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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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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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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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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环境与突发性污染事件

第一章
认识环境与突发性污染

环境杀手：突发环境污染的防范自救

目前，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

利事件、印度的博帕尔事件、美国三哩岛事件以及发生在我国重庆开

县的天然气井喷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突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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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孕育世界上所有生

命的母亲，是保护这些生命得以成

长的本源；她承载着一切现代文明，

她象征着我们最本质的财富。地

球——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希望，是

我们世代得以延续的生机，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

议上，提出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口号：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

星的关怀和维护”。

近五十亿年来，地球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变化着。二百多万

年前，当人类在地球上诞生时，这

个行星就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生存

条件——陆地、海洋、森林和空气。

据有幸进入宇宙的宇航员介绍，他

们在遨游太空时，遥望地球，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蓝白纹痕相间、周围

裹着一层薄薄水蓝色“纱衣”的球体，

晶莹纯洁，闪烁着斑斓的色彩。图 1

了解我们的环境

图 1 地球模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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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那样的美丽壮观。许多

文学家、诗人，展笔高歌对她的赞美，

画家们用彩色描绘她的壮美，科学家

们脚踏实地地为她梳妆，愿她青春常

驻。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诗

中写到：“……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

在那海洋里，／奏出些音乐来，安慰

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

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

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

够报答你的深恩？”

然而，这颗美丽的星球，自从

承载人类之后，人类竟以“征服者”

的姿态，对无私奉献的母亲“恩将

仇报”，在她的脚下制造了一个个

“巨大陷阱”，致使“母亲”的忍

耐超过了极限，她已开始无情地嘲

弄和戏谑人类的过失。能源危机、

水源危机、生态危机；崩塌、滑坡、

泥石流、火山、地震；温室效应、

热浪袭击、生物大批死亡……人们

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搞得“母亲”

与人类的关系这样紧张？追根溯源

还在于人类自己作的孽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除了

加倍珍惜爱护这个已经疲惫劳累的

大家园，别无选择。让我们一起来

关注地球母亲……

什么是环境？环境是相对于某项

中心事物而言的。例如，鲸生活在海

洋里，离开海洋就会死去，所以海洋

对鲸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属于鲸的

环境；对于另一种动物企鹅而言，由

于它生活在海洋里，也生活在陆地上，

所以它所处的海洋与陆地，就是它的

环境。然而，对于人类来说，凡是影

响人类生命活动的各种外界因素，均

可理解为环境。

在环境科学中，一般认为环境

就是人类生存环境。它包括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

出，“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

图 2 郁郁葱葱的森林



004

环
境
杀
手

突
发
环
境
污
染
的
防
范
自
救

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

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

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

护区、生活居住区等。”图 2

不难看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

里。一个是由岩石、土地、空气、水

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

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经存在，后来人

类也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另一

个是人类利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

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世界。在后一个

世界里，人类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和机

器、自己的科学发明以及自己的设想

来维护和满足自己的生活。

其实，人类的生存环境，远不

止上述宏观的大环境，许多细微环

境，小到厨房废气污染、居室环境，

甚至被窝环境也都包括在内。而当

今的世界，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

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和破坏。

这样，我们可以将环境概括为：受

人类活动影响、部分遭到污染，并

与人类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

因素总和。显然，这个定义，是从

环境保护角度、从环境科学研究含

义上提出来的，也是我们生活中常

常提到的“环境”。

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如鱼与水的关

系，甚为密切。事实上，环境也包括

了人类本身。人与环境有着极其复杂

的依存关系，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界线

模糊不清。人所吸入的空气成为人体

的一部分；氧气使食物发生化学作用

而进入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人吸入的

颗粒物积聚在肺内；饮进的液体成为

人体的一部分，其中所含的有害物质

也是如此；土壤中生长出人类需要的

粮食，粮食又变成人体的组织等，都

说明在很多重要方面，人类同环境是

一个整体，而“环境”这个概念本身，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类与外界

因素的相对性。

人类的活动不断地改变着地球

环境。人类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

地球环境仍以其固有的规律运动着，

不断地反作用于人类。人类的运用

技术促使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

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害，使用氯氟

碳化物导致南极臭氧层空洞的出现；

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温室气体”

不断增加，致使全球变暖，其直接

后果是极地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

等；人口的飞速膨胀，给地球上有

限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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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沉重的压力和毁灭性的灾难，从

而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水

资源的短缺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缺

水现象是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的

通病，然而全世界每年有 4200 多亿

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海，污染了

5500亿立方米的水体，将进一步加剧

水资源的缺乏。土地是养育万物生灵

之母，然而现在地球上可供利用的土

地只有 75.29 亿公顷，其质量仍在不

断退化，仅沙漠化每年就要吞没320

万公顷的牧场、250万公顷的旱田和

12.5万公顷的水田；良田被建设占用

的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1倍，预

计到 2025 年，全球人均耕地面积将

从目前的0.37公顷下降到0.17公顷，

在亚洲则降到 0.09 公顷，而且目前

还在以每年 2000 万公顷左右的速度

减少。动植物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但是现在世界上每天至少有140多个

动植物物种灭绝。同时各种环境污染

造成的公害频繁发生。这些都构成了

对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

也是对人类污染和破坏地球环境的报

复。图3

地球是个整体，环境没有国界。

无论是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抑或是

对环境的研究，都是全世界人类所

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

环境问题已冲破狭小的地域限制，

跨越国界，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全

球性的问题。

图 3 夕阳映照下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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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1）全球气候变暖

