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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    灾

第一节  台   风

台风是在海洋地区形成的热带气旋。在美国一带

称飓风，在菲律宾、中国、日本一带叫台风。气象台根

据台风可能产生的影响，在预报时采用“消息”、“警

报”和“紧急警报”三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同时，按台

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

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

一、台风来临前的征兆

台风的影响比较大，范围比较广，但是，台风的移

动速度不是很快，可以提前做好一些防范准备。在台风

将到的前2、3天之内，可以通过各种现象来判断台风情

况，从而做好各种应对措施。

1. 高云出现。在台风最外缘是卷云，白色羽毛状或

马尾状甚高之云。 当此种云在某方向出现，并渐渐增厚

而成为较密之卷层云，此时即显示可能有一台风正渐渐

接近。

2. 雷雨停止。我国东南地区夏季，山地及盆地区域

每日下午常有雷雨发生，如雷雨突然停止，即表示可能

有台风接近中。

3. 能见度良好。台风来临前2、3天，能见度转好，

远处山树皆能清晰可见。

4. 海、陆风不明显。平时，风自海上吹向陆地，夜

间自陆地吹向海上，称为海风与陆风。但在台风将来临

前数日，此现象便不明显。

5. 长浪明显。一般来说，近海海浪较平稳，但远处

有台风时，波浪将趋汹涌，渐次传至沿海，而有长浪现

象。

6. 海鸣有声。台风渐接近，长浪亦渐大渐高且撞击

海岸山崖发出吼声，沿岸亦常可闻。之后，约3小时后

台风就会来临。

7. 骤雨忽停忽落。当高云出现后，云层渐密渐低，

常有骤雨忽落忽停，这也是台风接近的预兆。

8. 风向转变。一般情况下，沿海风向固定，若风向

发生转变，表示台风已渐接近，并已开始受到台风边缘

的影响，此后风速将逐渐增强。

9. 特殊晚霞。台风来袭前1、2日，当日落时，常在

西方地平线下发出数条放射状红蓝相间的美丽光芒，发

射至天顶再收敛于东方与太阳对称之处，此种现象称为

反暮光。

10. 气压降低。根据以上诸现象，如果再发现气压

逐渐降低，显示将进入台风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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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风来临前的准备

1. 注意媒体报道。公众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

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人员转移。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工棚的

群众，在台风来临前，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住在低

洼地区和危房中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

3. 室外加固清理。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要将屋

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搬移到安全地方，养在室外的

动物、楼顶的杂物、其他物品移至室内，加固室外易被

风吹动的东西。检查室外有关建筑的门窗、室外空调、

太阳能热水器的安全，并及时进行加固。

4. 做好准备和检查。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

筒、收音机、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以备急需。

关好门窗，并检查是否坚固，取下门窗悬挂的东西。检

查电路，注意炉火、煤气，防范火灾。

5. 停止户外活动。在台风来临前，最好不要出门，

以防被砸、被压、触电等不测。不要去台风经过的地区

旅游，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6. 做好防水。要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

通，在防风同时要做好防暴雨工作。

7. 注意安全躲避。在台风来临前，强风有可能吹倒

建筑物、高空设施，不要在临时建筑、广告牌、铁塔等

附近避风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尽量避免在强

风影响区域行驶。

8. 禁入地下设施。严禁进入地下公共场所、交通设

施，特别是地铁、地下商场等不要进入，避免暴雨进入

被困地下。

三、台风期间的个人自救

台风期间，要在坚固的安全住所进行躲避，尽量不

要外出行走。倘若不得不外出时，一定要穿上轻便防水

的鞋子和颜色鲜艳、紧身合体的衣裤，把衣服扣好或用

带子扎紧，以减少受风面积，并且要穿好雨衣，戴好雨

帽，系紧帽带，或者戴上头盔。

室外行走时，应弯腰将身体紧缩成一团，一步一

步地慢慢走稳；顺风时绝对不能跑，否则就会停不下

来，甚至有被刮走的危险；要尽可能抓住墙角、栅栏、

柱子或其他稳固的固定物行走。在建筑物密集的街道行

走时，要特别注意落下物或飞来物，以免砸伤；走到拐

弯处，要停下来观察一下再走，贸然行走很可能被刮起

的飞来物击伤。经过狭窄的桥或高处时，最好伏下身爬

行，否则极易被刮倒或落水。如果台风期间夹着暴雨，

要注意路上的积水情况，注意不要涉水冒险。如果条件

具备，最好穿着简单的救生衣外出，万一不慎被刮入大

海，应千方百计游回岸边，无法游回时也要尽可能寻找

漂浮物，以待救援。

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在房子里或原先的藏身处

呆着不动。因为台风的“风眼”在上空掠过后，地面会

风平浪静一段时间，但绝不能以为风暴已经结束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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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这种平静持续不到1个小时，风就会从相反的方向

