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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震？
    有哪些危害 ?

地震篇01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漫长的构造运动中逐渐演化成

了复杂的地貌结构，地球表面的隆起和沉陷构造瞬间

快速颤动就是地震。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构

造运动引起的地下深处岩层错动所造成的。

地震的破坏力巨大，往往造成各类建筑物倒塌损

坏，交通、通信中断，生命线工程设施等破坏，还会

引起火灾、爆炸、有毒物质泄漏、放射性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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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时可能
出现的危险

01 | 房屋倒塌：地震可能导致建筑物结构受损，严重时会造成

房屋倒塌，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02 | 地质灾害：发生在山区的地震，多伴有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对周围地区造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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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火灾：地震可能破坏燃气管道、电力线路等设施，导致火灾。

04 | 水灾：地震可能导致大坝溃决，引发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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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交通中断：地震可能造成公路、铁路、城市道路等受损，

对救援和逃生造成不利影响。

06 | 水源污染：地震可能导致水源污染，如水井受损、污水管

道破裂等，威胁饮水安全。

07 | 恐慌和踩踏：地震发生时，人们可能陷入恐慌状态，导致

踩踏事件发生，造成人员伤亡。

08 | 建筑物坍塌后的残骸：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倒塌后，可能会

形成残骸堆积，使得救援工作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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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在高层建筑中遭遇地震

1. 高层建筑地震破坏特点
（1）高层建筑结构较高，受到地震力的影响会产生较大

的摇摆幅度。

（2）高层建筑的强烈振动时间可能持续1分钟到数分钟，

更易导致建筑物破坏。

（3）高层建筑的吊顶、填充墙、保温墙、玻璃窗、家具、

电器等更容易破坏，对人员造成伤害。

（4）地震力作用下，高层建筑可能产生较大的侧向位移，

导致建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受到影响，造成整体倒塌。

2. 地震发生时，应该如何自救？
在高层建筑中，

如果不在低楼层（一

层、或二层），地震

发生时人们一般没有

时间迅速逃出。感知

地震后，根据在房间

中的不同位置，应就

近迅速找到坚固办公

桌或家具、墙角、小开间房间等相对安全位置，马上趴下，以

防止严重摔伤。遮挡保护身体重要部位，如头部和颈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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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坚固家具遮挡，

应用枕头、沙发垫等

护住头颈部。在没有

其他物品可用时，应

用双手护住头部。

若埋在废墟中，

不要盲目乱喊乱叫，

应保持好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当听到

外面有声音时，应立即发出求救信号。

3. 地震后为何要快速撤离建筑物？
（1）地震导致建筑物结构及装饰物受损，抗震能力降低。

地震发生后可能会有强余震甚至更加强烈的地震，更容易导致

已经受损的建筑物倒塌，因此，震后应尽快撤离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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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可能会损坏建筑物内部的电线、燃气管道等设施，

导致火灾发生。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火势瞬间增强，并迅

速蔓延，因此震后应尽快撤离建筑物。

4. 撤离过程要防范哪些危险？
（1）在撤离过程中，高层建筑楼梯间人群密集可能导致

跌倒和踩踏事件。要保持冷静，避免推搡和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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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范强余震或后续强震导致高层建筑保温墙进一步

破坏坠落伤人的风险，要注意遮挡头部。

（3）不要乘坐电梯撤离，防止后续强震造成电梯破坏困

人和坠梯危险。

（4）离开高层建筑后，应撤出相当于高层建筑高度 1.5

倍的区域，防止强余震或后续强震导致高层建筑倒塌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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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在农村遭遇地震

1. 农村地震破坏特点
（1）农村的房屋建筑抗震能力相对较弱，地震破坏风险

大。

（2）农村地形复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城市较为

薄弱，地震引发的断路、断电等极端情况可能会延缓抢险救援

效率。

（3）农村人口密度较低，居民分散，信息传递和避险转

移可能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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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农村遭遇地震时，居民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在地震多发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加强对地震的认识，

提前做好防震准备工作，自建房屋要采取抗震措施，老旧房屋

要进行抗震加固，房屋要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地段，要存放紧急

应急物资等。

（2）居民可以借助邻里之间的互助合作，共同应对地震

灾害，相互帮助、支持和合作，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

（3）在野外遇到地震应避开山边危险地带，如山崖、陡

峭的山坡、山脚等地方。在遇到山崩滑坡时，应向垂直于滚石

前进的方向跑，或躲在结实的障碍物、地沟、地坎下，并保护

好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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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震预警？01

