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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其核心是 “全面”， 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 不分地域、 不让一个人

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 其内容是 “五位一体”， 即建成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 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 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而小康社会，
则是我党苦苦奋斗、 孜孜追求、 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

福社会。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 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
这是全党的共同任务，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 特

推出 “共享小康生活” 系列读物， 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
共建小康社会， 共享小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 导致整个人

生和家庭都不幸， 因残疾而穷困， 因病痛而潦倒， 同时也给社会增加

了很大负担。 还有些人涉黄、 涉赌、 涉毒、 涉黑等， 有些人被骗、 被

盗、 被暴力侵害、 被传销坑害、 被邪教毒害等， 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

的不幸。 这些都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 小康生活就是要把 “平安

是福， 健康是金” 的理念转化为现实。 “共享小康生活” 之 “安全预

防与平安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交通出行、 用电用火、 网络生活、 运

动锻炼、 食品卫生、 疾病预防、 劳动防护、 黄赌毒黑、 社会治安及自

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 悉心告诫， 关怀备至， 是教导广大人民群

众安全每一天、 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 过上有

文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吃饱了、 穿暖了、 有

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 落后的、 愚昧的、 腐败的、 丑陋的生活，
这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 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 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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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建设， 要体现出民风淳朴、 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

活” 之 “社会新风与文化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 谜

语与猜谜游戏、 岁时与节气知识、 民间剪纸与年画、 春节与除夕庆祝、
元宵节与灯会、 清明节与祭祀、 端午节与龙舟、 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

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 民风习俗、 节日庆祝， 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

相关， 是发扬传统、 建设时代文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 享

受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

乐， 却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 有人有钱就任性， 有人得

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 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

的。 小康生活包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

活” 之 “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歌咏、 器乐、 美术、
书法、 舞蹈、 口才、 曲艺、 戏剧、 表演、 游艺等知识， 是指导广大人

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 不

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 乱

写乱画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 不仅国内有， 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
这些根本不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 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 之 “文明行动与精神生活” 读本， 主

要介绍阅读、 科普、 健身、 娱乐、 游戏、 旅行、 环保、 收藏、 棋艺、
牌艺等内容， 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 提高精神生活的最

优读本。
总之， 推出本套 “共享小康生活” 系列读物的目的， 是使广大人

民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 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 也让广大

人民群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 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 实

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 通俗易读， 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

位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 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 同时， 亦适合各级

图书馆收藏和陈列。

编　 　 者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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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危险与灾害基本常识



自然灾害的认识

凡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各类事件通称之为灾

害。 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 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自然变异； 二是人为影响。

因此， 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自然灾害，

如地震、 风暴潮； 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害，

如人为引起的火灾和交通事故。

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 有缓有急。 有些自然灾害，

当致灾因子的变化超过一定强度时， 就会在几天、 几小时， 甚

至几分、 几秒钟内表现为灾害行为， 像地震、 洪水、 飓风、 风

暴潮、 冰雹等， 这类灾害称为突发性自然灾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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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 农作物和森林的病、 虫、 草害等， 虽然一般要在几

个月的时间内成灾， 但灾害的形成和结束仍然比较快速、 明显，

所以也把它们列入突发性自然灾害。

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是在致灾因素长期发展的情况下，

逐渐显现成灾的， 如土地沙漠化、 水土流失、 环境恶化等， 这

类灾害通常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 则称之为缓发性自然

灾害。

许多自然灾害， 特别是等级高、 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以

后， 常常诱发出一连串的其他灾害接连发生， 这种现象叫灾害

链。 灾害链中最早发生的起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 而由原

生灾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则称为次生灾害。

自然灾害发生之后， 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和谐条件， 由此还

衍生出一系列其他灾害， 这些灾害泛称为衍生灾害。 如大旱之

后， 地表与浅部淡水极度匮缺， 迫使人们饮用深层含氟量较高

的地下水， 从而导致氟病， 这些都称为衍生灾害。

当然， 灾害的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一种灾害可由

几种灾因引起， 或者一种灾因会同时引起好几种不同的灾害。

这时， 灾害类型的确定就要根据起主导作用的灾因和其主要表

现形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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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灾害的认识

