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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地震有几种类型？
答：天然地震按成因不同主要有三种类型：

构造地震 由地下深处岩层错动、破裂所造成的地

震。这类地震发生的次数最多，约占全球地震数的 90％

以上，破坏力也最大。

火山地震 由于火山作用，如岩浆活动、气体爆炸等

引起的地震。它的影响范围一般较小，发生的也较少，

约占全球地震数的 7％。

陷落地震 由于地层陷落引起的地震。例如，当地

下岩洞或矿山采空区支撑不住顶部的压力时，就会塌陷

引起地震。这类地震更少，大约不到全球地震数的 3％，

引起的破坏也较小。

2．全球每年发生多少地震？
答：地球上每年约发生 500 多万次地震，也就是说，

每天要发生上万次地震。不过，它们之中绝大多数太小

或离我们太远，人们感觉不到。真正能对人类造成严重

危害的地震，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一二十次；能造成唐山、

汶川这样特别严重灾害的地震，每年大约有一两次。

人们感觉不到的地震，须用地震仪才能记录下来；

不同类型的地震仪能记录不同强度、不同远近的地

震。目前世界上运转着数以千计的各种地震仪器，日夜

监测着地震的动向。

3．什么是震级，它是怎样测定的？
答：震级是衡量地震本身大小的一把“尺子”，它与

震源释放出来的弹性波能量有关。震级越高，表明震源

释放的能量越大；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 30多倍。

震级通常是通过地震仪记录到的地面运动的振动

幅度来测定的，由于地震波传播路径、地震台台址条件

等的差异，不同台站所测定的震级不尽相同，所以常常

取各台的平均值作为一次地震的震级。

地震发生时，距震中较近的台站常会因为仪器记录

振幅“出格”而难以确定震级，此时就必须借助更远的台

站来测定。所以，地震过后一段时间对震级进行修订是

常有的事。

4．什么叫震源？什么叫震中？是怎样确定的？
答：地球内部直接产生破裂的地方称为震源，它

是一个区域，但研究地震时常把它看成一个点。地面

上正对着震源的那一点称为震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区域。

根据地震仪记录测定的震中称为微观震中，用经纬

度表示；根据地震宏观调查所确定的震中称为宏观震

中，它是极震区（震中附近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的几何中

心，也用经纬度表示。由于方法不同，宏观震中与微观

震中往往并不重合。1900年以前没有仪器记录时，地震

的震中位置都是按破坏范围而确定的。

5．什么是地震烈度，它与震级有什么不同？
答：地震烈度是衡量地震影响和破坏程度的一把

“尺子”，简称烈度。烈度与震级不同。震级反映地震本

身的大小，只与地震释放的能量多少有关；而烈度则反

映的是地震的后果，一次地震后不同地点烈度不同。打

个比方，震级好比一盏灯泡的瓦数，烈度好比某一点受

光亮照射的程度，它不仅与灯泡的功率有关，而且与距

离的远近有关。因此，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而烈度

则各地不同。

一般而言，震中地区烈度最高，随着震中距加大，烈

度逐渐减小。例如，1976 年唐山地震，震级为 7.8 级，震

中烈度为Ⅺ度；受唐山地震影响，天津市区烈度为Ⅷ度，

北京市多数地区烈度为Ⅵ度，再远到石家庄、太原等地

烈度就更低了。

6．我国为什么是多地震的国家？
答：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环太平洋地震

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有些地区本身就是这两个地震带

的组成部分。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

的挤压作用，我国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

地震活动的范围广、强度大、频率高。在全球大陆地区

的大地震中，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发生在我国。自

1900 年至 20 世纪末，我国已发生 4 级以上地震 3800 余

次；其中，6—6.9级地震 460余次，7—7.9级地震 99次，8

级以上地震 9次。

7．我国地震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答：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 5个地区的 23条地

