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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国云南、四川等多地连续发生森林火灾。森林火灾扑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不仅会对宝贵的森林资源造成毁灭性损害，还会直接

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火灾为何难防难控？哪些是造成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对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打破“信息茧房”

让算法更“聪明”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春天来了，过敏性鼻炎怎么防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受我国近日多地连续发生森林火灾影响，国
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特向北京市、河
北省、山西省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向四川
省、云南省发布高森林火险红色预警。

森林火灾扑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人们
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为了扑救森林火灾而牺牲宝
贵的生命。而就在3月30日，四川凉山西昌市泸
山的森林大火，造成了19名救火人员不幸遇难；
一年前，凉山的森林火灾曾造成31名救火人员
牺牲……

森林火灾为何难防难控，容易造成人员伤
亡？哪些是造成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我国森
林草原防火灭火工作应注意哪些？

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森林消
防学科带头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森林防火教研
室主任白夜。

凉山地区为何火灾频发

连续两年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森林大火，四川
凉山地区有怎样特殊的客观因素？

白夜介绍，凉山地区大部分是原始林区，植
被以云南松、高山松为主，长期枯枝落叶形成地
面腐殖层较厚，灌木、易燃草本交错复杂，为森林
火灾暴发创造了可燃物条件。

从气候来讲，凉山地区是典型的干热河谷气
候。受焚风效应和火场地形影响，风向多变，容
易造成火行为突变，是森林防火重点区域。加之
近年极端天气频发，连续干旱，风干物燥。

当前正值森林防火期，有利于火势蔓延的高
温、干旱、大风天气多，可燃物非常干燥，火源管
理难度大。受气候变化影响，干打雷不下雨天气
增多，雷击火增多。加上林下经济活动和森林旅
游日益频繁，人为火源管理难度大。

白夜认为，2019年扑救火灾伤亡是因为救
火队员身处单口葫芦峪山谷中，大风供氧产生对
流，燃烧气体蔓延，形成爆燃。而今年是火势直
接威胁马道街道办事处与西昌城区安全。为此，
宁南县组织21人的专业打火队，在一名向导带
领下，去往泸山背侧火场指定地点集结。但途中
经过杂草灌木地带时遇到火行为突变，导致19
人死亡、3人受伤。

火行为突变，包括燃烧方向突然改变、林火
蔓延速度突然增加、林火强度突然加大，特别是
高能量特殊火行为的产生，如飞火、火旋风、轰燃
等，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由于森林灭火战斗中均
是分队作战，遇到火行为突变情况容易发生群死
群伤。

森林火灾扑救难度大

森林火灾是在野外开放系统中燃烧的，烧毁
大量森林，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破坏性极大。近
些年来，山火进城越来越多，危害巨大，严重威胁
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其实，失控的森林大火均是由小火在恶劣
天气影响下发展而来，因初发火处置不当酿成大
灾，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白夜告诉记者。

以去年澳大利亚的山火为例，其持续燃烧了
7个多月，过火面积超过1200万公顷，烧死野生
动物12.5亿多只。造成这一悲惨局面的原因有
很多，其中，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澳大利亚灭火力量以志愿者为主，缺乏专业

森林灭火力量，且国家对此组织不力，失去扑火
最佳时机。”白夜指出。

另外，人为纵火现象在当地十分普遍。数据
显示，澳大利亚平均每年发生火灾6万起左右，
超过一半具有故意纵火嫌疑。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10年，在已查明火因
的森林草原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发的占97%以
上。其中，祭祀用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炼山
造林分列前4位，不少引发了重特大森林草原火
灾，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不良影响。

然而，针对森林火灾，特别是重特大森林火
灾，目前世界各国均无有效应对办法。因此，国
际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积极扑
救，一种是任其蔓延。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在应对森林火灾时的
态度是积极的，措施也是得力的。面对森林火
灾，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将火情控制在初发状
态，实现早救、快救、科学救的目标。”来自中国消
防救援学院的武达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森林火灾的扑救难度
和危险性是很大的。森林火灾通常发生在原始
林区，受气象条件、地形条件影响，火场情况千变
万化，风向多变。这就要求森林消防指战员必须
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到达火场后要判明火情，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合适战法，并且要灵活机动。
当遇到危险复杂地形、人员接近火场非常困难的
情况时，应该在外围观察火势变化，确保人员安
全，不能盲目扑打。在出现扑火时机时，集中兵
力打歼灭战。

