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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是一个与各种灾害相抗衡、与大自然相适应的艰

难历程。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人口相对集中，

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

越严重。尤其是近些年来，地震、洪水、台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以及各种突发性疫情、火灾、爆炸、交通、卫生、恐怖袭击等伤害事故频

频发生。这些“潜伏”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危险因素，不仅会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人员伤亡，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不幸。这些

事件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安全风险

中，而且谁也无法预料自己在何时何地会遇到何种灾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不要等到地震来临时，才想起不知道最

佳避震场所的位置；不要等到火灾发生时，还想不起逃生通道在哪里或是

不知道灭火器怎样使用；不要等到车祸发生时，因惊慌失措而枉自送了自

己的性命；也不要等到遭受人身侵害时，才想起当时不该疏忽大意……

古人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话就是提醒我们在平时就应注

意防范身边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曾经发生的灾难给

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倘若我们平时能够了解、积累一些有利于自我保护

的基本常识和技巧，并加以适当的训练，那么，当我们陷入突如其来的困

境和危险时，就会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产生事半功倍、化险为夷的效果。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特别是青少年，

掌握一些减灾自救的安全常识，是必不可缺少的。只有了解掌握这些宝贵

的知识，才能在紧要的危急时刻，临危不乱、张弛得当，有方法、有步骤

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各种灾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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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特意编写了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灾害”、“火场危害”、

“交通事故”、“水上安全”、“中毒与突发疾病”、“突发环境污染”

等，书中主要针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灾害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并全面

地介绍了防灾减灾的避险以及自救的知识。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帮助青

少年迅速掌握各种避险自救技能。让广大青少年牢牢记住：你的安危，牵

系全家的幸福，让我们给你的幸福再加一道保险！谁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发

生什么！注意——危险时刻会发生！防患于未然，只有懂得更多自救措施，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珍爱生命，关爱身边的人，让我们细

读本书，一旦在身处危难时，我们才能够用科学的自救方法和救助他人的

方法一道去守护危境中的生命！

心心相印，我们一起向前走，手挽着手，我们共同跨过逆境。我们一

起努力，让脆弱的生命坚强起来，让宝贵的生命绽放出更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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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来去无影的风

第一章
来去无影的风

飞沙走石：风灾与风暴的防范自救

风，来无影去无踪。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在摇曳的草木、翻

飞的秀发、飞扬的衣袂上，感受着它的无处不在。它就像个孩子，可

以很轻柔地拂过人的面庞，也可以暴虐到瞬间掀翻房屋，摧毁大地上

的一切。在肆虐的狂风下，我们人类再一次显出了自己的渺小。在我

们认识风灾之前先了解一下大气以及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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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成分主要有氮、氧，这

两种气体占空气总容积的 99.98%。

其中，氮气为主要成分，占空气体

积的 78%。氮很少呈氮化物状态

存在，只有在豆科植物根瘤菌的作

用下才能变为能被植物体吸收的化

合物，这主要是由于其化学成分不

活泼造成的。氮不仅是地球上生命

体的重要成分，还是工业、农业化

肥的原料。氧气约占空气体积的

21%，大多数都是以氧化物形式存

在于自然界中，其化学成分活泼。

氧是生命活动的根本，人类的一切

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氧气。图 1

此外，空气中还有水蒸气、氖、

氦、氪、氩、氙、臭氧等稀有气体。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甚少，

占空气体积的 0.03%，它是植物进

行光合作用的原料。二氧化碳主要

认识大气

图 1 豆科植物里含有根瘤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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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海洋和陆地中有机物的生命