防震小常识

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有关部门向破坏性地震波尚未

到达的地区，提前几秒到数十秒发布预警信息，一般会通

过专门报警终端、手机 APP、电视和广播、互联网平台等

渠道。接到预警信息后，应立即采取避险转移等紧急处置

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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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报声音：地震预报系统通常会发出特定的警

报声音，这种声音可能是持续的响声、间歇的响声或者

其他特定的音频信号，应熟悉并能够识别这些特殊的警

报声音。

（2）手机短信：地震预警信息通常会以手机短信的

形式发送给公众。这种短信通常会包含地震预警的内容，

如“地震预警，请采取安全措施”等字样，应留意手机

短信通知。

（3）电视和广播：地震预警信息可能通过电视和广

播等媒体发布，应留意电视屏幕上的滚动字幕、广播中

的提醒提示信息。

（4）互联网平台：地震预警信息可能通过互联网平

台发布，例如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应关注官方

渠道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并确保获取到可靠的信息来

源。

（5）公共广播系统：一些地区可能会通过专门的公

共广播系统发布预警信息。应留意城市街道、广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扬声器或者警报器发出的特定警报声音。

02 如何识别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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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安全区

域：地震发生时，应

尽快就近寻找建筑物

内结构稳固的地方避

险，例如门框下、桌

子底下或者坚固的内

墙角落。

（2）避开危险区域：避免逗留在危险区域，例如易受

损的建筑物、高压电线、玻璃窗等可造成伤害的地方。

03 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如何应急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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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从指挥：及时听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人员或

救援人员的统一指挥。

（4）寻求援助：在安全撤离后，及时寻求援助和救助。

可以拨打紧急求助电话，或向周围人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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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洪涝灾害？
    有哪些特点？

“洪”“涝”是两

种现象。“洪”是暴

雨径流汇入河道，形

成洪水向下游演进的

现象。在上游山区河

段，河流比较大，易

形成急流滚滚、暴涨

暴落、破坏力极大的

山洪；在下游平原河段，一旦洪峰流量超过河道行洪能力，就

可能因漫溢出槽或堤防溃决而泛滥成灾。“涝”是暴雨径流直

接汇入低洼地区，排泄不及，而积水成灾的现象。过去“涝”

主要指农田内涝，现在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城市暴雨内涝备受

关注。

洪涝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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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百年一遇”? 

“百年一遇”对应的是“重现期”，表示暴雨或洪水的量

级达到百年一遇的规模，即同等严重的事件在一年内发生的可

能性为百分之一。防洪标准中“N 年一遇”并不是 N 年才发生

一次的含义，而是达到该规模的洪水按概率计算每年发生的可

能性为N分之一。由于洪水发生的随机性很大，在现实生活中，

百年一遇的洪水有可能 100 年内遇到多次，也有可能 100 年

内一次也遇不到。暴雨洪涝发生时，如果根据降雨量、洪峰流

量、最高水位等特征指标计算，说明遭遇了“N 年一遇”的暴

雨洪水，其表达的就不是概率，而是洪水的危险等级了。N 值

越大，危险等级越高，越需要采取更高级别的应急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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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城市内涝

（1）应绕开积水严重的地方。蹚水行走时，一定要注意观

察水面，发现旋涡及时绕行，以免被吸入下水井及窖井。

（2）应远离的地带：如危房、危（高）墙、电线杆、高

压电塔，河床、水库及渠道、排水沟、涵洞等。

1. 室外遇到暴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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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困车上时，应马上设法打开车门。车门打不开时

要立即用车上的工具，如撬杠、锥子、钳子等敲碎玻璃，从车

窗逃生。下水后若水流湍急，可以相互拉手结伴向安全处转移，

以增强抗冲的能力，但要避免排成与水流方向垂直的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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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的门槛、窗户是进水部位，应当用沙袋、土袋

在门槛和窗户处筑起防线；用胶带封闭所有的门窗缝隙。

（2）一旦房屋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及气源。

（3）当洪水漫上来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

（4）除非在水可能冲垮建筑物或水面没过屋顶被迫撤离，

否则待着别动，等水停止上涨再逃离。

2. 室内涌入洪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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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隧道或地下空间时遇到洪水是非常危险的，水灾可能

导致地下空间迅速被淹没，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1）如果意识到洪水正在涌入隧道或地下空间，应保持