“一切要以人的安全为重，如果森林消防员
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障，那该如何去扑火？”白
夜强调说。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近日也
发出通知，要求要坚持安全第一的思想，在确保
扑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组织灭火，坚决杜绝
再次发生人员伤亡事件。

森林防火短板待补

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不受火灾侵害，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既需要积极预防，也
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保护，更需要每个人都

提升防火意识。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森林
防护的良好氛围。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森林资源日益增
长，以及全球气候不断变化，我国的森林火灾
形势异常严峻。森林防火工作也面临着一些突
出问题。

白夜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地方的改革
还没有完全落地，林草、应急管理部门的分工
职责需要进一步细化，以进一步发挥全灾种、
大应急管理体制的优势。

同时，现有扑火力量不足，无法满足森林
灭火任务需求；林区扑火队伍老龄化问题严
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综合救援
能力亟待提升；另外，大型灭火装备、航空飞
机、应急物资等保障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仍存
在差距。

对此，白夜建议，要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应急管理
体制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应急管理有益做法，
形成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全国一盘棋的组织
指挥机制，提升应急救援效率。

“应该加强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排查工
作。结合森林分布、气象条件、火源特点等要
素，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将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石宽
认为。

当前，还有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建设一支
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
应急队伍，加大森林灭火安全培训力度，加强
森林防火实训基地建设，提升扑火指挥和紧急
避险的能力素质；加快研发先进的森林草原火
灾应急装备；强化森林草原火灾装备技术支
撑，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提高监测预警、辅助
决策、救援实战的能力。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要依法快速查处、严惩故意纵火。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严厉
打击人为纵火。抓好监测预警，先期准确识
火。加强形势研判，完善预警机制，及时发布
高火险信息，做到因险设防、因险施策。加强
火灾监测，强化日常巡护，细化应急响应措
施，确保火灾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为扑救四川西昌森林火灾，救援直升机在西昌邛海取水。 新华社发

无人机在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牛驼生态林区护林防火巡查。 新华社发

“傲慢使人无法爱我，偏见使我无法爱别人。”在全球抗击
新冠肺炎的战斗中，疫情每天都在夺走人们的宝贵生命，我们
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传播偏见。偏见是如何造成的？作为受
众，如何避免在信息的洪流中迷失方向甚至作茧自缚？这就
需要打破“信息茧房”，破除傲慢与偏见。

可能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扰——你某天出于好奇点
击了一条算法型资讯平台推送的新闻，从此，平台就会不断向
你推送同类新闻，哪怕你根本不想再看。

算法是把“双刃剑”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的内容平台迅速崛起，凭
借推荐算法以及精准用户画像，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位置等
多个维度进行个性化推荐，使新闻、信息的获取方式从主动搜
索转为个性化分发，提升平台商业变现的能力。这种“信息找
人”的内容分发方式一经问世就受到受众青睐。每个人都好
比拥有了量身定制的一份个人日报，实现“看我想看，听我想
听”。而从个人日报也能部分得出受众的个人画像：你读到了
什么内容，就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只要用户感兴趣就源源不断推荐，以此增加用户黏性，久
而久之，用户信息接受维度变窄，知识获取单一，一不小心就
会卷进垃圾信息的漩涡。如果我们的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
算法的“控制”之下，就容易发生传播学上的“信息茧房”效应。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
提出，指在信息传播中，受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
久而久之，会在不知不觉中作茧自缚。身处“信息茧房”的人，
会沉浸在自己认知的世界里，对其他领域越来越陌生。这一
传播学上的现象，在如今算法主导的信息推荐中尤为明显。

事实上，“聪明算法”还远没有聪明到可以真实、系统洞察
用户需求的程度。而且，算法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你感兴
趣信息的同时，也会使你失去接触不同事物的机会。有研究
表明，“信息茧房”的危害不止于此：长期生活其中，容易使人
失去对整体真实社会图景的把握，看不到也听不进不同意见，
甚至产生极端的思想和行为；也容易导致社会黏性的丧失，群
体之间往往彼此漠不关心，无法分享，也难以产生共识。“不想
要的”报道也许令你不快，但你至少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

“信息茧房现象其实是一种信息偏食造成的视野局限现
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解释，在当前信息环
境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自己构建的信息网络和公共
性信息平台获取信息。而个人性格特点、信息获取路径中获
得的满足感、平台设计以及算法等，都有可能带来信息路径的
固化，从而强化信息的偏食。

