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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减灾大显身手

“这个预警真的特别准，倒数结束后，就立刻感到
摇晃。”

“厉害了！关键时候，这个真的能救命！”
“大半夜突然响起倒计时，还以为是楼下的小龙虾

店在喊排队客人的号码呢。”
亲历6月17日晚地震预警和震灾的网民，在社交媒

体上纷纷留言，写下自己当时对地震预警信息的见闻
和感受。彼时，正在播出节目的电视突然屏幕上弹出
地震预警信息，社区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开始对地
震波到达本地的倒计时读秒。一些下载了地震预警
APP 的网民，从手机等各类终端同步收到地震预警信
息。大家根据经验和预报的所在区域受影响程度，迅速
做出应急反应：有的拔腿就跑，飞奔向空旷地带；有的
躲到墙体支撑相对牢固的空间躲避；有的并没有躲避，
而是从容地拿起手机拍摄或者录下让其颇感新鲜的地震
预警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分享。

通过媒体上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很多人知道了成
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是预警信息的发布机构之一，该
所联合相关部门建设的大陆地震预警网成功预警本次地
震，并通过高音广播、电视、手机、专用终端等向一些
地方发出地震警报。

距震中 50多公里的宜宾市，预警时间 10秒，预估
烈度 5.2 度；距震中 80 公里的泸州市，预警时间 18
秒，预估烈度 4.6 度；距震中 110 公里的自贡市，预警
时间 27 秒，预估烈度 4.1 度；距震中 120 多公里的毕
节市，预警时间 31秒，预估烈度4.0度。

过去 10 多年间，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与相关部门
联合打造地震预警网。目前，该网已延伸至全国，覆盖
220万平方公里和 90%的震区人口，成为全球面积最大
的地震预警网络，并多次接受实战检验，成功预警四川
雅安芦山7级地震、四川九寨沟7级地震、云南鲁甸6.5
级地震等50多次破坏性地震。

科学高效赢得外国点赞

此次宜宾震灾和中国开发的地震预警技术引起了外
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在 6月 18日的报道中指出，
在地震来袭前 1 分钟，成都的早期预警系统便已启动，
称赞中国是继墨西哥、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了
地震预警的国家。对地震预警的价值，该报道援引了中
国媒体广泛使用的一个说法：如果能在地震发生前3秒
发出预警，伤亡人数可减少14%。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较早就关注到中国地震预警能力
建设。在今年初的一篇题为《中国将建世界最大的地震
预警系统》的文章中，该通讯社援引中国一家电视台的
报道表示，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计划在 2022 年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先进之一的地震预警系统，它会
让其它国家艳羡不已。项目参与者称，现在专家正在全
国各地安装 1.5 万个传感器，它们将被连入统一网络。
在出现地震情况后，传感器会立即向控制中心发送电脉
冲，此后威胁警报将被发送到生活在潜在受威胁地区的
人们的智能手机上。中国专家称，这样的预警系统可以
在地震发生后数秒内发出危险警报，在地震波达到地面
前的数秒钟发出，好让人们逃出所在的房屋。

日本是世界上抗震减灾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此次
宜宾地震和中国地震预警能力的表现让很多日本网友赞
叹不已。“地震发生后，我立刻联系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
关心他的父母情况。他说，他们看起来有些紧张，但没关
系。地震发生前，他们所在的城市响起了警报，能让他们
采取避难措施。”一名日本网友这样写道。

“听说四川省的地震警报在一些地方地震波到达前1
分钟就响起来了，好厉害啊！这样就可以紧急应对，也
为关闭火源、减少次生灾害等赢得了时间。”另一名日
本网友感叹道。

抗震减灾任重道远

通过各类媒体的广泛传播，中国地震预警能力在此
次宜宾地震中的出色表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
做好抗震减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从地震预警角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提高预警效果；另一方面，扩大地震预警
系统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预警水平。

地震预警就是与地震波赛跑，尽可能抢在地震波没
有到达之前，向即将受灾地区发出警报，为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赢得宝贵的数秒、10多秒或者几十秒时间。
充分利用好这转瞬即逝的时间，高效采取科学防灾减灾
手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此次宜宾地震表明，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依然
需要付诸艰苦努力。由于平时宣传不到位等因素，面对
各类媒体突然播报的地震预警信息，一些民众对其识别
度不高，在恍惚和犹豫间，错失宝贵的防灾减灾良机。
虽然有的民众能够第一时间识别预警信息，但是由于平
时缺乏相关应急演练经验而手忙脚乱，不能及时做出科
学应对。因此，要大力加强对地震预警相关知识和信息
的普及工作，组织开展基于预警信息的抗震减灾演练。

畅通预警信息渠道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内
容之一。由于地震预警信息具有极其敏感性和复杂性，
其发布要严格遵守法律，获得授权。目前，经过前期的
努力，在一些地震多发区，地震预警信息已经获得了在
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发布的授权许可，但是要扩大其
覆盖范围，还要在授权许可方面继续努力。

