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2日电 （记者陈瑜）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13 时 50 分，位于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12 楼的海啸演习总

指挥部响起海啸警报，国家海洋预报台海啸

值班人员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开展海啸预测

研判工作，相关领导和专家也立即赶往工作

现场。国家海洋局组织的 2013 年海啸演习

正式展开。

演习模拟场景是：菲律宾以西海域，整个

演习持续近两小时。据了解，我国地处环太平

洋地震带，既面临局地海啸的威胁，也受区域

和越洋海啸的影响。南海东部马尼拉海沟、台

湾周边海域和琉球群岛等地区都是国际上公

认的海啸潜在发生源地，一旦发生海啸将对我

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产生灾难性影响。

本次演习由国家海洋局统一组织，沿海各

省（区、市）海洋部门、国家海洋局各分局、国家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共同参与，主要为了评估与

检验各级海洋预报机构的海啸信息接收、预警

产品制作与分发能力以及海洋主管部门的应

急处置能力。

此次演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发起的代号为

“Exercise Pacific Wave 13”的跨国海啸演习

的一部分，该跨国海啸演习于 5 月 1 日—14 日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举行。这是我国作为太平

洋海啸预警系统成员国，第四次参与该组织发

起的泛太平洋区域大规模跨国海啸演习。

国家海洋局举办海啸演习

2013年 5月13
星期一

癸巳年四月初四 总第 9571 期 今日 12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胡兆珀 彭 东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为您导读

关注汶川灾后五年重建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余晓洁）“防御地震减

少灾害损失，概括起来有三句话。一是地上搞结实，建筑

结构抗震不散不塌；二是地下搞清楚，加强对活断层的研

究；三是经常搞演习，学会应急疏散群体逃生。”

第五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少泉在中国科技馆给首都群众带来一

场关于地震及其预防的专题科普报告。

张少泉表示，由于地震孕育机理复杂，大地震积累信

息不足。目前，地震预测仍是世界难题。“人类对地震前兆

现象有所了解，但远远没有达到规律性的认识。对特定地

区的某些类型地震可作预测，但只能是一定程度的预测。

对中长期预报有一定的认识，但短临预报成功率还很低。”

张少泉说。

据张少泉介绍，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的抗震

设防标准重新修订。比如中小学从原来的丙类建筑提升

到乙类建筑，并且严格按照“摸底，出抗震鉴定报告——对

校舍进行抗震设计——加固施工”的步骤实施抗震加固。

“这次芦山地震中，毁坏比较严重的是农居，而 2008

年以后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抗震加固的公用建筑也受损了，

但没有倒塌，这样就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张少泉

说。

张少泉特别呼吁大家向已故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叶志

平校长学习。叶校长筹资 40 多万元对校舍进行多次加

固，每学期都在全校组织紧急疏散演习。为避免发生踩踏

事件，他规定好每个班的疏散路线和疏散速度。这些努

力，在汶川地震中确保了全校 2200 多名学生和上百名老

师的安全。

地震专家：防御地震有三句话

地上搞结实 地下搞清楚 经常搞演习

今天是汶川地震 5 周年纪念日，第五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从 1 周年、3 周年到 5 周年，随

着时间的推移，汶川地震终究会离我们越来越

远。然而，无论这场灾难过去多久，依然有许

多东西值得我们再度回望。

连日来，四川省内多所高校院所举办学术

会议，以论坛、研讨会等形式总结防灾减灾、灾

后振兴的经验教训。在应邀参会的国内外专家

学者眼中，回望五年前那场举国情牵的地震，苦

痛与悲凉中，更让我们成长、自强——防灾减灾

的科学手段、抗震救灾的科学应对、灾后重建的

科学规划、灾后振兴的科学发展，为我们今后应

对重大灾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科学防灾：工程技术最
有效、最现实

5月 10日至 11日，在西南交大举行的第七

届全国防灾减灾工程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汶川

地震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同

济大学、台湾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东京工

业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设计单

位的 300 余位专家学者，以“防震减灾的经验、

技术与发展方向”展开研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崔建友表示，

防震减灾以预防为主、预报为辅，主动防御和

被动救灾要相结合，同时，要完善技术标准体

系、加强城乡统筹规划、加强国际技术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提出，要认识到工程

技术是防震减灾最有效最现实的手段。“隔震技

术的应用是效果最好的抗震办法，尤其在这次芦

山地震中表现出色。观测显示，使用隔震技术的

房屋，其震动仅为传统加固房屋的六分之一。”