震带上，这 5个地区是：

①台湾省及其附近海域；

②西南地区，包括西藏、四川中西部和云南中西部；

③西部地区，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宁夏以及

新疆天山南北麓；

④华北地区，主要在太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

山—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湾；

⑤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

8．我国地震灾害为什么严重？
答：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本身并不是灾害，但当

它达到一定强度，发生在有人类生存的空间，且人们对

它没有足够的抵御能力时，便可造成灾害。地震越强，

人口越密，抗御能力越低，灾害越重。

我国恰恰在以上三方面都十分不利。首先，我国地

震频繁，强度大，而且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大陆地区的浅

源地震，震源深度大多只有十几至几十千米。其次，我

国许多人口稠密地区，如台湾、福建、四川、云南等，都处

于地震的多发地区，约有一半城市处于地震多发区或强

震波及区，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十分惨重。第三，我国

经济不够发达，广大农村和相当一部分城镇，建筑物质

量不高，抗震性能差，抗御地震的能力低。

所以，我国地震灾害十分严重。20 世纪内，我国已

有 50多万人死于地震，约占同期全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的

一半。

9．震后疫病为什么容易流行？
答：强烈地震发生后，灾区水源、供水系统等遭到

破坏或受到污染，灾区生活环境严重恶化，故极易造

成疫病流行。社会条件的优劣与灾后疫病是否流行，

关系极为密切。例如，1556 年 1 月 23 日中国陕西省华

县发生 8 级地震，史载，死亡人数“奏报有名者”达 83

万之众；实则直接死于地震的只有十数万人，其余 70

余万人均死于瘟疫和饥荒。而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震后瘟疫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例如，1976 年唐山 7.8

级地震发生时正值炎热的夏季，但却创造了“大灾之

后无大疫”的人间奇迹，次年春季流行传染病发病率

比常年还低。

10．什么是地震前兆？
答：地震前自然界出现的可能与地震孕育、发生有

关的各种征兆称作地震前兆。大体有两类：

微观前兆 人的感官不易觉察，须用仪器才能测量

到的震前变化。例如，地面的变形，地球的磁场、重力场

的变化，地下水化学成分的变化，小地震的活动等。

宏观前兆 人的感官能觉察到的地震前兆。它们大

多在临近地震发生时出现。如井水的升降、变浑，动物

行为反常，地声、地光等。

观测微观前兆是科学家的工作；而发现临近地震前

的宏观前兆，则既要靠科学家，也要靠广大群众。由于

宏观前兆往往在临近地震发生时出现，因此，了解它的

特点，学会识别它们，对防震减灾有重要作用。

11．震前地下水有哪些异常变化？
答：①水位、水量的反常变化。如天旱时节井水水

位上升，泉水水量增加；丰水季节水位反而下降或泉水

断流。有时还出现井水自流、自喷等现象。

②水质的变化。如井水、泉水等变色、变味（如变

苦、变甜）、变浑、有异味等。

③水温的变化。水温超过正常变化范围。

④其他。如翻花冒泡、喷气发响、井壁变形等。

12．地下水异常一定与地震有关吗？
答：不一定。由于地下水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它的异常变化并非一定与地震有关。影响地下水

