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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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海啸

第一章
认识海啸

夺命巨浪：海啸灾害的防范自救

海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目前，人类对海啸、地震、

火山等突如其来的灾变，只能通过预测、观察来预防或减少它们所

造成的损失，不能控制它们的发生。掌握海啸的科学知识对于减轻

海啸灾害是非常重要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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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英文词为“tsunami”，

源自日语“津波”，意为港边的波浪，

这也显示出日本是一个海啸灾害比

较严重的国家。海啸通常由海底地

震引起，少量由海底或海岸山崩或

滑坡引发，由海底火山喷发引发的

几率较低。当海啸波进入近岸浅水

区时，由于深度变浅，波速变小，

波高突然增大，这种波浪运动所卷

起的海涛，波高可达数十米，形成

巨大的水墙，瞬时侵入沿海陆地，

造成危害。图 1

海啸通常由海底地震引起。地

震发生时断层两侧的板块如果产生

垂直方向的相对位移，则覆盖的海

水也会随之产生垂直方向上的相对

位移，这样海水原本的平衡状态就

会被破坏，抬升板块上方的海水会

变高，势能增加，然后向势能比较

低的下沉板块方向流动。也就是说，

海底地震会使震中附近的海水突然

认识海啸

图 1 近岸浅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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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大量势能，在引力的作用下，

这个势能会很快转化为动能，使海

水具有很高的速度，形成巨浪向四

周扩散，从而引发海啸。根据震源

的深度，可以将地震分为浅源地震

（震源深度小于 60 千米），中源地

震（震源深度在60～300千米之间）

和深源地震（震源深度大于 300 千

米）。其中最可能引发海啸的是海

底浅源地震。当震源较深时，断层

破裂面不易延伸到海底地表，只局

限在海底地表以下，则海底地表在

垂直方向上不会发生位移，海水在

垂直方向上也不会产生位移，这样

在地震波的传播过程当中，海水只

是充当传播介质的角色，地震波到

达之后，海水虽瞬时获得动能，但

同时也在瞬间将此动能传播出去，

快速恢复平静。地震产生的能量就

这样由海水传入海底而消散。同样

的，断层破裂面在陆上的地震，除

非破裂面延伸到海底地表，否则同

理，也不可能引发海啸。

根据地震断层的运动方式可将

其分为正断层、逆冲断层和走滑断

层。三种运动方式中，逆冲断层在

垂直方向上运动最大，正断层其次，

走滑断层几乎没有垂直运动。相对

的，其引发海啸的能力也是越来越

低，对于走滑断层地震来说，断层

没有倾斜滑移，海底板块只会发生

水平位移，作为流体，海水虽然会

图 2 印度洋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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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发生水平位移，但位移量远小

于海底板块的位移量，海水原本的

平衡状态被打破的很有限，而且这

种破坏仅限于水平方向，海水不会

增加势能。因此即使发生海啸，规

模也不大。综上所述，可见最可能

引发海啸的是断层破裂面在海底地

表的逆冲断层地震。图2

虽然断层破裂面在海底地表的

逆冲断层和正断层地震会引发灾难

性的海啸。但事实上，海啸并不像

地震那样发生非常频繁，这就说明，

并不是所有的断层破裂面在海底地

表的逆冲断层和正断层地震都会引

发灾难性的海啸，其中还需要具备

一些条件。

以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为例，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近海是印

度 - 澳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地

方，在 5000 千米长的弧形地带，

两大板块发生碰撞，平均每年缩短

5 ～ 6 厘米。地震时，长期积累的

弹性能量瞬间释放出来，几千千米

长、几百千米宽、几千米深的海水

瞬间被抬高数米，然后以波动的方

式向外传播，这就是印度洋海啸产

生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

要想产生海啸，需要具备3个条件：

地震要发生在深海区，地震震级要大

和具备开阔并逐渐变浅的海岸条件。

地震要发生在深海区：道理显

而易见，地震释放的能量要想转变

图 3 海上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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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巨大水体的波动能量并具有很强

