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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气象状况变幻莫测，即

使如今的气象预报、地质灾害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也仍

有许多灾害性天气悄然而至，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例如地震、暴

雪等。还有很多天气情况，即使预测到了仍然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台风、海啸等。

1976年的唐山地震或许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 2008年

的汶川地震那悲惨的一幕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1998年的大洪水或许

已经逐渐远走，但 2008年南方暴雪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还有每年雨季沿海地区不约而至的台风，这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麻烦和困扰。

多数时候大自然是美丽而神秘的，但有时候它又是狂躁无情的。

平时我们在欣赏夜空的繁星时总会感叹它的遥远神奇，在观赏雨后的

彩虹时也会赞叹它的绚烂美丽，但当它一旦发狂，所有人都难以招

架。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值得引起所有人的重视。人们都

应该深思，这或许不是偶然状况，它与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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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

《灾害防御科技常识》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破坏性比较大的气象灾害

和地质灾害的形成、危害和防御。虽然现在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但气象灾害的预报还不十分完善，特别是地质灾害的预测，可

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地震以及它所引起的次生灾害等才

会给人类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了解更多气象和地质灾害的常识，

一旦遇到各种突发事故知道怎样自救，怎样保护自己将伤害减少到最

低。也希望本书能为灾害防御的普及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同时希望

读者朋友们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意识到生态破坏的巨大危害，意识到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以后的生活中尽量做到低碳环保，为大自然的

平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002



C
ontents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风暴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001

第一节 风暴的相关概念 002

第二节 飓风或台风的防御 010

飓风的危害防御 010

台风的危害防御 013

第三节 龙卷风的危害及防御 028

龙卷风的概念 028

龙卷风的形成及特点 031

龙卷风的类型 034

龙卷风的危害及防御 037

第二章 暴雨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041

第一节 暴雨的常识 042

001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科
技
发
展
五
十
年·

灾
害
防
御
科
技
常
识

暴雨的定义、形成及影响 042

第二节 暴雨的安全防御 047

暴雨的危害 047

暴雨的益处 049

暴雨的防御 051

第三章 山洪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055

第一节 山洪的安全常识 056

山洪的定义及形成 056

山洪的类型和特点 057

第二节 山洪的危害与防御 061

山洪的危害 061

山洪的防御 062

第四章 雷电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065

第一节 闪电的常识 066

闪电的定义和形成 066

闪电的类型、危害及防御 068

第二节 雷的常识及防御 078

002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C
ontents

目

录

雷的定义及形成 078

雷的种类 082

雷的防御 086

第三节 雷暴的常识与防御 089

雷暴的形成和种类 089

雷暴的危害及防御 093

第五章 暴雪、暴风雪的常识和防御 097

第一节 暴雪、暴风雪的安全常识 098

暴雪、暴风雪概念及形成 098

第二节 暴风雪的性质和危害 108

暴风雪的性质 108

暴风雪的危害 109

第三节 暴风雪的防御 111

识别暴风雪的各种预警信号 111

高科技仪器预警 117

第六章 泥石流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119

00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科
技
发
展
五
十
年·

灾
害
防
御
科
技
常
识

第一节 泥石流的安全常识 120

泥石流的定义、形成与分类 120

第二节 泥石流的危害与防御 125

泥石流的危害 125

泥石流的防御 127

第七章 地震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135

第一节 地震的安全常识 136

地震的等级与形成 136

地震的分布与类型 141

第二节 地震的危害与防御 145

地震的危害 145

地震的防御 146

第八章 海啸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155

第一节 海啸的安全常识 156

海啸的定义、形成和分类 156

第二节 海啸的防御 160

00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C
ontents

目

录

海啸的预警 160

第九章 火山的安全常识和防御 165

第一节 火山的常识 166

火山的定义、形成及分布 166

火山的分类 170

第二节 火山的危害与价值 174

火山的危害 174

火山喷发的价值 175

世界著名的火山 177

00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ttp://www.fineprint.cn


风暴的安全
常识和防御

第一章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科
技
发
展
五
十
年·

灾
害
防
御
科
技
常
识

风的定义、形成及影响

（一）风的科学定义

风是一个气象名词，在科学上定义为：相对于地表面的空气运动，

通常指它的水平分量，以风向、风速或风力表示。风向指的是气流的

来向，风速指的是空气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水平距离，单位一般用

“米／秒”来记录。大气中的水平风速一般为 1.0～10米／秒；台风的

风速很高，有时甚至能达到 102米／秒。农田中的风速很小，有时可

能会小于 0.1米／秒。在风速观测资料中记录风速有两种数值：一种

是瞬时值；一种是平均值。通常以平均值记录风速。

（二）风形成的原因

风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水平气压梯度力，换言之，风是空气分子的

运动。但风是受着大气环流、地形和水域影响的，因此风的表现形式

也会多种多样，比较典型的有山谷风、海陆风、焚风等。如果想了解

风形成的原因，首先要理解两个很关键的概念，即空气和气压。空气

中的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气在空气中的含量大约为 78%，

氧气在空气中的含量大约为 21%。另外空气中还含有水蒸气和其他微

量元素。空气中的氮分子和氧分子以及其他微量物质的分子以很快的

速度运动着，它们彼此之间不停地发生碰撞，并且它们与地平线上的

第一节 风暴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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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体都会发生碰撞。

