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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防晒衣
不灵！

这些天烈日炙烤，防晒服格外走俏，
各种炫酷概念也层出不穷：云感、原纱、
凉皮、激光打孔、蝉翼……让人眼晕不
已。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防晒用品就是
炒概念玩噱头，有的所谓黑科技防晒衣，
实际就是一件面料轻薄的普通外衣。

号称加“玻尿酸”
其实就是锦纶

云感防晒衣、冰感透气原纱防晒衣、
凉皮防晒衣、激光打孔透气防晒衣，还有
称加入了“玻尿酸因子”的防晒衣，今夏
的防晒用品可谓五花八门，光看名字就
晕。

记者在购物平台上发现一款“玻尿
酸”防晒衣，号称紫外线防护系数“UPF
2000”、“紫外线UVA UVB阻隔率高达
99.95%”，“额外加入玻尿酸因子滋润肌
肤”。记者询问客服时，对方说玻尿酸是
加在衣服里面的。记者查看发现，它的
面料成分其实就是锦纶和氨纶。

这个平台上还销售“艾草”防晒衣，
称采用了新型黑科技面料，添加了“艾草
成分”，不光防晒还能防蚊虫、抑制金黄
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记者查询卖家出示的检验报告发现，商
家宣传的“新型黑科技面料”实际是
65.8%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和34.2%的锦
纶。

名字炫酷、看似科技感十足的防晒
衣，能真正做到有效防晒吗？根据我国
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
定》，只有同时满足 UPF 值大于 40、
UVA透过率小于5%这两个条件，才能
成为“防紫外线”产品。记者发现，一些
打着“防晒衣”旗号销售的轻薄外套，就
是普通的纺织单衣，并非符合国家标准
真正意义上的“防紫外线”产品。

看不清问不明
网购防晒衣更犯晕

在网络平台上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防
晒用品更加困难。记者发现，有的产品
并未出示完整的产品信息，有的卖家在
答复时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让人摸
不着头脑。

记者在一家官方旗舰店页面看到，
热销款防晒口罩的月销量超过了10万
只。在商品详情页，商家打出了“UPF
50+”“云朵结构多面防晒”“紫外线阻隔
率99%”“0透光涂层”等诸多与防晒相
关的宣传语，还贴出了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的防晒效能检测报告，唯独没有标
明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记者在这家
店铺下单了一款防晒口罩，收到货后发
现，外包装上标示着，这款口罩执行的是
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这一国家标
准，属于真正的“防紫外线”产品，对于消
费者来说这么关键的“信息”却在介绍产
品时被忽略了。

平台上多家店铺销售的口罩，虽然
打着“防晒”的旗号，但都未标明执行了
哪些标准，当记者询问一款号称使用了
三大黑科技制造、外防晒内冷感的“冰丝
防晒口罩”效果如何时，卖家只是简单地
解释：“防晒效果可以的。”

（北京晚报）

受访专家表示，野猪等野生
动物频频现身，既有造成农作物
损失的一面，也反映出我国多地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
群栖息地扩大的趋势。“这些年生
态越来越好。”四川省青川县青溪
镇落衣沟村50多岁的村民杨庭秀
说，野猪、小鹿、猴子跑到田里吃
庄稼是生态变好之后的烦恼。

专家提示，野猪虽有危害，但
并非“害兽”。有研究表明，野猪
翻土拱地的习性，能够有效促进
森林的健康演替。同时，自然界

中许多植物的种子也通过野猪的
进食和活动来进行传播。

业内人士认为，要坚持保护优
先原则不动摇，找准猎捕与保护之
间的平衡点，科学施策，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否则，难免陷入

“滥捕滥杀—数量锐减—保护—泛
滥成灾—滥捕滥杀”的窠臼。

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吁，
在野猪致害频发的地区，当地政
府可制定专门的调控方法。比
如，公安机关可适当参与野猪猎
捕活动，或批准民间专业猎捕队

