”我很同情。至少我读这本书
时，就是一头雾水，满目荒凉。想找
几个熟悉的海鲜，比如厦门人说的丝
丁鱼 （或西丁鱼），发现根本找不到
这名目。丝丁鱼的学名为龙头鱼，属
于狗母鱼科龙头鱼属。知道这些也没
用。我又去翻民国版《厦门市志·物
产志》，叙述之简，让我意外，依然
茫无所得。

丝丁鱼是极平常的小鱼，多年前
我在厦门第一次吃到，发现这种鱼非
常奇特：第一是细皮嫩肉，没有鳞
片；第二是柔若无骨，入口即化；第
三是齿牙锋利，一张杀气腾腾的阔嘴
比头部还大——因此而被称为龙头
鱼。许多人吃鱼害怕芒刺，总觉得每
根鱼骨都暗藏杀机，吃得心惊肉跳。
丝丁鱼是个例外，小刺细如毛发，对
人毫无威胁，顶多粘在喉咙有些难
受，惟一一根脊椎透明而柔软，仿佛
卑躬屈膝的媚骨，至少死后一点也不
凶悍。问它的名字，朋友称它豆腐
鱼、鼻涕鱼，生动极了。

上世纪末我在福州工作，上市场
买菜，才知道丝丁鱼是最便宜的鱼，

每斤不过两元。我不会收拾鱼，却会
处理丝丁鱼，抓住它的头，脖子一
拧，连头连内脏一起拔出来扔了。它
的牙齿十分尖锐，像带鱼一样，死后
还能伤人。烧煮起来非常容易，酱油
水煮，或者加点榨菜做汤，入锅即
烂。那段时间天天吃丝丁鱼，吃到反
胃，后来我回老家山区，过了几年没
丝丁鱼的日子，心理才调整过来。

在网上，有人贴出一张丝丁鱼照
片，请教什么名字，答案五花八门。
除了豆腐鱼、鼻涕鱼、丝丁鱼之外，
各地称呼各异，广州人叫九肚鱼、狗
吐鱼，潮汕人说殿鱼、乌齿佃，温州
人说他们那里叫水潺——我怀疑

“潺”字写错了，应该是“鱼孱 ”字。
明代松江华亭人冯时可在 《雨航杂
录》 中就称丝丁鱼为鱼孱 鱼，说它

“身柔如膏，无骨鳞细，口阔齿多”，
又说“海上人目人弱者曰鱼孱”。可见
丝丁鱼虽然满口利齿，在渔民眼里，
身上没有结实的肌肉，就是一个弱
者。

清末福州学者郭柏苍著《海错百
一录》，记家乡海产极详实，我细细
翻查，终于有所斩获。原来，他将龙

头鱼称为鱼定鱼——我翻 《辞源》 都

找不到这个怪字。根据这个名字，我
回头找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收
获了 9 个字：“无皮、鳞。岭南呼为

绵鱼。”丝丁鱼的确无鳞，但皮应该
是有的，只是肤浅得很，像水豆腐，
筷子略略用力，就破碎得不可收拾。
除了绵鱼，广东还有称它为龙松鱼
的，《香山县乡土志》说：“龙松鱼亦
名龙头鱼，巨口有齿，骨柔而脆，作
羹白如乳，滑如脂。”

丝丁鱼肉嘟嘟的，全身是水，一
口咬下去嘴里总有点扑空的感觉，像
是吃棉花糖。聂璜在《海错图》中称
它为“水沫所结而成形者”。我觉得
很生动。它就像大海诞生的一个龙形
泡沫。

郭柏苍说，福州人称龙头鱼为油
桶，“海鱼之下品，食者耻之。腌市
每斤十数文，贫人袖归”。读了这段
话，我大呼惭愧。我知道丝丁鱼低
贱，可是没想到居然到了“食者耻
之”的地步，连穷人购买，都要偷偷
摸摸藏在衣袖里。想想自己挺无耻
的，大摇大摆吃了好多年这种贱鱼。
但我还有点糊涂，难道清末一个穷人
的生活水准比我还高吗？时代没进步
也就算了，难道退步了？

龙头鱼是暖水性中下层鱼类，分
布于印度洋北部和太平洋西部沿海，
包括我国的南海、东海和黄海近岸河
口海区。它性情凶残，吞食各种小鱼
小虾，但游泳能力很弱。没人会把龙
头鱼当成主捕对象，但在近岸活动，

随波逐流，难免陷入无处不在的定置
网，成为人类的食物。民国《厦门市
志》不记丝丁鱼，想来也因为它是贱
民的食物，耻于形诸笔端。但现在没
几个人会去读古书了。厦门的酱油水
丝丁鱼，或者炸丝丁鱼，松软可口，
很受吃客的欢迎。海产枯竭，如今就
算是大海的一团华丽泡沫，只要曾经
拥有过生命，就让人珍惜。

