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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研究了灾害的危害和非工程措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因地制宜的提出了几条

防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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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国灾害的基本现状及其危害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 而

进行物质生产必须同自然环境发生关系, 并进行

物质交换。在其交换过程中, 人类和自然环境相

互制约,相互作用,自然环境制约了人类物质生产

的活动,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

对自然环境是能够发生反作用的, 人类对自然的

认识有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不同的阶段, 但都因

 无知!和 贪婪!对自然环境过分的攫取以至发生

严重的自然灾害而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作为

地球生命的一分子, 与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998年中国洪水的肆虐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破

坏生态环境来取得经济效益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

卵,而生态失衡造成自然灾害, 又破坏经济建设的

发展; 又由于人口仍处规模增长阶段,整体环境的

相对恶化以及本已匮乏的资源不断缩减, 中国所

面临灾害的威胁更为严峻和迫切。

我国土地资源辽阔, 灾害复杂多变, 灾害特点

明显, 表现为: ( 1)区域性。一般来说, 西、南部山

区是泥石流和滑坡易发生的地区, 地质上属于新

构造差异幅度最大的地区, 也是地震活动频发之

地。受信风强烈影响和地貌复杂的区域, 因而遭

雪灾、大风、冻害和农业灾害也较严重,东部湿润,

洪灾多发。西部干旱,旱灾和风沙灾害频发; ( 2)

群发性。一次大的地震, 除直接摧毁城市、桥梁、

铁路、通讯、矿山、大坝之外,还可引发一系列诱发

性自然灾害,如山崩、滑坡、泥石流、砂土壤化、地

裂缝和地面塌陷; ( 3) 周期性。陕西省大旱就有

300~ 400年周期性, 动静交替, 短者几年, 多则十

几年、几十年再重复出现的某种灾害。我国南方

与北方的降雨皆存在 30~ 50年周期性变化; ( 4)

社会性。由于自然灾害是危害人类生存和威胁人

类活动的自然事件, 因而它必然具有社会性的特

点,一次灾害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打乱

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 严重者必将带来社会的

动乱和文化的断代的破坏作用[ 1]。

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粮食损失越来越大, 50年

代平均每年因灾损失为 380万 t, 占粮食总产量的

2. 1%, 90年代( 1990~ 1997年)平均为 2 300万 t,

相当于 50年代的 6倍,占粮食总产量的 5%。90

年代平均每年受灾人口为 3. 8 亿, 占全国总人口

的 1/ 3,成灾人口 2. 4亿,占全国人口的 1/ 5,受灾

面积由 50年代的 2 500万 hm2 上升到 90 年代 4

942万 hm2, 受灾比例由 17% 上升到 90 年代的

33%,成灾面积由 50年代年均 1 050万 hm2 上升

到 2 500万 hm2, 成灾率由 50年代的 40%上升到

90年代的 50%。建国近 50 年里, 我国各种自然

灾害经济损失高达 25 000多亿元, 平均每年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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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大约平均为 GDP 的 3% ~ 6%, 占财政收入

的30%左右, 是发达国家数十倍, 1998年仅洪灾

损失高达 3 290亿元(见表 1)。自然灾害给人们

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建国以来我国有 50多万

人因灾死亡, 是世界上因灾而死亡的人数最多国

家之一
[ 2]
。

表 1 � 中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表

年代 经济损失(亿元) 总值(亿元) 损失相当百分比( % ) 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平均