镇静，并立即寻找通往高处的途径，不要等待水位上升到危险

程度再行动。

（2）如果无法立即逃离隧道或地下空间，尽可能寻找一

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3. 被困隧道或地下空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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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使用手机拨打紧急电话，或者利用任何可用的

手段尽快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4）如果水位不断上涨，要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呼吸，避

免被水淹没导致窒息。如果有固定的通风口或出口，应尽量靠

近这些位置。

（5）如果有救生设备，如救生圈、救生衣等，尽量利用

这些设备帮助自己保持在水面上，增加生存时间和等待救援的

机会。

（6）如果驾车被困，应根据周围情况迅速做出判断，该弃

车逃离时果断弃车逃离，如果车辆已经无法启动或者无法打开

车门，应尽可能利用玻璃破碎器、安全锤等打破车窗逃生。一

旦成功逃离车辆，尽快游向水面，并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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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旦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指挥，

配合行动，以安全地脱离危险区域。

（8）如果你被困在

水中，尽量保持呼吸，避

免慌乱。试图找到一个空

间，以确保能够维持呼吸，

直到获得救援。

（9）尽快寻求周围

人的帮助，或者向外界发

出求救信号。可以通过大

声呼喊、挥舞双手等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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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暴雨山洪

（1）突发性强：山洪往往在短时间内形成，来势汹涌，

突发性极强，给人们造成意外和惊慌。

（2）规模巨大：山洪规模庞大，携带大量水流、泥沙和

碎石等物质，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损坏。

（3）运动速度快：山洪的运动速度通常很快，流速可达

每秒4～ 6米，特大山洪甚至可达6米以上，难以预测和避让。

1. 山洪灾害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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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力巨大：山洪带的水流量大、流速快，具有巨大

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容易推毁建筑物、道路和桥梁等设施。

（5）引发次生灾害：山洪可能引发次生灾害，如泥石流、

滑坡等，加剧灾害范围和破坏程度。

（6）易受地形影响：地势陡峭、河道狭窄的丘陵山区更

容易发生山洪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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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山洪前兆和规避山洪高风险区是有效预防山洪灾害

的重要措施：

（1）山洪往往是由暴雨引发的，因此应密切关注有关部

门发布的暴雨、山洪等预警信息，增强风险意识。

（2）户外活动时应关注周围地形特征，尽可能避开陡峭

的山谷、河道和沟壑等山洪高风险区域。

（3）山洪形成前，河水可能变得浑浊，水流变得湍急。

如果听到河谷中传来水流湍急的声音，观察到河水颜色变化、

水位迅速上升、水流加速等迹象，应及时撤离。

（4）对于居住在山区的人们，应定期巡查周围环境，及

时发现并报告潜在的山洪灾害风险隐患。

（5）山洪灾害多发易发地区，人们应熟悉撤离路线、安

全避难点等，平时做好准备，以便在危险来临时及时躲避。

2. 如何感知山洪前兆与规避山洪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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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暴雨山洪，应迅速采取有效的防灾避险措施：

（1）注意气象预警。在暴雨来临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

警信息，及时了解降雨情况和可能引发的山洪风险。

（2）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如果所在地处于山洪预警区域

或易引发山洪的丘陵山区，应尽早撤离危险区域，前往安全地

带避难。

（3）撤离过程中尽量避免蹚水，如果不得不蹚水，应选

择水流缓慢水深较浅的地方，并尽量保持站立状态，以免被水

流冲倒。在水势较大的情况下，寻找可以抓住或依靠的支撑物，

如树木、岩石等以减轻水流的冲击力。

3. 如何应对暴雨山洪？



洪 涝 篇

27

（4）选择安全地点避难。选择位于高处的地方避难，如

可以上山、上楼等。

（5）避开沟壑和险滩。不要靠近河流、沟壑和险滩，避

免被洪水冲走或被泥石流掩埋。

（6）避开危险地段。避免穿越山谷、河道等易发生山洪

的地段，选择安全的路径行走。

（7）保持联络。在安全位置时，尽快拨打当地应急救援

电话或发出求救信号，寻求救援。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及

时告知自己的安全状况和行动计划。

（8）互相帮助。如果有可能，帮助同伴或附近的人员，

共同寻找安全地带，避免受到山洪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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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面临洪涝灾害威胁时，应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

