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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县野火已确认导致至少111人丧生，仍有上千
人下落不明。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19日报道，遇难者人数今后
数天乃至数周可能进一步上升。

毛伊县野火始于8日，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
火。受飓风带来的强风和环境干旱影响，野火迅速蔓延，焚毁了人口
约1.3万的毛伊岛度假胜地拉海纳镇。

毛伊县包括毛伊岛、拉奈岛等岛屿。毛伊岛是夏威夷群岛第二大
岛，岛上人口超过10万。

当地政府官员说，截至18日傍晚，救援人员已搜索超过60%的火
灾地区，包括拉海纳镇。

失踪人员起初超过2000人，随着通信恢复，原先认为失踪的人数
有所下降。当地志愿者自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18日，仍有约1000
人下落不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米尔肯研究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
学者琳恩·戈德曼说，火灾发生时当地可能有大量游客和流动人员，准
确统计遇难者人数有难度，遇难者遗骸搜寻也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目前，遇难者遗骸辨认进展缓慢。毛伊县官员说，截至17日，所有
遇难者中，仅有9人身份获确认。为加速这一进程，美国联邦调查局
18日宣布在当地开设工作站，供人们提供脱氧核糖核酸(DNA)样本，
以便与遗骸匹配。

只是，那些全家下落不明的人或在当地没有直系亲属的遇难者，
难以通过DNA样本比对确认他们的情况。

判定遇难者的确切死因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戈德曼说，判定一
个人究竟死于烧伤、溺亡还是窒息，“将极其艰难且痛苦”。火灾发生
时，不少人试图跳海逃生，但有可能丧生大海。

除了直接死亡，曾研究过类似灾难的戈德曼表示，可能还会有更
多人因“灾难所带来的情况”而间接死亡。2017年9月，美国在加勒比
海地区的海外领土波多黎各遭遇飓风“玛丽亚”重创。波多黎各政府
当时通报64人遇难，但乔治·华盛顿大学2018年研究显示，在“玛丽
亚”登陆后的半年内，约2975人因缺医少药等与飓风非直接关联的因
素丧命。另据美国哈佛大学同一年的研究估算，“玛丽亚”直接或间接
造成4645人死亡，且这一估算的误差范围相当大，实际死亡人数或少
则793人，多则8498人。

一些人仍在等待失踪亲属的消息。拉海纳镇居民拉斐尔·因佩里
亚尔8日起杳无音讯，他的儿子已提交DNA样本，但还没收到匹配通
知。拉斐尔64岁，平时打三份工，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妹妹鲁比·因佩
里亚尔·卡尔马。

鲁比说，她没法离开拉海纳，必须等着拉斐尔。“我的一半大脑说
他出事了，另一半却说‘不行，你不能放弃’。总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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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苏瓦8月20日电（记者 郭鑫惠）近来，南太平洋岛国斐
济的一些人士和社会组织对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推动核
污染水排海计划表达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
划。

据斐济媒体报道，团结斐济党领导人萨韦纳萨·纳鲁贝日前表
示，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将给斐济人民赖以生存的太平洋带来严重
影响。斐济社会服务委员会执行主任瓦妮·卡塔纳西加表示，太平
洋不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垃圾场”。这场斗争已不仅仅是关于核
污染水的物理性排放，“我们是在为太平洋岛民的尊严而战”。

斐济非政府组织人权联盟发表声明说，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污
染水的计划侵犯了太平洋地区所有人民的人权。此举将对“海洋生
物以及依赖海洋资源的亚太地区人民的生计构成巨大威胁”。声明敦
促日本政府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斐济青年组织“未来世代联盟”本月初发表声明说，日本核污
染水排海计划“有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持久破坏”。有关核污染
水处理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必须优先考虑当
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敦促日本寻
求其他解决方案，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其核污染水。

斐济一些人士和组织强烈抗议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莫斯科8月19日电（记者 华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日
发布消息说，俄“月球-25”号探测器当天在执行变轨控制进入着陆准备
轨道时出现异常，无法按照预定参数进行操作。

消息说，指挥组专家目前正对探测器的异常情况进行分析。
“月球-25”号探测器本月11日搭乘“联盟-2.1b”运载火箭从位于俄

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升空，16日顺利进入月球轨道。按
照此前计划，“月球-25”号探测器预计于21日在月球南极的博古斯拉夫
斯基陨石坑附近软着陆。如果成功，“月球-25”号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
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探测器。

据报道，此次“月球-25”号探测器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软着陆技术，研
究月球内部结构、土壤、水资源、宇宙射线和电磁辐射对月球的影响等。
探测器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将拍摄月球全景图片，并跟踪拍摄探测器
着陆过程。

俄罗斯“月球-25”号
探测器出现异常

蒙古国2023年度“游牧民族”世界文化节18日在首都乌兰巴托以东
40多公里的泰吉山谷开幕。这一文化节旨在展示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游牧民族”世界文化节将持续到20日，其间将组织文艺演出、民
族服装服饰展、手工艺品展以及赛马、射箭、摔跤等30多个类别的700多
场活动。

来自蒙古国21个省和乌兰巴托市的上千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中国、俄罗斯、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参加文化节活动。

蒙古国政府将 2023 年至 2025 年确定为“探访蒙古国之年”，并提出
2023年接待100万人次外国游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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