525

616

1 216

854

993

1 876

1 863

2 882

1 353

15 667

17 400

20 000

24 000

31 380

43 800

57 733

67 700

34 710

3. 3

3. 5

6. 1

3. 6

3. 2

4. 3

3. 2

4. 3

3. 9

2 920

3 245

3 582

4 189

4 421

5 182

6 188

7 367

4 637

18. 0

19. 0

34. 0

20. 0

22. 5

36. 2

30. 1

39. 1

27. 4

表2 � 本世纪世界毁于地震的部分城市

毁灭时间 � � 地 � � 点 � � 震 � 级 灾 � � � � 情

1906- 04- 08

1908- 12- 28

1911- 01- 04

1920- 12- 16

1923- 09- 01

1960- 02- 29

1963- 05- 22

1963- 07- 26

1964- 03- 28

1972- 12- 22

1976- 07- 28

1978- 09- 16

1980- 10- 10

1988- 12- 07

1990- 06- 21

1994- 01- 17

1995- 01- 17

美国旧金山

意大利墨西哥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中国海原

日本东京、横滨

摩洛哥加迪尔

智利蒙特港

前南斯拉夫斯可普里

美国安科雷奇

尼加拉瓜马拉瓜

中国唐山

伊朗塔巴斯

阿尔及利亚阿斯南

原苏联列宁纳坎

伊朗乌德巴尔

美国北岭

日本兵库

8. 3

7. 8

不详

8. 5

8. 2

不详

8. 6

8. 2

8. 5

6. 3

7. 8

7. 7

7. 5

7. 1

7. 3

7. 0

7. 2

火烧三昼夜,死亡 6 万人

海啸, 死亡 8. 5 万人

历史上两次毁于地震

全城死亡 20万人

大火、海啸死亡 14. 2 万人

全城半数居民死亡,死 1. 6万人

世界记录中的最大地震

死亡 1 000 余人

城毁, 死 117 人

城毁, 死亡万余人

城毁, 死亡 24. 2 万人

80%的居民遇难, 死亡 1. 1 万人

90%的房屋倒塌,死亡 2 万人

80%的房屋倒塌, 死亡 2. 5 万人

死亡 5 万人,乌德巴尔毁灭

死亡 61 人, 8 万幢建筑物毁坏

死亡 5 438 人, 90%建筑物毁坏

� � 地震是人们面临的第一大自然灾害, 地震活

动是当今地质营力作用中对自然地貌形态和地貌

构造破坏最为强烈的一种作用。全世界因地震灾

害死亡的人数高达 300万, 占全部自然灾害死亡

人数的 60% ,特别是毁坏了不少城市
[ 3]
。造成人

口死亡最多的在中国也是地震,建国以来,死亡人

数达 28万人, 占全部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 50%以

上(见表2)。自1949年10月至1990年底, 中国发

生 8级以上地震3次, 7~ 7. 9级地震达 50次, 6~

6. 9级地震 303次, 5~ 5. 9 级地震 1 521次, 因地

震造成人员伤亡达 28万, 受伤 76. 5万。从 1988

年起,中国又进入第 5个地震活动高峰期,根据国

家地震局灾害防御司提供的数据, 90年代中国将

发生多次 7级以上地震, 并需警惕发生 8级地震

的可能。根据 1990 年颁布的中国地震烈度区划

图,我国 ∀ 度以上地震区面积达 312 万 km2,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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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土面积的 33% ,有 45%的城市(包括城镇)

位于 ∀ 度和 ∀ 度以上地震区内。北京、天津、西

安、兰州、太原、包头、海口、呼市等均在 ∀ 度的高
危区域范围内。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 近 50多年

来我国地震死亡总人数和一次最高死亡人数均居

世界各国之首, 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死亡人数的

60%, 我国地震灾害虽然发生频率不高, 但如果一

旦发生,造成人口伤亡和损失极大(见表 3)。近 8

年来,我国地震损失和受伤人数均呈发展趋势[ 4]。

表 3 � 中国 1990~ 1997年的主要地震灾害统计表

年 � 度 死亡人数(人) 受伤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27

3

5

9

4

85

365

21

2 187

554

480

381

1 378

15 024

17 722

149

6. 74

4. 42

1. 60

2. 84

3. 29

11. 64

46. 03

12. 50

表 4 � 河南省大水、旱灾害主要损失表

灾

种
年份

受灾面积

(万 hm2)

成灾面积

( hm2)

受灾人口

(万人)

死亡人数

(人)

房屋倒塌

(万间)

