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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旦旦'* .. JJJ 

9 有毒植物

;.: 

相对于众多的可食锥植物来说，也有

精少有毒种分布于温倍地IiL 应最仔细掌

罐以下描述的有毒植物"征。

镰触毒

人I$.筐'段与.藩"、 ..摩 . •••• 
蟹M. 会受到严量.... !Illa倍。应该

立即用水净洗曼刺激..筐。

J. ."树高 '-6 米，树干王毛"
青佳复叶.小叶卵形对生 I 背"有黑色'

在 。 白色浆果'庭生. 分布于北羹东南部沼

泽地E。

, . .栋与毒常理，.栩似，但桐堕更

小.直生同 小叶卵形. 王片.掌状!:肿。

自巴蒙果， 分布于北集部分多林地区。

3 霉'曾.. M型更小.主扭曲罐线

11.直到， . 复 ot.t着生三小时 ， 叶形多变

爆色Æ. 白色浆'展@ 分布于北美多林地

区也

4 宝石'脏情与莓...伴生a 哇lIi

S是货色，略带橙红色JIf点. 种英.遭遇时会

射出刺激性汁液.

消化性毒

s 夺.. 高约 30 ~60厘米.主基部

着 lt长条形峙。花草圈'由'幅疏.生绿白色

六111花.分布于北羹尊地bl.~1曾多林地区e

擎命的.惧，籍'‘11认侈"百禽‘"
海.!

6 剿掌' 平均高钩 90.米..带
叶越.具齿，大锺白色ftl也在.刺果.广



































































164 位iIf册

20 陷阱及其布置

对付大多数野生小型动物，役置陷阱比追逐猝猎要有

效得多 1 即使猎枪已随I 只小动物 可是由于体型过

小，很难一击使中生布置陆阱反而更容易一些，同时画I省

出时间搜寻其他食物】

人们设计了许多草杂的陷防，真可谓煞费苦'L' 0 这些陷阱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去构建η 对于求生者，需要的是相对容易记牢和构建的简单实用

型陆阱。但是，由于每种动物都有各自独特的习性.许多有针对性的独特瞄

阱类型坯得掌握。如果某种陆防不适用，再试试其他的一←这是→个不断从

失败相错误中获取新经验的过程。

求生者必须超越懦爱主义而优先考虑自身保命。不拿的是，黎些很简便

的陷阱It会给动物带来相当大的'难。，震类为铺获特定类型动物而设置的快

罐数死型躏阱，比细勒死型，要是碰巧套住了其他种类动物的翼或黯腿，可

11会使它们痛苦好几个小时。定时董看是必须的，奇则会元'自延长猎物的瓣

酱，也糟加了li其他肉食性动棉偷食的可能。也有可能猾输在经过长树闺痛

苦的"扎磐试后量精毒集将自由-动"本能地殴断一羹就肢，就用其他自我

伤残法成功地矗离路盼。

仔细研究动物身体特征及生活习性可以使你避免许多铺设。诱饵和世置

位点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断尝试，要耐心等待，给陷阱以时间 q 猎

物初次遇到新鲜事物会很狐疑，慢慢便会逐渐接查 这时也就更容易上当

τη 

即使是在行走途中.设置♂些简便的过夜陷阱也可能会离收获。如果准

备在某地露营彼长时间，那么就可阳很好地策划和设置了 η 陷阱设置得越是

适当，数最趟多，成功的几率也越南。

尽可能设置大范围且能控制的陷阱线，早晚各俭查次收集猎物后重

新布置好。必要时要加U修复，重复不起作用的可以移往别处。为了提南效

率，设置盹阱时必须考虑有足够的反应灵敏性.使得"弹无虚发"。一次成

功可能是好几次失贼的结果 没必要因此而失望。如果陷阱虽没被触动，

诱饵却已不见，这可能是由于诱饵没放准位置 或者是由于触动机制不灵，

重新设置时这两方面都应考虑、

在进行规律性查看过程中，你可H同时巡查该地区.留意各种蛛丝马

迹 扩充或修正己布的有关周围环珑的知识n 同时也可搜集植物及其他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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