是指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地球

的大气和海洋由于人为因素造成平

均温度上升的气候变化现象。目前

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其主

要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排

放过多而造成的。

地球的大气层和地表组成的系

统恰如一个巨大的“温室”，在这

个系统中，太阳所发出的短波辐射

能够通过大气层到达地面，但地面

所反射出的长波辐射不能透过大气

层，从而被低层大气吸收，使得地

表温度和低层大气温度不断升高，

这种现象被称作“温室效应”。温

室气体是指能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

这些气体主要包括水蒸气、臭氧、

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氢氟

氯碳化物类、全氟碳化物及六氟化

硫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

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

温的总体趋势为上升。与此同时，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也在不断增

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温室气体

的不断排放所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

是全球变暖最主要的原因。人类在

利用大自然资源的同时，会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和甲烷，它们排入大气

层以后使地球平均温度升高。自 19

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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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层中二氧

化碳的含量已经增加了 25％，大大

超过科学家可能勘测出来的过去 16

万年的全部历史纪录，而且尚无减

缓的迹象。据统计，19 世纪全球平

均温度大约上升了 0.6℃。北半球春

天的冰雪解冻期比 150 年前提前了

约 9 天，而秋天的霜冻开始时间却

晚了约 10 天左右。2008 年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

果表明，过去 10 年北半球的表面温

度为 1300 年以来最高。

（2）臭氧空洞

臭氧空洞指的是由于人类活动

导致大气层中臭氧的含量减少，从

而引起臭氧层变薄的现象。臭氧层

是地球生命的保护伞，存在于大气

层的上层，它能阻挡大部分太阳紫

外线（太阳辐射的一部分，长久照

射能引起皮肤出现红肿、水泡，严

重者可引起皮肤癌）的侵入，保护

地球生命。到目前为止，臭氧层变

薄的区域主要出现在南极。图 4

臭氧在常温下是一种具有特殊臭

味的气体，是氧气的同素异形体，每

个分子由三个氧原子组成。其大量存

在于大气中的平流层中，地球表面同

样存在着臭氧，尤其是在大气污染较

轻的森林、山间、海岸周围的紫外线

较多，存在比较丰富的臭氧。

自然界中的臭氧，大多分布在

距地面 20~50 千克的大气中，我们

称之为臭氧层。当大气中的氧气分

子受到短波紫外线照射时，氧分子

会分解成原子状态。氧原子的不稳

定性极强，极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反

应。与氧分子反应时，就形成了臭

氧。臭氧形成后，由于其比重大于

氧气，会逐渐地向臭氧层的底层降

落，在降落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变化

（上升），臭氧不稳定性愈趋明显，图 4 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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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到长波紫外线的照射，再度还

原为氧。臭氧层就是保持了这种氧

气与臭氧相互转换的动态平衡。此

外，雷电作用也产生臭氧，分布于

地球的表面。

众所周知，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离开太阳光就没有生命。太阳光是

由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三部分

组成的。进入大气层的太阳光（包

括紫外线）有 55％可穿过大气层照

射到大地与海洋，其中 40％为可见

光，它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动力；

5％是波长 100~400 纳米的紫外线，

而紫外线又分为长波、中波、短波

紫外线，长波紫外线能够杀菌。但

是波长为 200~315 纳米的中短波紫

外线对人体和生物有害。当它穿过

平流层时，绝大部分被臭氧层吸收。

因此，臭氧层就成为地球的一道天

然屏障，使地球上的生命免遭强烈

的紫外线的伤害。

随着人类的发展，特别是氟氯

碳化物（氟利昂等）和哈龙等人造

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使大气中的

臭氧总量锐减，我们的保护伞臭氧

层遭到破坏。1984 年，英国科学家

首次发现南极上空出现臭氧洞。大

气臭氧层的损耗是当今世界上又一

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大气环境

问题。臭氧层中臭氧的减少，对生

物细胞具有很强杀伤作用的紫外线

大量照射到地面，对生物圈中的生

态系统和各种生物，当然包括我们

人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

在南极上空约有 2000 多万平方千米

的区域为臭氧稀薄区，其中 14~19

千克上空的臭氧减少达 50％以上，

科学家们形象地将之称为“臭氧空

洞”。

（3）酸雨

酸雨是指 pH 值小于 5.65 的酸

性降水，包括雨、雪、霜、露等。

酸雨的酸性成分主要为硫酸，也有

硝酸和盐酸等，其主要由燃烧化石

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气体，在阳光、水蒸气和闪电等

复杂自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我国的酸雨主要是由于燃烧含

硫量高的煤而形成的，多为硫酸雨，

也有部分硝酸雨。此外，各种机动

车排放的尾气也是形成酸雨的重要

原因。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已经

成为酸雨多发区，酸雨污染的范围

和程度非常严重，已经引起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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