说起自然灾害， 人们都会想到水灾、 旱灾、 地震、 海啸这

些气象或地质方面的灾害， 而一些动植物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危

害， 尤其是人类的重大疫情却很少有人将它们与自然灾害联系

起来。 其实， 从广义上讲， 由于各种活动 （包括动物、 植物和

微生物活动） 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环境引发的重大伤亡和破坏也

属于自然灾害， 但从狭义上来说， 称为生物灾害。

我们知道， 地球是目前所知唯一有生命的星球。 在人类诞

生之前地球上已经有无数种动植物和微生物存在， 它们有自己

的生活和繁衍方式。 人类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这些生物， 它们

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 而人类的生活也为它们提

供各种生长繁殖的条件。

各种生物在自然界中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生物圈。 在这个生

物大世界中， 地球上存在的任何一个物种， 都是维持生态平衡

的基础。 虽然人是最聪明的高等动物， 但人并不能主宰一切，

和谐中也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旦某种生物链遭到破坏， 就会对其他生物的生命和生存

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发生在人类身上， 则可能引发

灾难。 人类发展史上无数次瘟疫的流行， 使得人口锐减， 社会

经济发展受挫， 就是这一灾害的结果。

有些生物灾害并没有直接发生在人类身上， 而是造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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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大批死亡， 或者使某些植物成片死亡。 这些生物灾害虽

不直接伤及人的性命， 但却具有较强的破坏力。 生物灾害可为

三类。

一、 动物灾害

说到动物灾害， 首先要明确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人类自

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 就成了地球上的一个重要成员。 在漫长

的演化历史中， 人与动物或其他生物之间的利害关系越来越复

杂， 矛盾越来越突出。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人们总是把有利于人类自身利益的动

物当作是有益的， 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和利用； 反之， 则认为

是有害的， 想方设法加以控制、 清除， 甚至消灭。 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的人虫之战、 人鼠之战等进行了一个又一个

世纪， 而且愈演愈烈， 使人类处于无计可施的困境。 除了所谓

的有害动物之外， 据统计， 全世界危害庄稼的害虫有 ６０００ 多种。

它们每年造成的农业灾害是相当严重的， 大灾之时甚至会造成

上百万人口因饥荒而死。

自然界造成动物灾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因素， 如

气候变化、 环境变化使动物的数量、 习性发生改变； 有动物本

身的因素， 如繁殖力过强或过弱、 数量过多或过少造成生态失

衡。 干旱使蝗灾暴

发， 造成农作物颗

粒无收； 老鼠缺少

天敌过度繁殖， 猖

獗肆虐， 不仅吞噬

粮食， 传染多种疾

病， 而且毁坏各种

设施； 气候环境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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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生森林病虫害， 使成千上万亩林木毁灭， 其损失远远大于

森林火灾……

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 比如对许多动物的乱捕乱

杀、 森林的乱砍滥伐、 草原的开垦、 围湖造田等破坏了动物的

食物链， 毁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又如过量使用化学农药， 造成

水域、 空气和土壤的污染，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并且引起物种

变异及抗药性。 比如杀虫剂 ＤＤＴ 的滥用， 使之从诞生之初的一

支杀虫利剑很快变成对蚊虫毫无作用且对人体有副作用的废药

而被淘汰。

还有， 盲目引进物种， 造成外来物种侵入， 引发动物异地

泛滥。 澳大利亚原本没有兔子， １００ 多年前， 好事之人将 ２４ 只

欧洲穴兔带到缺乏天敌的澳大利亚， 以至于过度繁殖形成灾害。

另外，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曾发动一次 “除四害” 运动， 其

中将麻雀列为害鸟进行剿灭， 这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虫害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植物灾害

说 到 植 物 灾 害，

许多人就会想到豚草、

葛藤、 假高粱、 加拿

大一枝黄花、 大米草、

水葫芦等一系列植物

泛滥成灾， 祸害农作

物及其他林木的恶性

草本植物。 这些植物

生命力强、 繁殖迅速， 有的还具有毒性。 它们抢夺其他农作物

的养分， 致其死亡。 在热带和亚热带一些地区， 每年由于恶性

杂草成灾引起的农作物产量减少达 ５０％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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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植物虽未泛滥生长， 但其毒性极强， 导致许多人及

