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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

成振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由于地震预报还

处于研究阶段，绝大多数地震还不能做出临震预报，所以地震

的发生往往出乎预料。地震通常在瞬间发生，会造成山崩地

裂、房倒屋塌，甚至造成重大伤亡，尤其一些地震发生在人们

熟睡的夜间。同时，地震还易引起火灾、有毒有害气体扩散

等次生灾害。

当地震发生、感觉到晃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家里，要立即躲到就近的书桌下、床底下、卫生间、墙角。

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遇到地震，要沉着冷静，特别是断

自然灾害
避险知识

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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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时，应就地蹲下或躲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

物，用包、衣服等保护头部。

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柱

子边以及内墙角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

门窗和玻璃橱窗。

在教室里，学生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

各自的课桌下。震后应当迅速有组织地撤离。

在户外，如果正行走在高楼旁的人行道上，要迅速躲到高

楼的门口处，以防碎片掉下来被砸伤。坐在汽车里要让司机就

地停车。在山坡上感到地震发生，千万不要跟着滚石往山下

跑，应躲在山坡上隆起的小山包背后，同时要远离陡崖峭壁，

以防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威胁。在海边，如发现海水突然后

退，比退潮更快、更低，就要注意海啸的突然袭击，尽快向高处

转移。

地震后，如果已被砸伤或埋在倒塌物下面，不要害怕，哭

叫会消耗自己的体力。要先冷静观察周围环境，寻找通道想办

法出去。若无通道，

则要保存体力，

静听外面的动

静，可敲击铁

管或墙壁使声

音传出去，等待大人的救援。

顺口溜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

靠在墙角曲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

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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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电

雷电是夏季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经常造成灾祸。据

统计，在美国近二十年的石油火灾中，有 55％是由雷电引起

的；我国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和山东黄岛油库大火，也与雷击有

关；世界各国雷击引起的停电事故占总停电事故的 90％以

上。此外，雷电还毁坏建筑物，威胁人畜安全。我国每年因雷电

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上亿元。

雷电形成于积雨云中，而积雨云是炎热季节里暖空气和

冷空气发生强烈对流的产物。它体态庞大，云冠高耸，云体内

存在着水汽、水滴、雪花、冰晶，以及过冷的水滴、雪花和冰晶

的混合物———霰。当积雨云中的冰晶和霰粒发生碰撞时，因短

时的摩擦接触，致使霰粒表面局部温度上升而比冰晶高，造成

了霰粒表面与冰晶之间的温度差。由于“温差起电”的作用，冰

晶和霰粒分别带正电荷和负电荷。随着云中空气对流，逐渐形

成正负电荷的明显分区，以致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

程度时，电荷分区之间或云地之间，就发生击穿空气的放电现

象，产生极强的火光和隆隆的巨响。

自然灾害避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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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雷电天气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做什么呢？

1.不到电线杆、大树、变压器下避雨或停留。大树潮湿的

枝干就好像一个引雷装置，容易引起触电，所以打雷时最好与

树木保持 5米远的距离。

2.远离金属物体。在户外，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

气管，同时摘下身上佩戴的发卡、项链等金属物品，因为金属

能导电。

3.正确躲避雷击。如果感觉身上的毛发突然竖了起来，皮

肤有轻微的刺痛，这就是雷电快要击中你的征兆。这时应该马

上蹲下来，身体前倾，双手抱膝，胸口贴紧膝盖，尽量低下头。

4.切勿奔跑。雷雨天气，不能在雨中狂奔。身体的运动幅

度越大，周围的电压就越大，雷电也越容易伤人。

5.选择正确的躲避点。打雷时，不要在水边、洼地停留，要

迅速到附近干燥的房屋中避雨，如果在山区可以躲到山洞里。

顺口溜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

铁塔线杆要离远，打雷家中也防患。

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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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

在冬天，会发生暴风雪天气。当云中的温度变得很低时，

使云中的小水滴结冻。当这些结冻的小水滴撞到其他的小水

滴时，这些小水滴就变成了雪。当变成雪之后，它们会继续与

其他小水滴或雪相撞。当这些雪变得太大时，它们就会往下

落。大多数雪是无害的，但当风速达到每小时 56千米，温度降

到 -5℃以下，并有大量的雪时，暴风雪便形成了。

当遇到暴风雪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遇到这样的天气，应该避免出行，待在家里，锁好门窗，帮

助爸爸妈妈做好室内的保暖工作。

在室外，应该立即寻找背风挡雪的地方，不能躲在低地，

如坑沟里，这样很容易被大雪埋起来，也不要随意行走，要紧

自然灾害避险知识

顺口溜

暴雪天，人慢跑，背着风向别停脚。

身体冻僵无知觉，千万不能用火烤。

冰雪搓洗血循环，慢慢温暖才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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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人，以防迷失方向。