“破茧而出”要主动作为

社会要发展，人们需要了解未知。如何打破“信息茧房”？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喻国明认为，预防“信息茧房”，一方面要提升用户洞察技术，
使算法更聪明、更能完整准确测度到人们信息需求的全貌和
重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打破“信息茧房”的自觉意
识，提升自身媒介素养、网络素养，自觉融进大社会的资讯。

“对此，出路只能是算法的人性化。”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
院副院长、教授刘德寰认为。

从市场角度看，平台不会刻意窄化用户兴趣；出于对用户
价值的挖掘与利益的获取，平台也会不断打破“信息茧房”。
一些用户洞察技术，已经将算法的计算范围和测度指标扩大
到人的社交圈。

记者从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快手会自动在全球寻
找那些与你的偏好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者帮你探索，并使算
法呈现一定随机性。快手科技有限公司CEO宿华曾表示：

“帮助用户找内容的并非只是其偏好。算法其实与木匠的锤
子类似，本质上是一个工具，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算法。”

的确，作为媒体资讯平台，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应对算法
的“双刃剑”——既要满足用户需求，也要引导受众提高素养，
而不是一味讨好用户。有关研究表明，算法正在不断被优化、
迭代，愈发多元化。智能算法如何进一步迭代？喻国明认为，
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要升级算法型信息分发的控制变
量；第二，要解决所谓对于需求本身的不断逼近、详尽与全面
把握过程。不断优化算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服务。

“算法推荐也只能影响到分发机制，如果信息供给本身就
是不平衡的，那么无论怎样分发，都将产生‘信息茧房’现象。
应当及时调整生产内容与传播策略，深入用户研究，改变信息
供给不平衡。”彭兰认为。

对“信息茧房”的探讨也提醒我们，在对世界与自我的探
索上，每个人都需要有意识地自我检视，主动作为，走出舒适
区去拥抱陌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破茧而出”。

智能列车乘客服务系统日前亮相北京地铁，可提前告知
乘客列车运行位置、不同车厢拥挤度等乘车信息。新华社发

春回大地，大家有序复工复产。然而，
春风吹绿了大地，也吹来了花香，吹得漫天
柳絮和花粉在风中旋转跳跃，这也使得过敏
人群唯恐避之不及。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杨扬介绍，我国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接
近20%，且呈逐年升高趋势。“过敏性鼻炎实
际上是全身过敏状态的鼻部表现，同时可以
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哮喘、皮肤湿疹等疾病，
其治疗遵循防治结合的原则。”

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包括环境控制、药物
治疗、免疫治疗和健康教育。药物治疗主要
是对症治疗，医生根据患者病情程度，分级
给予鼻喷激素、口服抗过敏药物以及免疫治
疗的方案，来帮助患者减轻症状。

“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是‘一避、二
洗’。”杨扬提醒，一避是避免接触过敏源。
大家在过敏季节尽量减少外出，出门时佩戴
口罩，少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尤其避开上
午10时至下午4时的柳絮和花粉高发时

段。不得不暴露于这些环境时，除佩戴口罩
外，建议鼻腔内滴用香油或橄榄油，甚至使
用花粉阻隔剂以加强局部防护。

如果待在家中，遇到干热或大风天气
时最好关闭门窗；开窗时可挂湿窗帘，以阻
挡或减少花粉侵入；开车时紧闭窗户，可选
择内装可过滤花粉装置的车辆；除了花粉，
还要避免空气中的尘螨、宠物的毛发等引发
过敏。

二洗是鼻腔冲洗。大家应将它作为一

种常规护理，早晚各冲洗一次；外出回来后
要洗脸洗手，同时避免用手接触鼻腔，尽可
能减少接触过敏源的机会。冲洗鼻腔时，应
身体前倾45度，旋转头部，一个鼻孔朝下，
将鼻腔冲洗器的出水口塞入较高的鼻孔中
冲洗即可；洗鼻过程中需张嘴呼吸，避免用
鼻子呼吸而呛水。此外，大家要积极提高自
身抵抗力，适度规律锻炼，充分休息，多吃新
鲜蔬菜、水果，增强身体抵抗力也是防治过
敏性鼻炎比较有效的方法。

“首都智慧地铁”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