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防灾减灾与应急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防灾减灾与应急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2101481

10位ISBN编号：7112101484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

作者：李引擎//王清勤//张靖岩

页数：252

字数：3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防灾减灾与应急技术>>

内容概要

我国在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缓慢、防灾减灾科技
人才匮乏和科普宣教力度不够等，严重制约了我国灾害抵御能力的提高。
欲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防灾减灾总的指导思想，把防灾减灾纳入到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环节中，而这些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提高自身素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掌握重大灾害的基
本防治技术，了解灾难到来时的正确应对措施。
出于此目的，编者特编撰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采用较为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地震、火灾、地质灾害、风灾、洪灾和生物灾害的概念和我
国防灾减灾的现状，介绍了一些常用的避难、救助方法，读者能够通过本书汲取一些防灾减灾的基本
应急常识，在突发事件中，正确、合理、迅速地逃生，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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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地震篇　　和刮风、下雨、滑坡、火山爆发一样，地震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
地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发性，绝大多数地震在发震前没有预先征兆，人们猝不及防；二是震动持
续时间短，一般持续几十秒钟，时间长的通常也不超过一分钟，其中震动幅度大的时段也仅有十秒钟
左右；三是能量释放集中，能在十几秒钟内释放绝大部分能量。
　　地震灾害属于自然灾害。
如果地震发生在远离大陆的海洋或人烟稀少的荒漠，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当地震发生于人
类居住地并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财产）损失时，我们才称其为地震灾害。
　　全球每年发生的地震约有500多万次，其中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破坏性地震年均仅十几次，绝大
多数地震是我们感觉不到的微小地震。
尽管破坏性地震所占比例很小，但却会给人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破坏性地震会使没有抗震设防的房屋破坏甚至倒塌。
地震灾害调查表明，人员的伤亡和80％以上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由于房屋破坏造成的。
由于地震的突发性和能量的高度集中释放，在极短的时间内使房屋破坏或倒塌，人们往往因为来不及
逃离而造成伤亡。
在过去的20世纪里，地震在全球范围内大约造成100多万人死亡，其中我国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55万之
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
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平分发育，导致我国地震频发并且灾害严重。
20世纪全球发生的两次伤亡最多的强烈地震都发生在我国。
一次是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8.5级地震，造成23.55万人死亡；另一次是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7.8级
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
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也发生在我国。
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发生8.5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
　　破坏性地震在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同时，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1976年唐山大地震瞬间使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
地震导致房屋倒塌529万问，列车出轨，桥梁坍塌，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城市生命线系统破坏，
总经济损失130多亿元人民币。
又如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7.2级地震，毁坏房屋10万多栋，城市生命工程和公共设施破坏严重，道路
、桥梁大量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达1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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