粮食损失

(亿 kg)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大

水

1950

1954

1956

1957

1963

1964

1975

1982

1984

124. 94

198. 90

264. 99

231. 99

446. 10

385. 60

172. 62

335. 81

246. 80

72. 92

148. 13

203. 92

179. 10

375. 46

301. 24

141. 97

279. 84

172. 06

583. 17

959. 54

3 308. 87

1 582. 02

2 918. 89

409. 98

999

1 251. 79

2 588. 80

290

943

933

1 037

1 910

745

26 000

646

1 478

36. 2 723

49. 6 596

153. 3 608

113. 3 363

419. 0 941

1. 9 345

581. 2 790

181. 0 760

427. 8 014

11. 87

9. 20

7. 98

11. 62

55. 42

45. 94

17. 18

41. 75

21. 25

9. 900

20. 656

27. 521

24. 858

94. 927

47. 836

116. 439

121. 127

51. 619

大

旱

1959

1960

1961

1978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233. 57

230. 62

343. 89

267. 79

303. 57

220. 51

545. 47

208. 54

561. 12

142. 56

172. 03

272. 66

184. 50

150. 86

117. 58

355. 87

121. 34

312. 93

1 304. 14

1 274. 42

1 955. 98

2 425. 58

3 032. 07

2 165. 10

5 435. 35

2 126. 72

5 756. 81

35. 25

36. 22

62. 83

29. 26

37. 52

36. 26

65. 07

22. 65

32. 60

6. 13

8. 40

14. 58

7. 45

13. 69

13. 05

23. 55

8. 31

11. 83

� � 干旱是中华民族的 心腹大患!。据历史记
载,从公元前 206年至1949年的 2 155年中, 发生

旱灾达1 056次,平均每两年一次。我国北方的旱

灾更为频繁, 自 16世纪以来的 400 多年中, 每百

年发生旱灾少的 31 次, 多的 91 次[ 5] (见表 4)。

1928~ 1929年陕西大旱, 全境 940 万人中受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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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达250万人[ 6] , 干旱不同于其它灾害,一年四

季都可能发生, 而且经常出现季节连旱现象,有的

长达数月或连续几年甚至十几年。如 1960 年干

旱是在 1959年的大面积干旱基础上进一步恶化

的结果, 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6月总降水量比

历年同期少30% ~ 60%,受旱面积达 0. 33亿hm2,

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出现井水干涸, 河水断流

情况, 土壤耕层含水量普遍在 10%以下, 1961 年

旱情稍有缓和, 1959~ 1961年 3年累计减产 1 389

亿kg, 直到 1966年才恢复到 1958年粮食生产水

平( 1958 年的粮食产量为 2 000亿 kg )。因为干

旱,建国以来每年平均 0. 2亿 hm2 土地受灾, 损失

粮食年均 250亿 kg, 因此造成粮食减产占全国因

灾损失的 50% ,持续干旱还引发土地荒漠化、地面

沉降、城市用水困难、工业停产等多种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害。

洪灾位于气象灾害之首,是一种世界性的自

然灾害, 全球因洪灾每年平均损失 200 多亿美

元[ 7]。我国是一个洪水灾害严重的国家, 特别是

进入 90年代以来, 不仅洪灾次数越来越多, 而且

范围越来越大。1991年江淮流域梅雨期连降暴

雨、大暴雨, 直接经济损失达 800 亿元; 1994 年华

南、江南洪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 1 000 亿元; 1996

年华中、河北水灾, 直接经济损失 629亿元; 1997

年的华南、华中洪灾,直接经济损失 1 100亿元
[ 8]

;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暴发百年不遇的大洪

灾,连续 70多天超警戒水位, 受灾人口 2. 23亿,

死亡 3 004人,倒塌房屋 497 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

达3 290亿元。

自然灾害中经济损失最快为台风, 台风以及

其引起的风暴潮、海浪等对沿海地区带来巨大威

胁,由此造成的损失则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从 50

年代的 1亿元到 70年代的 6 亿元, 从 80 年代的

12亿元到 1997年 300亿元。另外, 农作物生物灾

害每年平均造成粮食减少 200 亿 kg, 棉花 400 万

担[ 9]。由于受到近百年罕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的

影响, 全球范围内出现气候异常, 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

自然环境是一个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

物圈相互作用形成的历史自然地域综合体, 是人

类和生物界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必然作用于环境, 导致环境的变化。自然

环境剧烈变化, 或者侵入自然系统中的有害物质

数量过大,超过自然系统的调节功能, 就会破坏生

态平衡,使人类或生物受害。因此, 如何调节人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 积极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生态环

境平衡,预防和治理各种灾害的发生, 是人类面临

的重要课题。

2 � 非工程措施在灾害防治中的重要
作用

灾害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 同时也是

社会问题。灾害防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

基本保证条件和战略任务, 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防治各类灾害的发生, 特别是要根据中国的国

情,发挥非工程措施在防灾抗灾工作中的作用。

非工程措施主要是通过法律、政策、管理、教育、经

济等手段,以削弱和消灭及回避灾源, 削弱和限制

或疏导灾害载体, 保护和转移受害体, 保护或充分

发挥工程措施的作用, 减轻次生灾与衍生灾害危

害,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为此, 应采取以下

对策:

2. 1 �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自然灾害影响到世界所有区域, 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因经济状况不佳而危害最为严重, 在我国