喜欢草莓的“草莓控”们，肯定听到过一些
风言风语：草莓果肉突出、上面的籽粒陷得深，
是用了膨大剂，别吃；掰开草莓，若里面的果肉
是白色，则使用了催红素，别吃；畸形草莓可能
是变异品种，别吃……

上下左右遍瞧市场上的草莓，没有发现几个
幸免的。在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年代，
草木皆兵！还是别贸然邀请身份不明的草莓“入
口”吧。

假日里，一家人驱车直奔长安草莓园。
一路上，鲜花、小草、庄稼、行道树，袅袅

婷婷，各自以怡然的姿态，向我们点头致意。
走进一架薄膜覆盖的钢架大棚里，同草莓相

遇的那一刻，我醒悟，有一种交流，不到跟前是
无法完成的。

一垅垅草莓，疏密有致。青色、白里透红、
大红色的心形草莓，从片片绿叶间纷纷探出头
来。那一颗颗鲜嫩红艳的草莓，像一个个淘气的
小手，直要揪出人的口水来。

且慢。这一刻，至少在我心里，草莓依然
“披荆戴棘”，能否入口，就看这里的草莓，能否
掰掉自个身上的“荆棘”了。

真巧！那天，我们碰到了来基地视察的技术
员。我一股脑儿对专家说出自己的担忧，生怕漏
掉什么。

技术员弯下腰，摘了一颗婴儿拳头般大小的
草莓，一大口只咬掉一小半，说：“看，这粒草莓
籽陷得够深、果肉够突出吧？但它没有用过膨大
剂，长得肥硕，是因为这颗草莓吸收了充足的营
养。和胖人一样，只能说明它吸收和发育得很
好。你们可以直接摘下来吃，这里的草莓，用地
膜和生物防虫，不喷农药，连洗都不用洗。”

女儿听到这里，欢呼一声，一眨眼不见了人
影，留下我继续向专家请教。

“看草莓是不是自然生长成熟，最简单的鉴别方法是味道。用了激素
的草莓，因为生长期短，营养积累少，所以吃起来没味儿。但植物激素
对人的健康不会有影响，用在植物身上的各种生长促进素，只对植物有
作用，动物激素则要另当别论。”

“喷了催红素果肉变白的说法，毫无道理。果肉是红色还是白色，取
决于品种。日本甜宝‘章姬’草莓，果肉天生就是白色。所谓的催红
素，不过是一种水溶性肥料，这样叫，只是厂商的宣传噱头。就像黄瓜
的水溶性肥料，厂家为了促销，起名‘直瓜灵’，这些都是我国肥料行业
宣传不成熟的表现。”

“畸形草莓，一般是授粉不足造成的。天气冷、光线差，都会导致授
粉不足。温度太低，即使光照充足，蜜蜂也缩手缩脚，传粉大打折扣。
遇上低温，花粉囊打不开，花粉粒出不净，就会导致‘歪瓜裂枣’，与草
莓的变异无关。”

……
专家还在滔滔不绝。这时，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的手忍不住伸向

一颗饱满、圆润、顾盼生辉的草莓，这颗红宝石般的草莓，仿佛也等我
良久。

当舌尖再次遇上久违的草莓时，那滋味，竟感觉极像热恋，唇齿
间，是满满的甜蜜和陶醉。

当即，返身到莓园主人那里领了两个篮子——亲爱的草莓，我误会
你太久。

只一会儿，手中的小篮子就满了。女儿的小篮子上，还加盖了一座
红艳艳的“山峰”，那分明是一篮子的心满意足。这满足，还写在她的笑
脸上。粉面飞霞，恰如一颗甜美的草莓呢。

后来，我一直思忖，那位技术员，应该是草莓派来的才对！
从那天开始，草莓，堂而皇之地占领了我家的水果高地，让我们的

味蕾一次次痴迷、沉沦。轻轻咬一口草
莓，那酸甜馥郁的汁水，就像口腔里划
过的一道闪电，微妙的电流裹挟着草莓
的芬芳，沁入肺腑。每一粒草莓，也像
春天里的诗词，有愉悦、甜蜜的韵脚。

每一次，和草莓一起收获的，还有
女儿甜甜的亲吻。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
员，西安市雁塔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陕
西省漫画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植物科学
散文《枝言草语》《植物哲学》《植物智
慧》《漫画生态“疯情”》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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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Harpodonnehereus
俗名：丝丁鱼、绵鱼、鱼定鱼、

鱼孱鱼、豆腐鱼、龙头鲓、油桶等。

巴厘岛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旅游胜地，游客
的到来带来了经济繁荣却也带来了很多麻烦。
当地时间3月3日，一名英国男子在巴厘岛海域
潜水时，拍下触目惊心的一幕。海洋中漂浮着
瓶子、袋子、杯子、吸管等大量塑料垃圾，鱼
类避之不及。去年11月，这座旅游岛面临海洋
垃圾成灾的严峻问题，当地官员不得不宣布进
入“垃圾紧急状态”。 （新浪）

巴厘岛海洋垃圾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