在实践中，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如何综合衡量相关因素，适时进一步扩大其覆盖范围，
为更多地区和民众提供地震预警服务是接下来应该考虑
的问题。对此，有关方面已经做出了规划。中国地震台
网中心主任王海涛表示，在未来 5 年里，国家将投资
18.7亿元，用于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台网的建设，将把
我国各类预警台站数量从目前约 5000个大幅提升至 1.5
万个。

做好抗震减灾工作必须切实提高工程质量，严格落
实建筑抗震等级要求。地震预警原理决定了震中也就是
破坏力最大的区域是预警盲区，其抗震减灾在很大程度
上只能依靠建筑本身的质量。在能够获得地震预警信息
的受灾区域，民众采取的各种避险等抗震减灾措施，其
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建筑质量等为依托。因此，落实
建筑抗震等级，确保建筑质量是抗震减灾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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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四川省宜宾市
近日遭遇的震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灾
情就是命令，各方力量立刻行动起来，投
身抗震救灾。截至 6 月 19 日 16 时，灾区
供电和通讯基本恢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
进行。

连日来，人们在密切关注抗震救灾进展
的同时，也注意到在本次震灾中声名远播的

地震预警技术。通过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相
关图片和音视频，很多人第一次直观感受到
这一技术在抗震减灾中的重大价值。

近年来，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地震以
来，中国有关方面着力打造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地震预警系统，尽最大可能为震灾地
区民众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打开生命

“绿色”通道。

地震预警原理

地震无法预报，但是可以预警。两者的区别在于：
“地震预报”是对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件事
先发出通告；而“地震预警”是指大地震已经发生，抢在严
重灾害尚未形成之前发出警告并采取措施的行动，也称作

“震时预警”。
地震预警的关键是，利用地震波的前几秒的数据准确

估计震级、震中位置以及快速估计地震对预警目标的影响
等。预警系统的原理就是与地震波打时间差，监测站需要
搜集分析震前3-5秒的数据，因此有20公里左右的盲区。
但是在距离震源50公里内的地区，会在地震前10秒收到
预警信息；90-100公里内的地区，能提前20多秒收到预警
信息。

地震波分为纵波与横波。纵波传播速度 9100米/秒，
破坏力较小；横波传播速度3700米/秒，破坏力较大。地
震预警就是布设相对密集的地震观测台网，在地震发生
时，利用地震波与无线电波或计算机网络传播的速度
差，在破坏性地震波 （地震横波） 到达之前给预警目标
发出警告。地震预警更像是一场和地震波的“赛跑”，但
对于绝大多数地震，地震预警能够提供的有效预警时间不
超过30秒。

几天前，笔者一位写科普专栏的朋友兴奋地在朋
友圈转发了一则新闻，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科协联合
印发《北京市图书资料系列（科学传播）专业技术资格
评价试行办法》，首次增设科学传播专业职称，并在职
称评价过程中采用分类评价标准和“代表作”评审。

这意味着，在北京从事科学传播、普及和推广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才，将获得更多行业与社会认可。这位
友人在转载评论中连书了4个叹号，难掩喜悦，相信这
也是不少科普工作者得知此消息时的内心真实写照。

不少科普领域相关从业者都曾感慨，“做科普”不
难，但“做好”科普绝非易事。要构思巧妙，引发公众兴
趣；要深入浅出，便于大家理解；要形式多样，拓宽表现
渠道；还要与时俱进，创新制作内容……需要
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从行业传统认知
角度而言，却得不到与科技创新同等程度的
重视与认可。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致信祝贺
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并在信中指
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

两翼，以此勉励工作人员更好发挥地学研究基地、科
普殿堂的作用。

如今，利用节假日参与“科普游”“博物馆游”
已成为民众生活里的“新风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
博物馆、科技馆，也更凸显了科学普及的意义。一个
数字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热情：
2018年，仅中国科技馆一家，全年就服务公众440多万
人次，创下该馆年度服务公众数量的历史新高。

好的科普，是在科学与公众间搭建一座“理解之
桥”，不仅能够普及科学知识，还可以弘扬科学精神、传
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
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科技创新，也理应在专业技术层

面予以重视和承认。
增设科学传播专业职称，无疑给首都

的科普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这样的政
策，值得其他省市借鉴和推广。拥有了更
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他们才能
迸发更多热情，更好地将科普工作做深、
做实。

地震预警APP科普界面。

地震预警APP关于预警策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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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信息在抗震减灾中的应用。 百 度

点赞“科普”“科创”比翼齐飞
孙亚慧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乐里
中学以“彰显民族特色，实
施快乐教育”为办学特色，
开设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特色课程。

侗族琵琶歌是流行于侗
族地区的侗族曲种，侗语称
为“嘎琵琶”，可分为抒情
琵琶歌和叙事琵琶歌两大
类。2006 年 5 月，侗族琵琶
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乐里中学的老师在
教学生弹唱侗族琵琶歌。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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