变化的因素有：气象因素，如干旱、降雨、气压变化等；地

质因素，如非震的地质原因，改变了地下含水层的状态；

人为因素，如用水量变化、地下工程活动、环境污染等。

因此，发现异常后，要及时反映给地震部门去查明原因，

做出判断。

13．动物行为异常有哪些表现？
答：多次震例表明，动物是观察地震前兆的“活仪

器”，它们往往在震前出现各种反常行为，向人们预示灾

难的临近。目前已发现有上百种动物震前有一定反常

表现，其中异常反应比较普遍的有 20 多种，最常见的动

物异常现象有：

——惊恐反应 如大牲畜不进圈，狗狂吠，鸟或昆

虫惊飞、非正常群迁等。

——抑制型异常 如行为变得迟缓，或发呆发痴、

不知所措；或不肯进食等。

——生活习性变化 如冬眠的蛇出洞，老鼠白天活

动不怕人，大批青蛙上岸活动等。

14．动物行为异常一定与地震有关吗？
答：不一定。因为引起动物反常现象的因素很多，

例如天气变化、环境污染、饲养不当以及动物自身不适，

如生病、怀孕等等。所以，动物有反常表现不一定就是

地震前兆。另外，有时（特别是强震发生以后），人们情

绪过分紧张，也可能在观察动物行为时出现错觉。因

此，发现异常后不要惊慌，应及时反映给地震部门。

15．什么是地声，它有什么特点？
答：临近地震发生前，往往有声响自地下深处传来，

这就是“地声”。地声一般出现在震前几分钟、几小时、

几天或更早；以临震前几分钟出现得最多。

地声的声响与平日人们熟悉的声音不同且多种多

样。如：“犹如列车从地下奔驰而来”“似采石放连珠炮

般的声响”“类似于机器轰鸣声”“狂风呼啸声”“石头相

互摩擦声”等等。但是，有时地声也不易与远处传来的

风声、雷声、机器轰鸣声等相鉴别。

16．地光有什么特点？
答：地光也是临震前的一种宏观现象，我国已在多

次地震前观测到，它们一般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也有

出现于震前数小时或更早的。

地光的颜色很多，有红、黄、蓝、白、紫等，有的也像

电火光。它们的形状各异，有带状光、片形光、球状光、

柱状光、火样光等。地光出现的时间一般很短，所以不

易观测。鉴别地光也有一定难度，因为它的形状和颜色

有时也与电焊光、闪电等有相似之处。

17．为什么说“建筑大计，抗震第一”？
答 ：据 统 计 ，世 界 上 130 次 巨 大 的 地 震 灾 害 中 ，

90%—95%的伤亡是由于建筑物倒塌造成的。因此，

居民住房、单位办公楼、学校校舍、工厂厂房，乃至水、

电、气、通信等生命线工程，能否抗御大地震的袭击，

是能否把震灾损失降到最低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建

筑大计，抗震第一”。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

减灾法》中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

求和防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并按照抗震设计进

行施工。

18．什么样的场地不适合建房？
答：选择建筑场地，须考虑房屋所在地段地下比较

深的土层组成情况、地基土壤的软硬、地形和地下水的

深浅等。以下场地是不利于抗震的：

——活动断层及其附近地区；

——饱含水的松砂层、软弱的淤泥层、松软的人工

填土层；

——古河道、旧池塘和河滩地；

——容易产生开裂、沉陷、滑移的陡坡、河坎；

——细长突出的山嘴、高耸的山包或三面临水田的

台地等。

19．怎样建房才有利于抗御地震？

答：①房屋平面布置要力求与主轴对称，并尽可能

简单。

②房屋重心要低，屋顶用轻质材料，尽量不做或少

做那些既笨重又不稳定的装饰性附属物，如女儿墙、高

门脸等。

③房屋的高度和平面尺寸要有所限制，房屋之间应

适当留建防震缝。

④结构要力求匀称，构件要联成整体，要采取措施

加强连接点的强度和韧性。

⑤墙体在交接处要咬合砌筑，承重墙上最好设置圈

梁，并在横墙上拉通。横墙应密些，尽量少开洞，屋顶与

墙体应连成整体，预制板在墙或梁上要有足够的支撑长

度。

⑥建筑材料要力求比重轻、强度大，并富有韧性。

⑦提高施工质量，认真按操作规程办事，土坯砖块

要错缝咬砌，灰浆要饱满。

20．为什么卧室的防震措施最重要？
答：地震可能发生在你睡觉的时候，睡觉时你对地

震的警觉力最差，从卧室撤往室外的路线较长，因此，按

防震要求布置卧室至关重要。

——床的位置要避开外墙、窗口、房梁，摆放在坚

固、承重的内墙边；

——床上方不要悬挂吊灯、镜框等重物；

——床要牢固，最好不使用带有轮子的床；