活动、土壤中有机体的腐化、分解

以及石化燃料的燃烧而进入大气的，

它主要集中在大气低层（11 ～ 20

千米以下）。近年来，由于工业蓬

勃发展，石化燃料燃烧量迅速增长，

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二氧化碳在大

气中的含量有快速增加的趋势。

臭氧在大气中含量很少，主要

集中在15～35千米间的大气层中，

尤其以 20 ～ 30 千米处浓度最大，

称为臭氧层。大气中臭氧主要来自

大气中的氧分子在太阳光的紫外线

（0.1 ～ 0.24 微米波段）照射下发

生光解作用，光解的氧原子又同其

他氧分子发生化合作用而形成的。

臭氧层能大量吸收太阳辐射中的紫

外波段，这不仅增加了高层大气热

能，同时也保护了地面的生命免受

紫外线辐射伤害，使生物得以繁衍

生息。图 2

水汽是大气中含量变化最大

的气体，含量很少，仅占大气体积

的 0 ～ 4%，但它却是低层大气中

的重要成分。水汽主要来自于地表

海洋和江河湖水等其他水体表面蒸

发和植物体的蒸腾，通过大气垂直

运动输送到大气高层。大气中水汽

的含量自地面向高空逐渐减少，到

1.5 ～ 2 千米高度，大气中水汽平均

含量仅为地表的一半，到 5 千米高

度，就会减少到地面的 1/10，到了

10 ～ 12 千米，水汽成分的含量就

更少了。不仅如此，在水平方向上，

大气中水汽含量也不尽相同。一般

情况下，陆地上的水汽成分少于海

洋，高纬少于地纬，干旱、植物稀

疏的地表少于湿润、植物茂密的地

表。

悬浮在大气中的固态、液态的

微粒称为杂质。大气杂质对太阳辐

射和地面辐射具有一定的吸收和散

射作用，对大气的温度变化有着很

重要的影响。杂质主要来源于火山

灰尘、植物花粉、有机物燃烧的烟粒、

图 2 石化燃料燃烧会引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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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扬起的尘土、宇宙尘埃、海水

浪花飞溅起的盐粒、细菌微生物以

及工业排放物等，大多都集中在大

气底层，其具有吸湿性，因此通常

会成为水汽凝结的核心。

地球大气的成分直接影响着人

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它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那么，空气最早是

怎么形成的呢 ? 图 3

要想知道空气最早是怎么形成

的，首先要了解行星。行星是怎么

形成的呢？据天文学家推测，一些

巨大的气体和尘埃旋转构成行星，

而构成这些气体尘埃的各种元素比

例，一般等于它们在宇宙中所占的

百分比。在地球形成之前，与其他

行星一样，其成分有 90% 是氦，还

有少量的碳、氧和氖等元素。地球

雏形即是地球的尘埃在高速旋转中

逐渐靠拢形成的一个核心，且在构

成之中一些气体也被笼罩在圆体形

成物中间。随着堆积物越来越大，

其内部的压力也越来越高，致使火

山喷发。通过火山喷发，裹在地表

以下的气体喷发出来，密度小的氢、

氦和氖被燃烧，随之消失不见。而

其他的气体由于密度大或者水蒸气

的凝结，没有消失，因此形成了大

气，在地球的表面存在着。此外，

还有水蒸气、氨、甲烷和少量的氩。

海洋的形成就是由于水蒸气凝结降

落到地球表面。以上就是原始大气

的最早雏形。图 4

一般情况下，地球大气的成分

是比较稳定的。但现代大气跟原始

大气相比，它们的成分之间有很大
图 3 人类生存离不开空气中的氧气

图 4 水蒸气凝结降落上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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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这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原来，阳光中的紫外线就像一