包括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常用药品、备用衣物、应急灯

具、干电池、手电筒、备用手机充电器等。同时应保持食品的

干燥和密封，避免发霉变质。

（2）注意饮水卫生，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河流湖泊水库

等地表水会遭受污染，不能直接饮用未经处理的地表水。被水

淹没的水井必须经过彻底消毒。被水浸泡、淹渍及霉变的食品

及粮食，以及被淹毙的牲畜、家禽等不能食用。

防 洪 小 常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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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搞好个人卫生，及时清理临时住所的生活垃圾、

粪便等，对周围环境喷洒石灰水或福尔马林等进行消毒。当有

疾病发生时，应及时就诊治疗，并适当做好隔离工作。

（4）在强暴雨情况下，排水管道可能进入有压流状态，

易于将井盖顶开，而在浑浊的积水中，敞开的井口就可能变成

“死亡陷阱”。在接近水域时，要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积水水

面是否有漩涡现象，以及是否有电线、电缆或者其他电气设备

在水中，避免与这些电力设施接触。

（5）强暴雨中，路边电线杆上的流水会形成连续的导电体，

一旦存在漏电现象，电线杆周边水体就可能带电。暴雨中不要

在街上奔跑，一旦闯入带电水域将难以逃生。

防 洪 小 常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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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森林火灾？
    有哪些危害？

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和扩展，

对森林、森林生态系统和人类带来一定危害和损失的林火行

为。

森林火灾篇03

发生森林火灾最直接

的就是烧毁大量林木，破

坏森林的生态结构和生物

多样性，造成水土流失、

空气污染，火灾还会烧毁

森林附近的村庄和建筑，

威胁人民财产安全。

森林火灾的主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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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的成因及分类

森林火灾的成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人为火，

包括生产性火源如农、林、牧业生产用火，非生产

性火源如野外炊烟、做饭、烧纸、取暖，以及故意

纵火等。另一类是自然火，包括雷击火、自燃等。

森林火灾的种类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地表火，

火势沿地表蔓延，主要烧毁地被物，如枯枝落叶、

杂草、腐殖质和幼树、灌木等。二是树冠火，火势

沿树冠蔓延，主要由地表火在强风的作用下引起，

火势蔓延快，破坏力极强。三是地下火，一般发生

在干旱季节的针叶林内，火在林内根系、土壤表层

有机质及泥炭层中燃烧，蔓延速度慢，持续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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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十不准”

针对进山人员要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在森林草原防火期严

禁野外用火，坚决做到森林防火“十不准”。

1    不准携带火种进山；

2    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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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

4   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

5   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6   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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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

8   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

  9   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10   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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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颜色识火情：白烟温度最低，火势不大；灰烟

最不可轻视，极有可能为闷烧，也有可能是高温

待燃；黄绿烟是毒性最强的化学毒物，切勿靠近

火场防止中毒；黑烟温度最高，通常在火烧得最

猛烈的时候产生，是最危险的时期。

01

森林火灾怎么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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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速度识火情：如果烟不紧不慢地，说明威胁就

不大，或是火源不在附近；如果烟又黑又浓，窜

的又快，别靠近，抓紧躲开。

看温度识火情：烟所过之处，若可燃物立即着，

说明温度很高；若没烧起来，那就说明在 300°

以下。

02

03

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应对？

01 | 发现森林火

灾时，应始终以

保护自身安全为

首要任务，切勿

盲目行动或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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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在火势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应尽快撤离现场并报警求助。

到安全的地方，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情报警电话 12119 报告火

情，告知火灾发生的具体地点和火势情况，报告内容要简洁明

了。

03 | 根据火势和风向，选择远离火源和烟雾的安全路线逃生。

04 | 注意保护呼吸道，逃生过程中，尽量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

口鼻，以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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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选择合适的避

难场所，寻找开阔

的空地或已被火烧

过的区域，这些地

方通常火势较小，

较为安全。

06 | 如果被大火包

围在半山腰，要快

速向山下跑。

07 | 如火势蔓延的速

度非常快，不要试

图跨越火线逃生，

跨越火线非常危险。

08 | 在逃生过程中，

尽量与其他人保持

联系，互相帮助，

共同寻找安全区域。同时，也可以利用手机等通信工具与外界

保持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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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小常识

