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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

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是人类社会永远不变的追求。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一半以上

的人口分布在自然灾害的严重地区。每年由于气象、海洋、洪

涝、地震、地质等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巨大，因灾害死亡人

数近万。自然灾害不仅威胁这一些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灾害

还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灾害成为这些地区长期难以摆

脱贫困的重要因素。

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

东西比平时多得多”。因此，全面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建立综

合防治体系、提高全民的抗灾避险能力，尤其是提高广大农民

的抗灾避险能力，不仅是防灾减灾的关键，更是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大力开展防灾自救宣传、教育培训、科技

推广，对建立群防群治的防灾自救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系统、生动、科学地讲解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

全事件、人身意外、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时的各种危险和应急

措施，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种防灾常识和自救技能，简练易

学，实用性强。

                                        编  者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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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呼吸 

皮肤消毒 

出血种类 

止血方法 

包扎方法 

怎样识别药品有效期和失效期 

防灾自救——地震 

地震简介 

地震发生前的征兆 

我国十大地震带分布 

在家里如何避震 

如果室内没有可藏身的家具怎么办 

地震期间如何防止火灾发生 

震后发生火灾如何逃生 

震后发生毒气扩散时如何逃生 

震后发生燃气泄漏怎样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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