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警报是什么？

震前飞出大量蝙蝠，
是地震前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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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的前一天，四川德阳绵竹市出现了一件大
怪事，天空突然飞出大量的“飞鸟”，黑压压的一大片，
全部往同一个方向飞行。后来，人们才确定这些“飞鸟”
其实就是黑蝙蝠。

蝙蝠是一种群居动物，喜欢聚集在漆黑的山洞、树
洞中，以及古老建筑物的缝隙中，有的蝙蝠种群数量多
达上千只。

蝙蝠每年繁殖一次，繁殖期在 5至 7月，到了 9至
10月，小蝙蝠可以飞了，蝙蝠数量大大增加。一些地区
蝙蝠还有越冬的习惯，跟候鸟一样，每年的秋季飞向数
千公里外的南方，第二年春季再飞回来。

不过大多数温带地区的蝙蝠都以冬眠的方式度过
寒冷的冬季，把自己挂在山洞中，不吃、不喝、不动，等
到来年春季暖和之后再恢复活力，寻找食物和繁殖后
代。夏季是蝙蝠最活跃的时期，经常集体飞行。

由此可见，四川德阳绵竹市上空出现大量蝙蝠属
于正常的自然现象，不是地震前兆，跟四川泸定6.8级
地震无关。绵竹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天空中
出现大量蝙蝠，该情况系正常自然现象。

宗合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泸定县突发6.8
级地震，成都、眉山、南充等市都有明显震
感。

有视频显示，一位成都的网友数秒前收
到了成都应急管理局发来的地震警报，此次
地震的震中在北纬29.59°、东经102.08°的
位置上，震深16公里，在著名的大渡河流域附
近，距离成都约220多公里。

而在四川泸定大地震的前一天，四川德
阳市出现了一件“怪事”，天空突然飞出大量
蝙蝠，全部往一个方向飞行，黑压压的一大
片，是地震前兆吗？

不是说地震的准确发生时间不可
预测吗？为何四川的朋友可以提前收到
地震警报呢？其实当手机收到地震警报
时，地震已经发生了，只不过破坏性的
地震波还没有到来，应急管理部门就是
要赶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前发出警报。

地震波按传播方式的不同可分为
三种类型：面波、横波和纵波。它们的坏
力各不相同。

纵波是一种垂直推进波，最快速度
可达 7公里每秒，最先从震源位置传至
地面，纵波使地面和建筑物上下发生振
动，破坏力较弱，震感不明显，但是灵敏
的地震探测仪能发现，确定震中位置和
震级，发出地震警报。

横波是剪切波，使地面发生左右和
前后震动，破坏力较强，传播速度约每秒
3.2公里，所以它比纵波要晚2.63秒抵达
震中地面，震深16公里。

成都在震中220公里外，如果不考虑
其它因素，比如警报生成时间，警报发布
时间，最多可以提前57.89秒发出地震警
报。

面波是混合波，是横波和纵波相遇后
叠加起来的地震波，前后、上下、左右各种
方式的震动，破坏力比横波还要大，最后
到来。

地震警报响起后，如果时间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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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四川阿
坝州黑水县达古冰川
景区，来自南京大学
的科研团队和达古冰
川管理局工作人员一
起，将一块块类似“白
色薄膜”一样的“凉
被”铺设在达古 17 号
冰川上。

记者获悉，为减
缓冰川消融，四川达
古冰川近日盖上了2.0
版“凉被”。

这 种 看 起 来 似
“ 白 色 薄 膜 ”的“ 凉
被”，实际上是南京大
学研究团队给达古冰
川定制的，是一种新
型辐射制冷材料。

减缓冰川消融，人工隔热“盖被子”

达古17号冰川，10年向后退缩了几百米

“如果再不对它进行保护，可
能达古冰川在本世纪末之前，就会
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达古冰川管
理局副局长黄仕海称，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达古冰川的面积在过去半
个世纪内消融了 70%左右。为减缓
达古冰川消融，给冰川三伏天“盖
被子”的行动势在必行。

据了解，达古冰川是我国罕见
的山地冰川，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
盆地过渡地带，是我国纬度最北的
海洋性现代山地冰川，是冰川遗迹
百花园，离大都市最近、最容易到
达和接近的冰川之一。近年
来，全球变

暖对冰川的消融影响非常大，从中
科院西北研究院对达古冰川的监
测来看，从 1966 年—1975 年我国
第一次科考数据，一直到 2017 年
监测的数据，达古冰川的面积在过
去半个世纪内消融了70%左右。所
以两年前，一项科学实验在四川阿
坝州黑水县达古冰川上进行，就是
给冰川盖上 500 平方米的巨型隔
热毯，以人工干预手段，对冰川的
消融减缓进行试验。今年 8月，达
古冰川盖上了2.0版“凉被”。

“盖被子”后

消融速度降低

“应用人工手段减缓冰川消融
尤为迫切。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副教授朱斌称：从2020
年起，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试
验，给达古冰川盖上了一层 500平
方米的土工织布“被子”。此后，经
研究团队测量，经过一年时间，“盖
被子”区域的冰体消融速度明显降
低，与未覆盖区域的冰体相比，能
减缓冰川消融厚度达1.5米。

今年 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
又带来了新的“凉被”，给冰川“盖
被子”这项工作，升级到了“2.0”版
本。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副教授朱斌介绍，曾经的冰川

“盖被子”工程，受制于“土工织布”
等材料选择，在降温幅度、防水、防
污等方面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此次铺设的新型辐射制冷材料，利
用微纳手段调控光谱性能，实现太
阳光照下的自发高效降温，比之前
的材料更先进。辐射制冷技术，作
为一种新兴的制冷技术，有更高效
的全天候制冷性能、低廉的材料成
本和便捷的制备、安装方式。

据“红星新闻”

大家应第一时间要离开房屋，来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时
间来不及了，可以找遮挡物，或桌子下面、墙角、柜子里
面、床下面，把铁锅盖住头部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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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达古冰川山顶全是灰色的，
感觉没有冰雪，是不是冰川已经热
得消融啦？”针对近日有网友提出
的质疑和担心，达古冰川管理局科
研处工作人员张伏称：冰川的确在
消融，但并没有消失。根据最新的
科考显示，达古 17 号冰川的面积
仅剩0.06平方公里，厚度最厚的也
仅只有 11米，平均厚度为 8米到 9
米。

“以达古 17号冰川为例，听同
事们说 2008 年以前，冰川的末端
还在泪湖边上，有很壮观的冰崖景
观，冰崖的高度可达十几米，现在
冰川向后退缩了几百米。”张伏进

一步解释到，夏日里很多游客来到
景区，看到山顶是灰色的，以为全是
石头，其实不是的，那是冰川在消融
退化过程中夹杂的碎屑，“有一个很
专业的学术名叫‘冰碛物’。但当你
走到冰川面前，还是能看到很壮观
的蓝色冰川。”

自 1966 年起，达古冰川经过
科考发现，1966年区域内有 13条
冰川，范围5.334平方公里；2017年
区域内有 9 条冰川，范围 1.363 平
方公里；2020年区域内有 10条冰
川，范围0.407平方公里。由于全球
变暖的影响，达古冰川的冰川消融
趋势愈发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