以雷霆万钧之势再度横扫过来，如果你是在户外躲避，

那么此时就要转移到原来避风地的对侧。

台风期间，车辆要停放在地势较高、空旷的地方；

在入停车场时，要了解车库排水设施是否完善，以免被

水淹没。车辆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

台风季节，汽车上高速公路时，特别注意从车辆侧面刮

来的风，车速过快，容易翻车。当车辆要穿越积水较深

的路面时，不要猛加油门，因为一不知路面积水有障

碍，二刹车片浸在水中，会影响制动效果。台风期间，

尽量不要驾车外出，不得已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保持

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行驶中遇强风侵袭，应停于路边，

不可强行驾驶。

第二节    龙卷风

龙卷风是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

产生的一种伴随着高速旋转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涡旋。

同时，伴随暴雨、雷电或冰雹。龙卷风经过地面，常会

卷倒房屋，吹折电杆，甚至把人、畜和杂物吸卷到空

中，抛到很远的其他地方去。

一、龙卷风来临前的预兆

1. 识别龙卷云。龙卷云除具有积雨云的一般特征以

外，在云底会出现乌黑的滚轴状云，当云底见到有漏斗

云伸下来时，龙卷风就会出现。

2. 听声音。当在野外听到由远而近、沉闷逼人的

巨大呼哨声要立即躲避。这声音或“像千万条蛇发出的

嘶嘶声”，或“像几十架喷气式飞机、坦克在刺耳地吼

叫”，或“类似火车头或汽船的叫声”等。

二、龙卷风的应对和躲避

1. 在家时，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

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小房间内抱头蹲下。

2. 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3. 及时切断室内供电电源，以防止电击伤人或引起

火灾。

4. 在野外遇龙卷风时，应在与龙卷风路径相反或

垂直的低洼区躲避，因为龙卷一般不会突然转向。应就

近寻找低洼地伏于地面，但要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

砸、被压和触电。

5. 汽车外出遇到龙卷风时，千万不要开车躲避，

也不要在汽车中躲避。因为汽车对龙卷风几乎没有防御

能力，发生在美国的很多龙卷风都会把大卡车提升到空

中。此时应立即离开汽车，寻找到低洼地带进行妥善躲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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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这种平静持续不到1个小时，风就会从相反的方向