1. 预警信号

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是

有关部门根据大气温度、

湿度以及林区状况而提出

的一种警示信号。预警信

号实行分级管理，包括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

信号，分别对应较低、中等、高和最高森林火险等级

和火险程度。预警信号一般通过官方网站、电视和广播、

手机短信、手机 APP、网络社交媒体、公共广播系统等

渠道发布。

2. 森林火险等级

森林火险等级是评估森林火灾风险的重要指标，

主要根据气温、湿度、风力等气象条件以及林区的可

燃物状况来划分，一般分为五级：一级，低火险级或

无火险级，表示不燃，即不易发生火灾；二级，较低

火险级或弱火险级，表示难燃，即一般难以发生火灾；

三级，中等火险级，表示可燃，即可能发生火灾，但

一般不易蔓延，较易扑救；四级，高火险级，表示易燃，

即容易发生火灾，而且容易形成火势蔓延，不易扑救；

五级，最高火险级或特大火险级，表示强燃，即极易

发生火灾，而且极易蔓延，难以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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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强对流天气？ 

强对流天气是

一种突发、强度剧

烈的对流性天气，

常伴有雷雨大风、

冰雹、短时强降雨、

龙卷风等。强对流

天气常见于雷雨季

节，包括春季、夏

季和秋季。南方地

区通常比北方早一些进入高发期。以江南地区为例，从三月开

始，雷暴天气就会显著增多，进入四月后达到高峰，平均雷暴

日数可达到 6.2 天，仅次于七月。

强对流天气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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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强对流天气有哪些？
强对流天气包括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

短时强降水：在较短的时间内（通常在数分钟到数

小时之间）发生的强烈降水。

雷暴大风：一种强烈的短时大风，常伴有雷电和降雨，

风力强劲。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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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一种从雷

雨云中降落的坚

硬固体降水，通

常呈球状、锥状

或不规则形状。

冰雹的直径通常

在几毫米到几厘

米之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 10 厘米。

雷电：伴随着闪电和雷鸣的一种大气放电现象。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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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流天气有哪些危害？
强对流天气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现象，常

常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强对流天

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容易将树木拔起，损坏建筑物的

屋顶、窗户等，给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带来不同程度

的损坏。

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可能造成交通设施的瘫

痪；冰雹会对农作物、车辆、建筑物造成严重损

害，威胁人员生命安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

入；龙卷风以其高风速和巨大的破坏力可以摧毁建

筑物、破坏林木，对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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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通过及时获

取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可以提前了解强对

流天气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从而采取

相应的防范措施，尽量减少外出。

01

如何识别和防范应对
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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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电器设备

与电源插座连接良

好，并安装过载保

护器或使用稳定的

电源供应。

03

在强对流天气

来临之前，应及时

关窗闭户、加固阳

台围栏、清理阳台

花盆物品，以减少

可能造成的伤害和

损失。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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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风天气中，走路或骑车时尽量避免狭长

通道，尽量避免停留在树木密集的地区，以及靠

近高大建筑物或悬挂物的地方。

04

在冰雹天气中，应尽量避免暴露在室外，尤

其是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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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工作应该减少或者暂停，尽量选择进入

抗风能力较强、具有防雷措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07

在雷电天气中，

避免靠近高耸物体、

开阔的场地或水体

等潜在的触电危险

区域，寻找安全的

避雷设施或建筑物

躲避。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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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应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后

再通过。在强对流天气时，应该将车窗玻璃关紧，

保持与其他车辆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以防止

突发情况发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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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应急用品和灾害应对工具

备好应急用品和灾害应对工具也是必不可少

的。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灯、手电筒、备用电池、急

救箱、备用食品和水等。在紧急情况下，这些物品

可以提供基本的生存支持，并帮助您更好地应对突

发情况。

及时了解天气预报也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根据预报情况，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准

备，包括安排好室内活动、关闭窗户、门等。对于

可能会出现的极端情况，如大风、冰雹等，做好紧

急撤离的准备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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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对 流 天 气 小 常 识

在户外如何识别强对流天气风险？

（1）观察天空的变化：前奏性的天气变化包括云层的增

厚和加密，云的形态也可能变得更加凝聚和低沉。出现了乌云

密布、云底下出现了暗部，以及云的颜色呈现深灰色或绿灰色

等异常情况，都可能是强对流天气即将到来的迹象。

（2）留意周围环境的情况：突然出现的大风、气温骤降、

云的移动速度加快、天空中闪电活动的增加等都可能是强对流

天气即将到来的信号。如果周围环境中出现了异常现象，比如

突然出现了旋风、尘暴、暴风雨、冰雹或者雷电等，也要立即

做好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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