人增地减和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有效控制灾害

的发生,将是中国人民跨世纪面临的难题。人类

活动可以致灾, 也可以减灾, 能否做好减灾防灾,

其实关键之一是看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灾害认

识的高低。因此,首先要树立减灾意识,增强抗灾

认识,加强心理上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各级政府

要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树立全民动员, 综合防

灾全局一盘棋的思想, 要在当地政府的行政首长

统一的领导下,成立跨部门和跨学科减灾机构,灾

区各单位应将人财物集中起来统一救灾, 在紧急

情况下, 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 实行军事化管理,

树立全民抗灾防灾观念。实行防灾目标责任制,

落实责任,建立国家管理、部门管理、地方管理相

互结合的管理系统。其次要采取多种手段宣传,

转变人们对抗灾救灾 等靠要!的观念,发扬我国

人民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提高全社会的

减灾综合能力,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带来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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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第三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抓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要进行减灾能力的调研,摸清每一个地区的人

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基本情况, 对易灾区进行深

入地调查分析, 以使自己对本地区防灾救灾工作

做到心中有数, 在灾害发生前后有快速解决问题

的能力,指挥军民抗灾救灾。

2. 2 � 培养人才,通力合作

防灾、减灾部门应与教育部门通力合作, 采取

有效措施,将防灾减灾纳入发展规划以适应减灾

事业发展的需要。( 1)我国灾害专业教育刚刚起

步,以后逐步扩大招收大中专学生, 调整专业结

构,稳定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将部分师范校改造成

为防灾减灾学院,努力培养专门人才,充实和发展

减灾专业队伍; ( 2)结合中小学基础教育, 把普及

减灾意识作为日常教学的一项内业培训制度; ( 3)

搞好减灾继续教育, 使广大在职减灾人员跟上时

代的步伐, 不断运用新理论、新知识、新科技、新成

果武装自己的头脑, 使减灾工作步入正规化、科学

化、专业化。

灾害防治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

题,防灾抗灾是发展经济,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

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以至

每一个人,提高世界防灾工作的管理水平和工程

建设水平迫在眉睫。我国 90年代以来虽然在抗

灾工作中参加一些国际组织, 但国际合作的步伐

仍然缓慢,有效的合作项目不多,为此, 以后应有

计划的邀请国外著名灾害学者与专家来华讲学,

进行学术交流, 有针对性地派出有关研究人员出

国深造,积极参予国际减灾。通过一致的国际行

动,减轻发展中国家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和社会经济失调, 增进每一个国家迅速有效地减

少灾害影响的能力, 鼓励科学和技术机构、金融机

构、工商界、基金会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加减灾工

作,支持和参与国际社会拟定和执行的各种减灾

方案和国际公约。

2. 3 � 加快立法,依法抗灾

法律是进行灾害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从

1949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生产救灾指示∃到

1998年#抗震救灾法∃的颁布, 特别是1998年 6~ 9

月#防洪法∃在抗洪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更显

示减灾法律在抗灾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综合

减灾意义出发, 考虑到灾害部门基本法及其部门

(行业)法的层次性, #减灾基本法∃应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的内容(图 1)。灾害立法,应当是对灾害

防抗救治的全过程, 包括对灾害的预测、预报、预

防、抗御、灾后的救济与恢复重建工作进行立法。

在灾害综合防治这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目前采

用单项法规还远远不够, 不能跟上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和满足现阶段形势发展之需求,建议在现有

#水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矿产法∃、

#防洪法∃、#地震救灾法∃等法律的基础上, 尽快完

善有关灾害防治问题的可操作法规与标准的制

订,加快灾害防治的总体法规 � � � #灾害防治基本

法∃的制订与颁布进度。国家灾害防灾立法, 也应

该纳入宪法之中, 走以法救灾的道路, 要对防救灾

害中出现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借鉴

国外防灾法规制度,先制订#中国防灾条例∃, 然后

在此基础上,颁布#灾害基本法∃, 以保证防灾、抗

灾、救灾工作的顺利实施。

2. 4 � 尊重科学,综合防灾

在过去几十年中, 由于不尊重科学,加上人口

的急剧膨胀, 对生态环境任意破坏, 使植被的破坏

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 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问题

(见图 2)。其恶果之一是自然灾害不断加剧, 人

为灾害不断产生, 这种教训应该吸取, 必须实施自

然利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尽量减少思维致灾的

可能性, 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追踪灾情, 预测预

报灾情,以科学设备建立预警系统, 加快处理各类

灾害数据,综合判断灾情, 分析灾情趋势, 研究灾

害规律, 还要将遥感技术、卫星技术、电子技术等

高新技术利用到灾害领域, 采取多种综合措施,控

制工业污染中的源头, 对进入城市污水系统的排

放单位进行监测, 建立无废或少废的循环性生产

工艺,实现生产工艺生态化和管理现代化, 减少废

弃物的产出, 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处理, 转化和消除

污染物,加快大江大河的治理, 良化江河湖海的生

态环境, 对水土流失及沙化地区, 采用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耕作措施、技术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