以雷霆万钧之势再度横扫过来，如果你是在户外躲避，

那么此时就要转移到原来避风地的对侧。

台风期间，车辆要停放在地势较高、空旷的地方；

在入停车场时，要了解车库排水设施是否完善，以免被

水淹没。车辆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

台风季节，汽车上高速公路时，特别注意从车辆侧面刮

来的风，车速过快，容易翻车。当车辆要穿越积水较深

的路面时，不要猛加油门，因为一不知路面积水有障

碍，二刹车片浸在水中，会影响制动效果。台风期间，

尽量不要驾车外出，不得已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保持

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行驶中遇强风侵袭，应停于路边，

不可强行驾驶。

第二节    龙卷风

龙卷风是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

产生的一种伴随着高速旋转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涡旋。

同时，伴随暴雨、雷电或冰雹。龙卷风经过地面，常会

卷倒房屋，吹折电杆，甚至把人、畜和杂物吸卷到空

中，抛到很远的其他地方去。

一、龙卷风来临前的预兆

1. 识别龙卷云。龙卷云除具有积雨云的一般特征以

外，在云底会出现乌黑的滚轴状云，当云底见到有漏斗

云伸下来时，龙卷风就会出现。

2. 听声音。当在野外听到由远而近、沉闷逼人的

巨大呼哨声要立即躲避。这声音或“像千万条蛇发出的

嘶嘶声”，或“像几十架喷气式飞机、坦克在刺耳地吼

叫”，或“类似火车头或汽船的叫声”等。

二、龙卷风的应对和躲避

1. 在家时，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

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小房间内抱头蹲下。

2. 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3. 及时切断室内供电电源，以防止电击伤人或引起

火灾。

4. 在野外遇龙卷风时，应在与龙卷风路径相反或

垂直的低洼区躲避，因为龙卷一般不会突然转向。应就

近寻找低洼地伏于地面，但要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

砸、被压和触电。

5. 汽车外出遇到龙卷风时，千万不要开车躲避，

也不要在汽车中躲避。因为汽车对龙卷风几乎没有防御

能力，发生在美国的很多龙卷风都会把大卡车提升到空

中。此时应立即离开汽车，寻找到低洼地带进行妥善躲

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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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    灾

第一节  洪水

洪水是水体上涨或泛滥，从而盖没平常不在水下的

陆地。

一、洪水来临前的准备

1. 避难所选择。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

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

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

学校、医院等。

2. 衣物保存。将衣被等御寒物放至高处保存，将不

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或置放高处，

票款、首饰等物品可缝在衣物中。

3. 饮食准备。准备好食物、医药、取火等物品。洪

水到来后，难以找到适合的饮用水，所以在洪水来之前

可用木盆、水桶等盛水工具贮备干净的饮用水。

4. 救生物准备。扎制木排，并搜集木盆、木块等漂

浮材料加工为救生设备以备急需。同时，要保存好各种

尚能使用的通讯设施，以保持与外界良好的通讯、交通

联系。

二、洪水将至时的逃生

处于水深在0．7m以上至2m的淹没区内，或洪水流

速较大难以在其中生活的居民，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 预知路线。避难者要知晓避难路线，弄清洪水先

淹何处，后淹何处，以选择最佳路线，避免造成“人到

洪水到”的被动。

2. 认清路标。在那些洪水多发的地区，政府修筑有

避难道路。一般说来，这种道路应是单行线，以减少交

通混乱和阻塞。在那些避难道路上，设有指示前进方向

的路标，如果避难人群未很好地识别路标，盲目地走错

路，再往回折返，便会耽误逃生时间。

3. 保持镇定。在洪水来临时，避难者由于自身情绪

急迫，已经是人心惶惶，如果再受到流言蜚语的蛊惑、

避难队伍中突然发出的喊叫、警车和救护车警笛的乱鸣

这些外来的干扰，极易产生不必要的惊恐和混乱。必须

要保持镇静，正确抉择逃生。

4. 坚决撤离。洪水逐渐增大时，一定要坚决地离开

居所，进行撤离。

5. 简装易行。逃离时，带好必要的身份证明、简单

地随身物品和足够几天使用的部分现金即可。千万不要

因为贪恋财物而耽误撤离时间，进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洪水来到时的自救

1. 择高躲避。洪水来到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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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

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

避。

2. 立即逃生。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

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

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

料扎成筏逃生。

3. 及时报告。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

地防汛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

求救援。

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

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4. 寻机逃生。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

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5. 防止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

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6. 妥善保管。为了保存财产，在离开住处时，最好

把房门关好，这样待洪水退后，家产有可能物归原主，

不会随水漂流掉。对于家中的财产，不要斤斤计较，更

不能只顾家产而忘记生命安全。

第二节  海啸

海啸是一种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海水波浪运动。海啸

在外海时，因为水深，波浪起伏较小，一般不被注意。

当它到达岸边的浅水区域时，巨大的能量使波浪骤然增

高，形成几米、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一堵堵水墙，排山

倒海般冲向陆地。

一、海啸来临的前兆

1. 海水下沉。海水突然下沉，并引起水流向下沉的

方向流动，从而出现快速的退潮。

2. 波涛有生。海啸产生之前，海水会发出与通常的

波涛声完全不同的频率，形成很低的奇怪吼声，

3. 海滩出现大量深海鱼类。由于深海环境和水面有

巨大差别，深海鱼类绝不会自己游到海面、海滩，只可

能被海啸等异常海洋活动的巨大暗流卷上浅海。渔民会

突然捕到比平日多3到20倍的鱼。临近海啸，会发生鱼

儿抢滩，海水翻滚。

4. 海面出现异常的海浪。海啸的排浪与通常的涨潮

不同，海啸到来前的排浪非常整齐，浪头很高，像一堵

墙一样。

5. 动物有异常行为。科学家认为：“地震或火山爆

发影响到地下水的流动、地球的磁场、温度和声波。”