伍配备一定数量专用枪械。同
时，严格规范、执行猎物尸体杀菌
深埋或焚烧等无害化处理流程和
综合利用规定，严禁野生动物流
向餐桌。

专家提醒，倘若路遇野猪，应
保持冷静，迅速寻找四周利于躲
藏的地形和掩体。若野猪主动发
起攻击，应向两边躲闪，避开野猪
正面冲撞；陷入僵局时尽量找较
高且好攀爬的树木向上爬两三
米，在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报警求
救。 （新华社）

多地野猪泛滥频频伤人毁物

野猪不再是野猪不再是
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如何找准如何找准
保护与猎捕平衡点保护与猎捕平衡点？？

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共收录
野生动物1924种。与2000年首
次发布的名录相比，在基本保留
原有种类的同时，新增了700多
种野生动物。原名录所列物种中
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或广泛
分布，种群数量极高，无灭绝风
险，甚至可能造成危害的等情形
予以调出。

“野猪这一物种已不存在生
存威胁，很多区域种群数量过高，
符合调整基本原则。”中国林科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金崑说。

2021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理塘县上木拉乡增德村年仅
45岁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土登
相巴，在巡山途中，遭受野猪攻击

不幸遇难。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元山子

村，野猪隔三岔五深夜“光顾”，全
村334户中有100多户村民种的
庄稼果蔬，遭到过野猪破坏。通
江县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综合村
民反映情况评估，全县野猪达2
万余头；2022年3月至2023年3
月，通江县共计受理野猪等野生
动物致害报案700余件。

2022年以来，四川省绵阳市
统计在案的野猪肇事事件有1300
余起，8人因此受伤，3500余亩农
作物受损。

为此，多地县级政府不得不
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弥补野猪对
农户造成的损失。通江县近些年
拿出40多万元给群众购买了野生

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在绵阳
市，5个野猪危害较大的县每年花
费10万至30万元保费购买保额
120万至200万元不等的商业保
险。

不仅在乡村，南京、杭州等
地曾出现野猪进城。数据显示，
全国31个省份中28个有野猪分
布，其中 26 个省份的 857 个县
（市、区）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
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
响。

采访中，多地林业和草原相
关部门透露，从有利于社会发展
和群众生活的角度看，将野猪从

“三有”名录中删除呼声已久。为
此，多地做了详细的野猪种群调
查和危害性评估。

以后可以随意捕杀野猪吗？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野猪把
我100多亩地吃得70亩都要绝收
了。”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21
年开庭审理的一起案子中，在禁
猎区、禁猎期用禁用捕猎械具捕
获超过8头野猪的吴某，向法庭如
是陈述。

如今，将野猪调出名录，是否
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野猪？

金崑等专家说，野猪调出名
录后，开展猎捕活动程序更加简
便，但仍然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
则，严格遵守禁猎区域、禁猎期、
禁用猎捕工具和猎捕方法以及国
家枪支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猎捕野猪时，不能对国家保护
的其他野生动物造成伤害。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
植物与湿地保护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野猪调出名录的一个好处
是，基层在处置野猪致害和采取
种群调控时，程序更加简便。

“一猪，二熊，三虎豹。”采访
中，多地村民都用这句民间俗语
形容野猪的强攻击性。

“村民没工具收拾不了野猪”
“咬合力太强”“牙像刀子”“不敢
去弄”，四川省平武县木座乡新驿
村的村民们这样评价野猪的“杀
伤力”。村支书杜林说，“几年前，

村里一个老太太上山碰到野猪，
脚踝被野猪一口咬断，在医院住
了两个多月才勉强能拄拐走路。”

绵阳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
刑侦大队长李钟毅介绍，野猪大
多是群居动物，一般两三只母猪
与一群幼猪一起出没。为了保护
幼崽，成年母猪通常表现得易怒、
攻击性强。野猪有领地意识，可
能攻击领地内其他生物。

记者了解到，在生态环境较
好、野猪频繁出没的绵阳市，全市
仅有三支狩猎队，均是民间组
织。其中，只有一支队伍经公安
机关备案允许使用枪支。

野猪虽有危害但并非“害兽”

日前，国家林草局公布新调整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在全国多地致害严
重的野猪被调出该名录，意味着其不
再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这一
变动有何现实背景？调出名录后是
否意味着可随意捕杀？如何找准保
护与猎捕的平衡点？记者就此进行
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