周福霖说，目前国内建筑主要采用的三种

抗震办法，一种是传统抗震，即加粗柱子、多钢

筋，“跟地震硬碰硬”；一种是隔震，就是在房屋

下加一层柔软垫，将房屋与地基隔离，属“软抗

震”；第三种是减震，就是增加阻力。其中隔震

的效果最好，能将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提高 4 到

8 倍。与传统的把建筑物死死固定、加厚加粗

的抗震方法相比，隔震技术选择了完全相反的

方向——通过在房屋下面加一层软垫让建筑

物“动”起来。他说，柔软垫由一层橡胶、一层

钢板层层叠压而成，全名叫做“叠层橡胶隔震

支座”。建造房屋时，将这些支座一个个放置

到房屋与地基之间，彼此间留下足够空隙。地

震来时，这些支座就会依靠延展和活动空间，

把能量隔离、消减掉。周福霖用汶川二小举

例，在汶川地震后重建的汶川二小采用了隔震

技术，根据仪器监测，芦山地震发生时，学校房

屋的结构震动比地面震动减轻了二分之一；而

观测另一栋采用传统方法加固的房屋，其结构

震动比地面震动放大了三倍。

科学救灾：我国应急管
理体系进入快速运行阶段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自 2003年非典后建立

以来，通过汶川地震的考验和之后 5年的完善，

已进入一个科学启动和快速运行的阶段。”在 5

月8日至9日，由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汶川

县政府主办的“灾后振兴与国际减灾论坛”上，

新成立的“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

与管理学院”领军教授王昂生的发言，赢得在场

近200名国内外减灾专家的认同。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已在世界上达到一个

较高水平，并引起密切关注。”他说，经过汶川

地震的考验和经验总结，在四川芦山地震发生

后，各级部门、各类组织科学启动应急预案，形

成了不同的响应级别，使救灾更加快速科学。

“政府部门响应速度更快、力度更强，灾区

民众自救和互救能力充分体现，社会稳定应对

能力更强，组织更加有序。”王昂生说，在灾后

发生的第一时间，人们通过媒体以及自身社会

感受，明显感到灾区和周围的广大人民能够沉

着应对灾难，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在灾害发生

后 4 小时，可以从电视台和网上看到卫星遥感

影像，并据此分析受灾情况；在几小时内就明

确受灾最重的地区和范围，并派出专业救援队

伍，安排重型救援设备；媒体注重第一时间引

导人们正确防灾抗灾。“甚至此次芦山地震比

汶川更快用上了直升机去侦测灾情和运送物

资。这些都比汶川地震时有所进步。”

而我国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得到了应

邀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

表、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负责人瓦尔斯

特伦的认同，她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汶川地震

五周年之际，她在中国看到了许多的进步，特

别是在早期预警系统建设以及应灾能力改善

等方面。 （下转第三版）

从汶川到芦山：彰显科学的力量
本报记者 盛 利

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终需要在市场上
实现其经济价值。保持供给方与需求方创新政
策协调一致，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创新。早在20
多年前，一些发达国家就已开始尝试应用需求方
创新政策，近年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各国政府迫于财政预算压力和市场需求持续
低迷的态势，更加关注需求方创新政策，希望通
过刺激市场需求，提高公共财政利用效率。

需求方创新政策的基本类型

目前，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对需求方创新
政策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曼
彻斯特大学教授雅各布和经合组织（OECD）的

研究。雅各布将需求方创新政策分为5类：政
府采购、对私人需求直接支持、对私人或公共
需求间接支持、需求规范或需求者—生产者沟
通规范和系统方法。OECD于 2011年出版《需
求方创新政策》，将需求方创新政策分为6类：
政府采购、法规、标准、消费者政策、用户导向
性创新计划和领先市场行动计划。

综合上述两种分类，我们认为需求方创新
政策从功能和作用角度可以分为提升公共需
求、刺激私人需求、提高创新要求、促进创新供
需均衡四种基本类型。

提升公共需求类创新政策，指的是利用政
府部门对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拉动企业创
新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创新导向的政府采
购、政府首购和商业化前政府采购三种政策工
具。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指在一般政府采购

中将创新作为一个主要采购指标，其不仅要关
注采购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更要关注产品创新
性。政府部门作为首个客户购买企业的创新
产品或服务，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不断改
进产品性能，并通过政府领先示范作用促进创
新扩散。商业化前政府采购指由政府根据其
特定需要，承诺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商业化前
多个创新链环节（包括研发服务在内的产品创
意、方案设计和样机原型制造等）中一定数量
产品、服务或者解决方案。

刺激私人需求类创新政策，指的是有意刺
激企业与终端用户需求的政策措施，包括直接
措施和间接措施。直接措施主要包括税收优
惠、财政补贴和创新券等，通过降低使用或购买
创新产品的价格，刺激企业或个人需求；间接措
施主要是增加产品创新透明度或提高消费者使