科学成果应用于防灾减灾工程建设,运用科技手

段对生命线工程、抗洪工程、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工

业系统进行隐患探索、检测、加固、排险。以科技

手段防御治理灾害及灾后实行防毒害,防污染,防

火,防疾病流行等措施,避免重大灾害和次生灾害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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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综合减灾法及相关法律基本框架

图 2 � 植被破坏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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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发展保险,转移灾预

通过保险减灾将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 因为

社会既是承灾体, 也是减灾体。社会活动有 80%

的人为因素干扰而成为重要的致灾因素[ 9]。因

此,分散灾险, 建立保险机制, 在当今社会显得十

分重要。保险与减灾关系十分密切,具体体现在:

( 1)保险赔偿是承灾体转嫁风险的最佳形式; ( 2)

保险系统弥补了国家后备资金不足的困难; ( 3)促

进了减灾防损; ( 4)有利于平衡财政收入和减少灾

害事故的发生, 有利于积累建设资金; ( 5)是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手段。近几年来,我国保

险减灾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

1980~ 1993年处理各类赔偿案数千件, 支付赔款

及保险金 960亿元, 承担保险责任 42 600 亿元,

1991年夏季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涉及 18个省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达 27亿元。保险公

司开办的农房保险, 保户得到赔额人均在 1 500

元左右。所以,在减灾工作要大力发展保险事业,

国家应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 同时对商品性保险

公司经营灾害保险业务的采取自愿政策。应根据

中国财力的情况,采取联合共保的办法,共同发展

灾害保险,国家要从整体经济利益出发,在财政上

优先照顾灾害保险的发展。同时, 在税收、政策方

面扶持灾害保险业务的发展, 推动防治灾害走向

社会化,将减灾纳入各行各业的行动计划,把减灾

责任分解和落到单位和个人。

灾

害

学

要

素

灾

害

学

地质灾害学:研究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灾害

地貌灾害学:研究滑坡、泥石流、崩塌、雪崩等灾害

气象灾害学:研究暴雨洪涝、干旱、热带气旋、低温、台风等灾害

生物灾害学:研究各类病、虫、草、鼠灾害

天文灾害学:研究对人类产生不利后果的天文事件灾害

生态灾害学:研究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人口过剩灾害等

工程经济灾害学: 研究建设中意外事故和灾害 (爆炸、工厂火灾、毒气泄

漏)

社会生活灾害学:研究民间灾害、交通灾害、战争、动乱、犯罪等灾害

理

论

灾

害

学

灾害运动学:研究灾害规律的成因与过程

灾害经济学:研究灾害及防治与经济的关系

灾害社会学:研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灾害生态学:研究灾害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灾害生态经济学:研究灾害与人类社会生活经济系统的关系

灾害地理学:研究灾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灾害分布、分类

灾

害

对

策

学

灾害预测学:研究灾害预测的原理与方法

灾害预防学:研究灾害预防的技术、工程与对策

灾害危机管理学:研究灾害危机处理方法与对策

灾害保险学:研究保险在灾害防治中的运用

灾害教育学:研究教育在灾害防治中的运用

灾害心理学:研究灾害发生时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

灾害法学:研究法律在预防灾害中的作用

灾害重建学:研究灾害发生之后重建的措施与方法及对策

灾害捐献学:研究灾害过程中社会各界的损献方法和心态及其管理

灾害分摊学:研究灾害发生后社会分摊的科学方法

图 3 � 灾害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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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丰富灾科,发展灾学

灾害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

学相交叉的学科, 它的研究内容广泛, 分支学科

多,可以归纳为三类,即要素灾害学、理论灾害学、

灾害对策学(见图 3) , 灾害学的基础是它的分支

学科, 灾害学的基本理论与内容来自各分支学科

理论与内容的概况与抽象。理论来自实践,实践

推动科学发展, 随着灾害的频繁发生和国际社会

对减灾活动的重视, 可以预料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 � � 自然灾害科学体系必将发展起来。因此, 对

这一学科进行超前研究, 明确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规范研究内容, 无疑将推动自然灾害学的向前发

展,将推动中国的减灾事业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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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Non- engineering Measures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ZHANG Jun- biao, PENG Ke- sh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 ion of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gling, Shanxi � 7221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amages of disasters and the position and effects of non- engineering measures in the devel�

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several anti- disaste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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