在旷野里，则应蹲下身子，捂住头脸，减少暴风雪对身体

的冲击力，防止被风卷走。

还要注意在小空间里尽可能多动身体和手脚，防止被冻僵。

狂风暴雨

狂风暴雨天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如果不注

意，也会给我们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

当我们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应尽量待在家中。如果在外

面遇到了大风雨，一定要注意

低洼路段的积水，小心不慎踩

进水深的坑洼里。不要走在有

高处建筑物和高层楼房的底

下。戴上眼镜、丝巾等保护眼

睛。坐在车里，要提醒开车的

大人注意道路湿滑，不要开快

车和紧急踩刹车。

在郊区、农村、山上、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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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遇到了狂风暴雨，更是要处处小心。长时间大量的降

雨有可能会使得原本就不结实的房屋变得更加脆弱，从而使

房屋倒塌，也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

在日常的下雨天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下雨的时候，路上非常滑，奔跑最容易滑倒，所以要小心

慢行。走坡道时，更要特别小心。

手拿雨伞时，千万不要让雨伞挡住了视线，要注意看着前

方行走。

不要拿着雨伞嬉戏，更不要将伞收起来当作刀剑，相互打来

打去，或是在别人面前突然把伞撑开，这些行为都是很危险的。

下雨天，开车的人常常看不清行人。你应该穿戴颜色鲜亮

的雨衣、帽子、雨鞋或者撑颜色鲜亮的雨伞，这样可以引起驾

驶员的注意。

刮强风下大雨时，最好穿雨衣上学，因为你还小，在狂风

大雨天不好控制雨伞。

不要在马路上的小水潭中踏水或放小船玩，这样做都非

常危险。

自然灾害避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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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

沙尘暴是干旱地区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是指强风将地

面大量的尘沙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1000米的灾害性天气。随着水土的不断流失，沙尘暴的发生频

率越来越高，波及的范

围越来越广，造成的损

失也越来越严重。沙尘

暴虽然不会直接造成人

员伤亡，但却可以将汽

车吹翻，或者因为能见

度较低而引发车祸。同

时，沙尘暴中附着的有

害气体、重金属元素、有

机污染物等，在随着呼

吸进入人体呼吸道后，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和腐蚀，使呼吸道

免疫力降低，引发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少年儿童的

呼吸道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损伤。

8



雾霾，雾和霾的统称，但是雾和霾的区别十分大。雾是大

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

雾 霾

当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马上把门窗关严，必要时还可以用桌椅顶住门窗。

如果在室外遭遇沙尘暴，和大人一起不要着急赶路，而是

应该立即到附近的建筑物内躲避。

躲避沙尘暴时，不要躲在临时建筑物或大广告牌下，因为

这些物体往往不够牢固，有可能会被吹倒而砸伤人。

沙尘暴天气时，不要在室外做运动，如果大量吸入灰尘，

会引起呼吸道疾病。

不要在刮倒的电线杆或被刮断的电线旁逗留，以防触电。

如果沙尘吹到眼睛里，要立即用温水冲洗，直至没有异物

感，必要的时候，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医院就医。

沙尘暴过后的几天内，也要尽量少出门。因为沙尘暴过

后，许多小的颗粒物还会停留在空气中，容易对我们脆弱的皮

肤和呼吸道造成伤害。

自然灾害避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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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多出现于秋冬季节，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水汽凝结（或凝华）

的产物。雾本身并不是一种污染。霾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

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组成的。它的形成是区域性

的，由大气近地面层出现了逆温层所引起。这个逆温层如同一

个大盖子一样罩在了地表，盖子下面的烟尘扩散不出去，于是

就形成了霾。所以霾出现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微米的颗粒物，也

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 1/20。

虽然 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

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

雾霾对我们的危害比对成人更大，从生理结构来说，我们

鼻毛较少，防御能力弱，雾霾更容易侵入；我们的个头比成人

小，离地面更近，更容易吸入雾霾颗粒物；另外，相同体积的颗

粒物进入我们身体，扩散开产生的危害比进入成人身体要更大。

雾霾天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雾霾天，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出去散步，尽量选择能见度

相对比较好的时段。

出门最好戴纯棉口罩或者专业防尘口罩。

开窗换气最好避开室外污染浓度较高的时候，如早晚交

通高峰期不宜开窗，风力较大引起扬尘时也不宜开窗。在静风

条件下，每天开窗两次，每次开窗 20分钟左右即可。在连续污

染天若要通风换气，可在纱窗附近挂一条湿毛巾，可起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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