用技能，包括设定标签、示范项目、教育培训等。
提高创新要求类创新政策，是指人为从市

场角度提高产品要求，促使企业创新的政策措
施，主要包括相关行业的技术法规和标准。

促进创新供需均衡类创新政策，是指促进
创新供给与需求协调一致的政策组合。这类
政策既包括对各类需求方创新政策的组合，也
包括需求方与供给方创新政策的组合。

需求方创新政策的国际经验

近 20 年来，各国进行了多种需求方创新
政策的实践与尝试，经过梳理与总结，主要有
以下几点经验：

1．借助政府采购提升公共需求
目前，政府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最常采用

的一项需求方创新政策。如芬兰积极调整中央
和地方政府采购流程和方法，设立以创新为导
向的采购基金，并修订“政府采购战略”，鼓励政
府部门与供应商一起寻找创新解决方案。德国
推出绿色政府采购计划，采购实用的节能技术，
促进环保领域的创新，帮助德国企业成为该领
域的世界领先者。 （下转第三版）

需求方创新政策的几个问题
梁洪力 周华东

5月12日，在山东省烟台市地震科普教育基地，参观者在倾斜19度的地震逃生救援体验
楼中感受“地震现场”。 新华社发（初阳摄）

人们在参观“亲历汶川地震”沙盘。 新华社发（申吉忠摄）

孩子们在了解海啸形成原理。 新华社发（申吉忠摄）

科技日报讯 （蒋鹏程 记者陈瑜）5 月 11

日上午，在浙江杭州海关下属台州海关关员的

监管下，装载着 917 吨“洋垃圾”的“MOON

RIVER（月亮河号）”轮缓缓驶离台州港。至

此，这批被台州海关截获的来自日本的洋垃圾

被正式退运出境。

4 月 22 日，台州海关在对一票进口自日

本、申报为“以回收钢铁为主的废五金”的固体

废物进行查验时，发现其中夹带有未清除绝缘

油材料的变压器，经台州检验检疫局检验，认

定该批变压器不符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五金电器》要求，

属于国家严格禁止进境的“洋垃圾”。

据了解，固体废物是指国家实施进口许可

证管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资源；“洋垃圾”

则是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所列境外产生的

电子垃圾、生活垃圾、医用垃圾、工业矿渣、旧

服装、建筑垃圾等。

“洋垃圾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入境后

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危害。”台州海

关监控查验科科长杨秀泰介绍说。

今年以来，在海关总署“绿篱”专项行动的

统一部署下，杭州海关积极加大“洋垃圾”走私

打击力度，积极强化情报经营和分析，加强对货

运现场的监控和货物的查验，并对重点渠道、重

点企业、重点商品开展专项分析和稽查。仅下

属台州海关，1—4月就累计监管固体废物 72.4

万吨，先后查获并退运“洋垃圾”2273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现场单证审核

和查验力度，借助高清视频监控和门户式辐射

探测设备，对固体废物进口进行全程监管。”台

州海关副关长沈世龙表示，“将继续加强与检

验检疫、环保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系配合，

形成监管合力，严防‘洋垃圾’进口。”

“绿篱”守国门 挡住“洋垃圾”

科技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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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2日电 （记

者余晓洁）五年前的汶川 8.0级地震还

历历在目，今年 4 月 20 日雅安芦山又

发生了 7.0级地震。科学预防地震，普

通百姓应该怎么做？

北京市地震局制作了地震应急知

识挂图，在全国防灾减灾日于中国科

技馆展出。不少市民在挂图前驻足阅

读，记录下防震要领。

首先，平时就要注意学习防震减

灾知识，日常进行地震演练。平时就

要了解居家和工作场所附近的应急避

难场所，比如空旷地带。及时清理楼

道，将室内高处重物移走，以防阻塞疏

散通道和被坠落的重物砸伤。

其次，家庭地震应急包里应备好

手电筒、收音机、矿泉水、方便面和饼

干、外伤药、结实的绳索、贵重物品和

一定数量的现金等。应急包上要写好

联系方式，包内物品定期更换。

第三，临震应急。当强震来临无

法外逃时，应拿枕头保护好头部，就近

伏在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小开间

内。高层跳楼危害大，不应靠近窗户、

镜子及建筑物外墙。影剧院和体育馆

的排椅、商场的立柱和墙角都是合适

的避震处。待强震过后从安全通道迅

速撤离。

家庭防震应急包里应放什么？

5月12日，“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当日参观人数超万人次。 新华社发（薛玉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