气压在科学上的定义为：空气分子在给定的区域内施加的力的大

小。一般情况下，在某个区域内存在的空气越多，其气压也就越大，如

果在该区域内存在的空气越少，其气压也就越小。于是，在该区域内便

形成了一个气压差，由于气压差的产生，从而形成了风。换言之，气压

梯度力的作用使风产生，而风暴又会引起气压的变化。风暴只是引起气

压变化的因素之一，地表的受热不均也是能够引起气压变化的因素。在

一定的水平区域上，大气分子被迫从高气压地带流向低气压地带。

我们在气象图上看到的高压带和低压带，它们之间的温度差只能

形成温和的微风。仅仅占大气本身 1%的气压差就能产生微风，而许

多区域范围内都会发生这种高气压和低气压的变化，但是，如果要产

生更大的风，如强风暴等，则需要的气压差更大，而且需要集中在更

大的区域范围内完成。

（三）风的分级

空气在单位时间

内流动的水平距离，

即风速。风的大小等

级是根据风对地面上

的物体所引起的现象

来进行划分的，叫作

风力等级。风的等级

大致分为 13 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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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等级记录。下面以平地上距离地面 10米的高处风速的等级划分

情况，对风等级的大小加以了解：

0级风，即无风，风速为 0~0.2米／秒，每小时风速小于 1千米，

陆地上很静，烟的情况为直接向上流动。海面上平静如镜。

1级风，即软风，风速为 0.3~1.5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5 千

米，烟能表示风向，但风向标不能转动。海面上泛起微微的波浪，波

浪的峰端没有飞沫。

2级风，即软风，风速为 1.6~3.3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6~11千

米，人会感觉到有风吹面，树叶有微微的响声，风向标能转动。海面

上泛起小波浪，波峰没有破碎。

3级风，即微风，风速为 3.4~5.4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2~19千

米，树叶和细小的树枝摆动不停，旗帜展开。海面上有小波浪，波峰

顶破裂。

4级风，即和风，风速为 5.5~7.9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20~28千

米之间，地面上的灰尘、纸张和树叶被风吹起，树上的小树枝被风吹

得微微颤动，海面上泛起轻微的浪波，波峰上泛起白沫。

5级风，即劲风，风速为 8.0~10.7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29~38

千米，树上带有叶子的小树枝被风吹得不停摇摆，内陆水面泛起小小

波浪，海面上泛起中浪，波浪峰端破损成沫。

6 级风，即强风，风速为 10.8~13.8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39~49 千米，大树枝被风吹得摇摆不定，电线被风吹得发出呼呼的

声音，如果举着伞行走，会感觉到有些困难。海面上起了大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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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四溅。

7级风，即疾风，风速为 13.9~17.1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50~61

千米，树木被风吹得摇摆不停，如果迎着风步行会感觉到有些不便。

海面上掀起巨大波浪，波浪峰端破裂成条，泛起白沫。

8级风，即大风，风速为 17.2~20.7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62~74

千米，稍微细小的树枝会被折毁，人向前行感觉阻力很大，海面上波

涛汹涌，海浪高涨，浪花猛烈地翻滚着。

9级风，即烈风，风速为 20.8~24.4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75~88

千米，地面上的建筑物会有所损坏，房屋受到轻微损坏，烟囱顶部和

屋顶瓦片被风吹得移动了位置。海面上掀起惊涛骇浪，浪峰倒卷。

10 级风，即狂风，风速为 24.5~28.4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89~102千米，这种风力在陆地上并不多见，如果出现在陆地上，则可

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建筑物遭到严重的损坏，海面上惊涛骇浪不止，

船只被打翻，桅杆被折断。

11 级风，即暴风，风速为 28.5~32.6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03~117千米，这么大的风在陆地上很少发生，一旦发生，必然会带

来重大损毁，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这种风力出现时，海面上的波峰

全呈飞沫，海啸发生。

12 级风，即飓风，风速为 32.6~36.9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18~133千米，这种风基本不会发生在陆地上，一旦发生，其摧毁力

极大，不堪设想，海面上海浪滔天，有大的海啸发生。

13 级风，即台风，风速为 37.0~41.4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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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49千米，这种风陆上绝少，其摧毁力比 12级风更大。海啸持续。

14 级风，即强台风，风速为 41.5~46.1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50~166千米，基本不会发生在陆上，其摧毁力大于 13级风的威力。

15 级风，即强台风，风速为 46.2~50.9 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67~183千米，陆上绝少，其摧毁力大于 14级风。

16级风，即超强台风，风速为 51.0~56.0米／秒，每小时风速为

184~202千米。

17级风，即超强台风，风速为≥56.1米／秒，每小时风速≥203

千米。几乎相当于世界末日。

（四）风的影响

风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风对改善农田环境起着重要的

作用，风能够传播花粉和种子，利于植物的授粉和繁殖。风能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并且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

便捷资源。我国盛行季风，而季风对农作物的生长是十分有利的。那

么，什么是季风呢？

气象学对于季风是这样定义的：大陆和海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温

度差异，由于这种温差而形成的显著变化的风系在大范围内盛行，具

有这种大气环流特征的风被称为季风。即在夏季，季风是由海洋吹向

大陆；在冬季，季风由大陆吹向海洋。季风形成的因素与海陆分布、

大气环流、大陆地形等有关。季风的主要特征为，以一年为一个周期，

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季风，这两支季风环流转换的过渡

期很短，几乎是突发性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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