食草动物误食而命丧黄泉， 比如毒蘑菇。 更有一些奇怪的植物，

从它们身上提取的致瘾性物质被上亿人吸食受毒害而难以解脱，

烟草、 古柯、 大麻、 罂粟即是这类植物。

因此， 植物灾害真的不容忽视， 但究其原因， 主要还在人

类自己。 每种植物都有自身生长的地域和环境， 它们的繁殖或

它们所具有的毒性都是适应自然或自我保护而形成的。 它们受

着自然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当人们无意或有意将某种植物引入

另一种环境， 它们就可能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魔怪， 失去约束，

失去天敌， 恣意妄为， 在异地形成灾害， 现在人们已高度警惕

的外来物种的入侵。 我国近几年已发现有 ４００ 多种外来植物形成

大小不一的灾害。 就拿对于全世界都严加防范的各种毒品来说，

其中许多确实是由一些植物制成的， 但那也怨不得这些植物，

它们原本是很有益的植物， 制成毒品纯粹是人类自己祸害自己。

三、 微生物灾害

第三类生物灾害， 即

微生物灾害， 可谓是最直

接、 最为恐怖的了。 这些

最为细小最为原始的病原

微生物能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传播疾病， 引起人或其

他动物死亡。 据粗略统计

约有 １０００ 多种细菌、 病

毒、 立克次体、 螺旋体、

寄生虫等病原体在威胁着

人类的生命。 它们所引起的传染病每一次暴发和流行， 都给人

类带来一场可怕的灾难。 １４ 世纪欧亚两洲的鼠疫暴发， １８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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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天花、 结核病肆虐， １９１８ 年全球流感大流行， 死亡人数

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超过了任何一场其他自然灾害。

从人类诞生之时起人们就开始与各种疾病作斗争， 人们运

用各种药物或其他手段杀灭病原体， 阻断传染病的传播。 然而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各种病原体也在不停地变幻嘴脸， 在

适应了旧的药物之后， 以更加凶恶的面目卷土重来。 几乎每年

暴发的流感便是如此。 这种病毒使得人们生产的新疫苗总是落

后于它的变异。 另外， 一些新的病原体又不断给人们带来从未

见过的传染病。 ２００３ 年， 令全世界都震惊的 “非典” 疫情曾给

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恐惧， 人们至今还未完全解开这一可怕瘟疫

的谜团。 如今原有的 ２００ 多种传染病虽然大多已能控制和治疗，

可它们在一些局部地区还不时爆发， 如霍乱、 结核病、 登革热、

疟疾等还在引起一次次生命的浩劫。 还有一些疾病， 人们至今

还没有有效治疗的办法， 比如艾滋病、 埃博拉病等。

除了对人的直接伤害外， 一些病原还会对畜禽及其他动物

造成疾病和死亡， 间接地给人类造成伤害。 曾令欧洲人恐惧的

疯牛病、 被恐怖分子当做武器的炭疽菌， 以及口蹄疫、 禽流感、

猪瘟、 鸡新城疫、 狂犬病等流行起来， 致死率极高， 造成的损

失十分巨大。 其中一些畜禽疾病还能感染给人， 置人死地。 禽

流感病毒中 Ｈ５Ｎ１ 型及其亚型变种就是目前全世界都紧急防范的

最危险的病毒。 一些科学家预测， 这种病毒一旦在人群中传播

流行， 很有可能造成如同 １９１８ 年全球西班牙流感的灾难性后果。

当然， 对于生物灾害人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毕竟生物是人类

的衣食 “父母”， 人类的生存还必须依赖各种生物。 过去我们一直说

“人定胜天”， 要说战胜生物灾害， 不如说增其利， 避其灾， 或者说，

以科学的认识、 科学的手段减低或尽量避免生物活动给人类带来的

危害。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人类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有效的防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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