动物对这些情况比人类更敏感。动物行为怪异，会突然

逃离沿海区域，大象会发出不同寻常的吼叫。

二、海啸的防护

1.海啸的能量传播要作用于水，一个波与另一个波

之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产生的时间差，就为那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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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和有所预防准备的人们留下了逃生的时间。在

第一次大浪退后，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地，不得好奇地

下海滩去看暴露的海底。

2. 地震是一个自然的海啸警告，如果感到强震，不

要停在被海啸波及的地方。如果感觉到了地震，要意识

到海啸的可能性，并注意听广播或看电视，了解更多信

息，做好防护。一次大地震造成的海啸，几个小时后可

能越过大海在数千公里外形成杀人巨浪。

3. 如果发现海啸发生的前兆，应该马上上岸，并向

陆地高处撤离。

4. 海啸是一系列的波浪，第一浪可能不是最危险

的。海啸的危险可能在第一浪之后持续数小时，两次浪

潮相差的时间可能有5分钟到1个小时，其间的标志性变

化是退潮和回潮，所以在此期间应远离海岸线，直到海

啸警报解除，确认安全后方可返回住所。

5. 一次海啸的浪潮在一个地方小，可能在另一个地

方就很大，不要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海啸浪头小认为别的

地方也这样，不能掉以轻心。

6. 海啸还能够进入流入海洋的河流，入海口处的河

流同样危险，所以要远离这些河流。巨大的海浪波会顺

着河道逆流而上，冲击摧毁河道两岸附近的建筑等。

7. 发生海啸时，航行在海上的船只不可以回港或

靠岸，应该马上驶向深海区，深海区相对于海岸更为安

全。

8. 时刻保留一套能用72小时的应急设备，包括足

够的药品、水和其他的必需品（可参照第十章有关部

分）。

三、自救与互救

1. 如果在海啸中不幸落水，要尽量抓住木板等漂浮

物，同时注意避免与其他硬物碰撞。

2. 在水中不要举手，也不要乱挣扎，尽量减少动

作，能浮在水面随波漂流即可。这样既可以避免下沉，

又能够减少体能的无谓消耗。

3. 如果海水温度偏低，不要脱衣服。

4. 尽量不要游泳，以防体内热量过快散失。

5. 不要喝海水。海水不仅不能解渴，反而会让人出

现幻觉，导致精神失常甚至死亡。

6. 尽可能向其他落水者靠拢，既便于相互帮助和鼓

励，又因为目标扩大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

7. 人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热量散失会造成体温下

降。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最好能在温水里恢复体温，没

有条件时也应尽量裹上被、毯、大衣等保温。注意不要

采取局部加温或按摩的办法，更不能给落水者饮酒，饮

酒只能使热量更快散失。给落水者适当喝一些糖水有好

处，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和能量。

8. 如果落水者受伤，应采取止血、包扎、固定等急

救措施，重伤员则要及时送医院救治。

9. 要记住及时清除落水者鼻腔、口腔和腹内的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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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和有所预防准备的人们留下了逃生的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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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高处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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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8. 时刻保留一套能用72小时的应急设备，包括足

够的药品、水和其他的必需品（可参照第十章有关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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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喝海水。海水不仅不能解渴，反而会让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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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可能向其他落水者靠拢，既便于相互帮助和鼓

励，又因为目标扩大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

7. 人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热量散失会造成体温下

降。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最好能在温水里恢复体温，没

有条件时也应尽量裹上被、毯、大衣等保温。注意不要

采取局部加温或按摩的办法，更不能给落水者饮酒，饮

酒只能使热量更快散失。给落水者适当喝一些糖水有好

处，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和能量。

8. 如果落水者受伤，应采取止血、包扎、固定等急

救措施，重伤员则要及时送医院救治。

9. 要记住及时清除落水者鼻腔、口腔和腹内的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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