的破坏力，地震必须要发生在深海，

只有这样，海底上方才会有足够的

水体，发生在浅海地区的地震是产

生不了海啸的。

地震震级要大：浪高是海啸最

重要的特征，海岸上观测到的海啸

浪高的以 2 为底数的对数就是海啸

的等级。通常用海啸的等级来表示

海啸的规模。图3

海啸有以下特点：

海啸同风产生的浪或潮是有很

大差异的。微风吹过海洋，泛起相

对波长较短的波浪。相应产生的水

流仅限于浅层水体。即使是台风，

它虽然能够在辽阔的海洋卷起高度

达 30 米以上的海浪，但却不能撼动

深处的水。海啸则是从深海海底到

海面的整个水体的波动，包含惊人

的能量。为了更好的了解海啸，先

来了解一下海水的波动。

水体表面的振荡和起伏叫做波

浪，而在海洋中产生的波浪就叫做

海浪。海浪就是海水质点在它的平

衡位置附近产生一种周期性的振动

运动和能量的传播。开阔大洋中的

波浪是由水质点的振动形成，当波

浪经过时，水质点便画出一个圆圈；

在波峰上，每个质点都稍稍向前移

动，然后返回波谷中差不多它们原

来的位置，也就是说当海浪不断地

向前传播时，海水中的质点只是上

下振动，并没有跟着向前传播，除

非是风等外力作用下使其发生漂移。

海啸是一种特殊的浅水波，其

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动力来自海底地

震或火山，而非风力，并且海水的深

度很大，这些决定了海啸具有长波长、

能量大和传播速度快3个特点。

具有超长的波长是海啸最大的

特点。1971 年美国宇航局（NASA）

为了测量海面高程的变化发射了

Jasonl号测高卫星（贾森1号卫星），

其精度为厘米级。就是这颗卫星，

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成功测

量到了海啸波传播时海面变化的数

据。从这颗卫星的测量数据可以得

知印度洋海啸造成的海面高程最大

变化约为 0.6 米，其波长却高达 500

千米。500 千米的波长，高度差却

不到 1 米，可见印度洋海啸就像庞

大的镜子一般水平地向外传播，直

至到达浅水海岸才会波浪升高，形

成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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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海啸都是地震海啸，火

山海啸和滑坡海啸很少发生，即使

发生，破坏力也比较小。按相对受

灾区来讲，海啸可分为远洋海啸和

近海海啸两类。

1. 远洋海啸

远洋海啸是指横越大洋或从很

远处传播来的海啸，也称为越洋海

啸。远洋海啸波是一种长波，波长

可达几百千米，周期近一个小时。

在源地生成后，在无岛屿群、大片

浅滩和浅水陆架阻挡的情况下，一

般可传播数千千米而能量衰减很少，

因而能使数千千米之遥的地方也遭

受海啸灾害。如 1960 年的智利海啸

就使数千千米之外的夏威夷、日本

遭受到严重灾害。2004 年印度洋海

啸也波及了几千千米外的斯里兰卡。

同时由于远洋海啸到达沿岸的时间

较长，有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

人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逃离。

海啸如何分类

图 4 夏威夷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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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远洋海啸，人们成功逃脱的例

子并不少见。据泰国《民族报》报道，

当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席卷泰国南部

时，当地一个渔村的 181 名村民根

据祖辈们留给他们的一条古训：“如

果海水退去的速度很快，那么海水

再次出现时的速度和流量会和退去

时完全一样。”在海啸来临之前成

功逃到了高山上的一座庙中，从而

躲过了这场劫难。图 4

2. 近海海啸

近海海啸，也叫做本地海啸。

地震及海啸发生源地到受灾的沿岸

地区相距较近，只有几十千米或

一二百千米，所以海啸波抵达海岸

的时间也较短，只有几分钟，多者

几十分钟，海啸预警时间则更短或

根本无预警时间，很难防御，人们

没有时间逃脱，因而往往造成极为

严重的灾害。

需要注意的是，远洋海啸和近

海海啸的分类是相对的，也就是说，

同一个海啸对于不同地区其分类可

能是不同的。以 2004 年印度洋海啸

为例，地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

答腊岛附近的海域，地震的震中就

是海啸波的发源地。对于印度尼西

亚的亚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来

图 5 印尼亚齐受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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