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知识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震知识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811372342

10位ISBN编号：7811372347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苏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神沼克伊

页数：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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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知识读本>>

内容概要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的发生，不仅对当今中国地震预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30多
年来防震减灾科学认识和科技水平的一次全面的“实战”检验。
严酷的现实再次告诫我们，目前人类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离实现科学预报地震的目标
仍相当遥远。
成功的地震预报固然可以大大地减少人员的伤亡，但难以避免大量的财产损失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因此，在现阶段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需要在震灾防御、监测
预报、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方面做到统筹兼顾。
    神沼克伊教授是日本著名地震学家，也是日本极地地震观测和研究的开拓者。
他曾多次造访中国，与我国同行开展多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出自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作为一位地震学者的责任心，面对惨重的灾难，就在汶川地震后不久，
神沼克伊教授即着手撰写本书，全书侧重从防震减灾实用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的地震对策、城市抗震
设防、地震预报研究现状和进展、国民防震减灾教育以及日本民众面对地震灾害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
防备措施等方面做了系统的介绍，同时结合对中国地震灾害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预报、防备
、救援等方面的对策，以期能对今后中国的抗震减灾工作有所裨益，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和日本都是地震多发国家，也是历史上地震罹难人员最多的两个国家，虽然两国国情不尽相同
，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亦有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在抗震减灾工作上的许多卓有
成效的做法及获得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相信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将对我国抗震减灾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并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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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震对策的必要性地震难以避免地球上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地震有几千次，但不是平均分布
于地球各处，而是集中在某些地区。
太平洋周围经常发生地震，叫做“环太平洋地震带”。
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日本列岛是全球地震最频发国家之一，全球约10％的地震发生在
此。
中国台湾也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经常会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
中国大陆发生的地震虽然没有日本列岛那么多，但也是有代表性的地震多发地带。
尤其从东部的华北地区到东北地区、西部的云南省、四川省、甘肃省等地平均每几年就要发生一次里
氏7级的大地震。
往往一次大地震后会续发很多次的余震。
自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里氏8.0级）发生后，三个月内共发生了2万多次余震。
其中，四川省附近每天发生200多次余震。
除了这些余震，地球上每天还要发生几千次地震。
其中，大部分是3级以下的小地震，我们人体感觉不到，而3级以上的地震人们才可以感觉出来。
其中，3～5级地震以每天数次的频率发生在地球的某些地方，但它们一般不会造成灾害。
真正有可能造成灾害的是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平均每年发生几次。
全球的地震分布很不均匀，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发生的地震约占全球地震的50％，但像太平洋和南极大
陆等很多地区又几乎没有地震。
地球上几乎不发生地震的地区是地震易发区面积的好几倍。
因此，平均下来，破坏性地震是几年一次，甚至概率更小，但对于发生大地震的中国和平均一年就要
发生一次7级以上大地震的日本来说，生长在地震灾区的人们是非常“不走运”的，他们一出生就背
负着遭受自然灾害的命运。
日本和中国都是地震多发国家，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但是，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要做好抗震的准备。
遗憾的是，凭借现有的地震学知识，人类还不能阻止地震的发生。
地震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现象，是人类力量所无法驾驭的。
所以，我们人类，尤其中日两国人民，必须经常思考如何应对地震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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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的大地震惊动了世界，让很多人再次感受到了地震的巨大威力。
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报道，震源附近的房屋几乎都夷为了平地。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地震预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日本曾一度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经验。
对地震的几次成功预测，使中国在地震研究工作上把地震预测作为重点，欲通过预测来保护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其实，不管有没有预测，也不管有没有短临预报，地震一样会发生。
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基础的抗震对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日本也是一个多震的国家，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我想把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一些地震对策
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抗震减灾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
出于此目的，并在好友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博士的鼓励下，鄙人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在此，对杨惠根博士及负责出版本书的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吴培华先生和李寿春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曾担任亚洲地震委员会主席的地震物理教授朱传镇先生担任了本书的校译工作并为本书作序，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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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震知识读本》是神沼克伊编写的，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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