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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是一个与各种灾害相抗衡、与大自然相适应的艰

难历程。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人口相对集中，

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

越严重。尤其是近些年来，地震、洪水、台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以及各种突发性疫情、火灾、爆炸、交通、卫生、恐怖袭击等伤害事故频

频发生。这些“潜伏”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危险因素，不仅会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人员伤亡，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不幸。这些

事件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安全风险

中，而且谁也无法预料自己在何时何地会遇到何种灾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不要等到地震来临时，才想起不知道最

佳避震场所的位置；不要等到火灾发生时，还想不起逃生通道在哪里或是

不知道灭火器怎样使用；不要等到车祸发生时，因惊慌失措而枉自送了自

己的性命；也不要等到遭受人身侵害时，才想起当时不该疏忽大意……

古人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话就是提醒我们在平时就应注

意防范身边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曾经发生的灾难给

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倘若我们平时能够了解、积累一些有利于自我保护

的基本常识和技巧，并加以适当的训练，那么，当我们陷入突如其来的困

境和危险时，就会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产生事半功倍、化险为夷的效果。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特别是青少年，

掌握一些减灾自救的安全常识，是必不可缺少的。只有了解掌握这些宝贵

的知识，才能在紧要的危急时刻，临危不乱、张弛得当，有方法、有步骤

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各种灾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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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特意编写了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灾害”、“火场危害”、

“交通事故”、“水上安全”、“中毒与突发疾病”、“突发环境污染”

等，书中主要针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灾害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并全面

地介绍了防灾减灾的避险以及自救的知识。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帮助青

少年迅速掌握各种避险自救技能。让广大青少年牢牢记住：你的安危，牵

系全家的幸福，让我们给你的幸福再加一道保险！谁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发

生什么！注意——危险时刻会发生！防患于未然，只有懂得更多自救措施，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珍爱生命，关爱身边的人，让我们细

读本书，一旦在身处危难时，我们才能够用科学的自救方法和救助他人的

方法一道去守护危境中的生命！

心心相印，我们一起向前走，手挽着手，我们共同跨过逆境。我们一

起努力，让脆弱的生命坚强起来，让宝贵的生命绽放出更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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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白雪皑皑积成灾

第一章
白雪皑皑积成灾

冰天雪地：雪灾与低温灾害的防范自救

雪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降雪如果过多就会因此而带

来雪灾。雪灾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而且其危害性非常大，

在降雪的过程中有时伴有大风形成暴风雪，常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带来很大的损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冰
天
雪
地

雪
灾
与
低
温
灾
害
的
防
范
自
救

雪是由空中的水蒸气形成的，

那么在天空中运动的水汽又怎样形

成雪呢？形成雪时有什么条件呢？

形成降雪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水汽饱和

空气在某一个温度下所能包含

的最大水汽量，叫做饱和水汽量。

空气达到饱和时的温度，叫做露点。

饱和的空气冷却到露点以下的温度

时，空气里就有多余的水汽变成水

滴或冰晶。

冰面饱和的水汽含量要比水面

低，所以冰晶生长所要求的水汽饱

和程度比水滴要低。也就是说，水

滴必须在相对湿度不小于 100％时

才能增长；而冰晶往往在相对湿度

不足 100％时世能增长。例如，空

气温度为 -20℃时，相对湿度只有

80％，这时冰晶就能增长了。气温

越低，冰晶增长所需要的湿度越小。

因此，在高空低温环境里，冰晶比

图 1 晶莹的雪花

雪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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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更容易产生。图 1

2. 有凝结核

形成降雪的另一个条件是空气

里必须有凝结核，如果没有凝结核，

很难形成降雪。空气里没有凝结核

时，水汽过饱和到相对湿度 500％

以上的程度，才有可能凝聚成水滴。

但这样大的过饱和现象在自然大气

里是不会存在的。所以没有凝结核，

人们在地球上就很难能见到雨雪。

凝结核就是一些悬浮在空中的

很微小的固体微粒。最理想的凝结

核是那些吸收水分最强的物质微粒。

比如说海盐、硫酸、氮和其他一些

化学物质的微粒。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见到天空中有云，却不见

降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实施

人工降雪。

3. 雪的作用

每当冬季来临，都会出现大雪

纷飞、苍茫无际的景象。降雪以后

整个大地都披上了一层银装，非常

漂亮。雪除了具有其独特的景色外，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好处。

雨雪形成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大

气中必须有“凝结核”存在，大气

中的尘埃、煤粒、矿物质等固体杂

质等则是最理想的凝结核。空气中

的水汽、温度等气象要素达到一定

条件时。水汽就会在这些凝结核周

围凝结成雪花，降落到地面上。因此，

雪花能大量清洗空气中的污染物质。

冬季降雪以后我们都会发现空气清

新了很多，并且降雪也可以减少尘

图 2 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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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灰尘，可以说是天然的空气清