把小斧子，它把水蒸气劈成了氢气

和氧气：

2H2O → 2H2+O2，这就是光解

作用。分解出来的氢又逃逸掉了，

于是仅剩下氧；氧比较重而且活泼，

因此留在了大气层，并与甲烷、氨

发生了下列化学反应：

第 一 个 反 应：CH4（ 甲 烷）

+2O2（氧气）→一氧化碳 2（二氧

化碳）+2H2O（水）

4NH3（ 甲 烷 ）+（ 氧 气 ）

3O2 → 2N2（氮气）+6H2O（水）

于是，大气的成分也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现代大气的主要成分已

被氮和氧取代，从而为生命的诞生

和孕育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还有一个有趣的反应：3O2（氧

气）→ 2O3（臭氧）

其生成物的臭氧具有普通氧气

没有的特性：它挡住了阳光中大部

分的紫外线。正是由于这些高层大

气层中氧气与紫外线作用下的产物，

反过来阻止了紫外线的入侵，为水

分子的光解作用画了一个关键的休

止符，也促使大气的成分维持在一

个恰好的水平上。我们今天生活在

大气中，是一件很幸福、很偶然的

事情。

用臭氧制作家庭空气消毒剂

将臭氧发生装置移植于空调中，在空气出口处安装臭氧催化分解、吸附

装置，这样既可以制冷制热，还可以利用室内循环风对空气进行消毒、净化，

分解后的氧气和负离子可以使室内空气保持清新。另外，空气消毒用臭氧发生

器也可在宾馆、饭店、商场、剧院等公共空间使用。

知
你 道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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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总质量 5.27×1015 吨，

相当于地球质量的百万分之一。假

如地球周围大气分布均匀，那么它

分布的高度仅为 8 千米。但实际上

大气的密度随着高度的增加越来越

小，所以在平原上生活习惯的人，

到高原地区，就感到呼吸困难，实

际是高原地区气压降低，氧气的分

压也降低的缘故。图 5

从总体上说，5 千米以下的空

气质量大约占大气总质量的 50%，

10 千米以下的空气质量占到大气总

质量的 75%，20 千米以下的空气质

量占到大气总质量的 95%，其余 5%

的空气散布在 20 千米以上的高空。

地球大气的质量是模糊的，地球大

气和星际气体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截

然的上界。为了研究需要，一般根

据大气中极光出现的高度定为大气

的上界，即 1200 千米高度称为大气

的物理上界。

大气的垂直结构

图 5 高原地区气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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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气在垂直方向上的物理

性质差异，可以把大气分为五层。

1．对流层

对流层是大气圈最低的一层，

底界是地面。由于其与地面接触，

从地面得到热能，使大气温度随高

度升高而降低，平均每升高 100 米

气温约降低 0.65℃。

对流层内具有强烈的对流作用，

但其强度随纬度位置不同而有所不

同。一般在低纬度区较强，高纬度

区较弱，所以对流层的厚度从赤道

向两极逐渐减小，在低纬度区约为

17 ～ 18 千米，中纬度区为 10 ～ 12

千米，高纬度区为 8 ～ 9 千米。

对流层相对于大气圈的总厚度

来说是很薄的，但质量却占整个大

气质量的 75%，主要天气现象（云、

雾、雨、雪、雷、电等）都发生在

这一层，由于温度和湿度在对流层

分布不均匀，使空气发生大规模的

水平运动，因此对流层对人类生产、

生活的影响最大。大气污染现象（发

生、迁移、扩散及转化）也主要发

生在这一层中，特别是靠近地面的

1 ～ 2 千米范围之内。图 6

2．平流层

从对流层顶到距地面 50 ～ 55

图 6 闪电发生在对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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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的一层，空气垂直对流运动很

弱，主要是水平运动，故称为平流层。

根据温度的分布情况又把平流层分

为同温层和暖层，同温层是从对流

层顶到 30 ～ 35 千米范围内，气温

几乎不变，常年保持在 -55℃～ -

50℃；暖层是从 35 ～ 55 千米处，

气温随高度的上升而增高，到平流

层顶气温升高到 -3℃，主要是由于

该层中的臭氧能吸收来自太阳的紫

外线，同时被分解为原子氧和分子

氧，当它们重新化合生成臭氧时，

释放出热能，使气温升高。

这一层空气干燥，下面对流层

的云和气流不易穿入，所以没有云、

雨等天气现象及尘埃，大气能见度

很高，是现代超声速飞机飞行的理

想场所。但是该层由于空气对流很

弱，所以飞机排放的废气很难扩散

稀释，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与臭氧迅

速反应，消耗臭氧，这样就降低了

大气遮蔽波长小于 300 纳米的紫外

线的能力，从而大量紫外线射向地

面，使人类皮肤癌发生率增高。

3．中间层

从平流层顶到距地面 85 千米是

温度再一次随着高度上升而下降的

中间层。到层顶温度降至 -100℃，

在这一层又出现较强的垂直对流运

动。

图 7 强烈的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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