新剂。图 2

雪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的作用，

经常用雪水洗澡，不仅能增强皮肤

与身体的抵抗力，减少疾病，而且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

如果长期饮用洁净的雪水，还

可以延年益寿，但这种雪水可不是

我们平常所见的雪，而是那些深山

老林中雪的融水。雪之所以有这么

多的功能，是因为雪水中所含的重

水要比普通水少 1/4。

雪还有一定的降低噪音的作

用，一般每立方厘米新雪的密度为

0.05 ～ 0.1 克。正是因为这样，地

面的积雪对音波反射率比较低，能

大量吸收音波，从而可以相应地减

少噪音。  

  4. 雪花的分类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但

如果你对许多雪花仔细观察一下，

会发现有几种类型，特别明显。这

是科学家们寻找划分它们的标准，

1951 年作为降水量的雪花雹块和其

他冰形都采用国际化分标准。

国际分类把冰晶分为7种，（1）

片状；（2）星状；（3）柱状；（4）

轮状；（5）针状；（6）多枝状淡

晶状；（7）不规则冰晶。片状雪花

为六面，星状是 6 点冰晶，柱状为

长方形冰晶，车轮状也是长方形冰

晶，但每一侧都有一条状物；当两

个或多个冰晶结合在一起时，车轮

条状仍保留。针状是尖形冰晶，也

能结合在一起。多枝状冰晶有很多

枝伸出，像蕨类植物的叶片。不规

则冰晶凝结在一起时形状极不规则。

另外，还有三个冰状降水符号：

软雹、雨夹雪和雹，每一类都可划

分得更细。可以说，这个国际化分

标准让科学家使用大家都理解的冰

晶名称。图 3

雪花有不同的形状是由水分子

图 3 星状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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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冰晶形状也就是由表面张力

决定的，冰晶突起朝6个方向延伸。

绝大多数雪花，但不是全部，都是

六边形。

六边形从水分子的形状而来。

氧原子比氢原子大得多，同分子中

氧、氢之间的键比不同分子中氧、

氢之间的键短得多。水结冰时，每

个水分子与另外四个水分子结合，

这四个分子结合成六边形。这个六

面紧挨一个不断变大的冰晶与之结

合在一起不需多大能量，但要把六

面冰晶放在雪花侧面不断地聚集，

成了一个很大的平面六面形。

一旦冰晶上的凸出部分到了一

定大小，它的角棱很不稳定，其上

面也会产生更小尖体、凸出部分。

整个一片雪花，凸出部分处于同样

一种环境，经受相同的力，因此结

果自然一样。它们都在不断变大，

有快有慢，这样一片几乎完全对称

的雪花形成了，正是这种对称使雪

花显得格外美丽。植物和窗户上的

白霜也是这样形成的，冻结时从里

向外，图案相当微炒、复杂。

有时对称也会消失，如果雪花

很大，慢慢地水平降落，它会保持

对称。如果雪花的一端比另一端上

翘，就会倾斜，从外形上一端就会

比另一端厚，那么自然到它离开云

层时就不会对称了。图 4

绝大多数雪花对称，但没有一

片雪花同其他相邻的雪花一样，这

是因为每片雪花降落路径不同。雪

花缓缓降落时都要经过移动的大气，

它们会遭遇上升流或向某一侧偏移，

一些雪花在空中飘移的时间较长。

一些雪花会进入气温湿度稍高或稍

低一点儿的大气中，大气中固体粒

子的数量和类型会有所变化，这当

然会影响水的凝结和冰冻速度。每

一片雪花对自己经历、存在的环境

图 4 微观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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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反应，而没有哪两片雪花完全

经历过完全相同的条件考验。

其实，温度对雪花的形状也有

一定影响。在一个大云团顶层形成

的雪花通常是柱状，其形成温度大

致为 -34℃，（在 -8℃～ -5℃）下

雪花也呈柱状，而 -16℃～ -12℃

下雪花呈星形。如果雪花呈大片

状，说明它们是在 -12℃～ -8℃

或 -3℃～ 0℃下形成的。所以，从

雪花的形状我们能推测出它的形成

条件。

大的雪花都是在比较温和时

才降落的。如果云团内部气温为

0℃～ 5℃之间，每个冰晶的外面就

要覆盖一层薄薄的水，两个冰晶一

经接触，水层冻结，将冰晶合并在

一起。云层下部的气温一般高于云

层内部的气温，所以大片雪花离开

云团时，经历的大气层温度一般只

略低于或略高于 0℃。如果大气层

温度高于 -10℃，雪落到地面马上

融化，不会形成积雪。图 5

图 5 枝桠上的雪绒花

雪花降落后的变化

雪降落后，开始发生变化。即使在严寒时节，明亮的阳光融化了外层的雪，

但在晚上又开始结冰，在雪的表面有透明的薄冰层。

积雪很深的地方，在底层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最初降落的雪花中一些

冰晶升华了，产生的水蒸气立即结冰，形成更大的冰晶，称之为“野猪”，上

面的雪层也会如此。白色的冰晶其本身稠密，但比最初的降雪结构疏松，很容

易滑动。这样，雪停留在原地，不太稳定，很容易出现雪崩。

知
你 道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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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是世界上重要的自然灾害

之一，亦称白灾，是因为降雪过多，

积雪过深，影响人们的正常放牧和

人们的生活，造成人畜冻饿伤带来

经济损失的自然现象。雪灾具有季

节性、突发性、危害性、潜在性、

区域性等特点。图 6

持续大雪、降雪厚度、暴风、

空中的白色“妖魔”

图 6 坍塌的电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