——床下不要堆放杂物；

——可能时给床安一个抗震架。

21．为预防次生灾害应处理好哪些不安全品？
答：仔细放置好家中的危险品

——易燃物，如煤油、汽油、酒精、油漆、稀料等；

——易爆品，如煤气罐、氧气包等；

——易腐蚀的化学制剂，如硫酸、盐酸等；

——有毒物品，如杀虫剂、农药等。

把用不着的尽早清理掉或存放好

——防撞击，防破碎；

——防翻倒，防泄露；

——防燃烧，防爆炸。

22．家中应常备哪些震后急需用品？
答：提前备些震后急需用品

——生活日用品，如水、食品、衣物、毛毯、塑料布

等；

——必要的常用药品，如治疗感冒、肠胃病的药，一

般外伤用药等；

——照明用品，如应急灯、手电筒（电池）或自动充

电电筒、蜡烛等；

——必要的身份证件等重要物品。

这些东西集中存放在“家庭防震包”或轻巧的小提

箱里。

23．睡觉时哪些物品应放在床头边？
答：为预防地震的突然袭击，睡觉前，应检查下列物

品是否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眼镜，如果你是近视眼，这是你不能离开的；

——手机（别忘充电），这是你与他人联系的重要工

具；

——手电筒，黑暗中你必须使用它；

——如有必要，可准备一个自用的防震包，但一定

要放重要的东西。

24．强烈地震时人们有可能自救求生吗？
答：唐山等地震的事实告诉我们，当强烈地震发生

时，在房倒屋塌前的瞬间，仍然蕴含着生的机遇与希

望——大震预警现象、预警时间、避震空间的存在，是人

们震时能够自救求生的条件。据对唐山地震中 974位幸

存者的调查，有 258 人采取了应急避震行为，其中 188 人

获 得 成 功 ，安 全 脱 险 ；成 功 者 占 采 取 避 震 行 为 者 的

72.9%。

像唐山地震这么惨烈的灾难人们都有逃生的希望，

对于那些破坏力相对较弱的地震，我们更有理由相信，

只要掌握了一定的避震知识，临震不慌，沉着应对，生命

就与我们同在。

25．什么是大震的预警现象？
答：在大震前短暂的时间内出现的、能够预示强烈

地震即将到来的临震宏观现象，叫做大震的预警现象。

例如：

——地面的初期震动，一般是感到“颠动”；

——地声，强烈而怪异，例如听到的声音“好似刮

风”，但树梢和地上的菜叶都不动；

——地光，明亮而恐怖，例如有人形容它“亮如白

昼，但树无影”。

据对唐山地震幸存者的调查，极震区倒房户的室内

人员，震时清醒或惊醒的 715人中，发现预警现象的约占

32%；其中（有的人同时感到几种现象）：

——感到了初期震动的，102人，占 44.0%；

——听见地声的，100人，占 43.1%；

——看见地光的，39人；占 16.8%。

26．什么是大震的预警时间？
答：从地震发生到房屋破坏时间虽然短暂，但仍可

以大致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地面颠动（先颠），一般

伴有声、光等现象，即预警现象出现；地面大幅度晃动

（后晃）；房屋倒塌。也就是说，从地面开始颠动到房屋

倒塌，有一定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叫大震的预警时

间。

预警时间的长短与地震大小、距震中的远近、房屋

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据唐山地震后的调查测算，以能

够对预警时间作出估计的 177 例为依据进行统计，多数

被震醒的人提供的预警时间仅为数秒，而震时清醒者提

供的预警时间可达十几秒，少数可达 20秒以上。粗略估

计，唐山地震的预警时间约为 10—20秒。

27．什么是室内的避震空间？
答：由于预警时间毕竟短暂，室内避震更具有现实

性。而室内房屋倒塌后所形成的三角空间，往往是人们

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间。这主要

是指大块倒塌体与支撑物构成的空间。

室内易于形成避震空间的地方

——炕沿下，结实牢固的家具附近；

——内墙（特别是承重墙）墙根、墙角；

——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地

方。

室内最不利避震的场所

——附近没有支撑物的床上、炕上；

——周围无支撑物的地板上；

——外墙边、窗户房。

28．怎样粗略判断地震的远近与强弱？
答：地震时震中区的人们感到先颠后晃，随着震中

距离的加大，颠与晃的时间差会逐渐加长，颠与晃的强

度会逐渐减弱；在一定范围以外，人们就感觉不到颠动，

而只是感到晃动了。

因此，如果地震时你感到颠动很轻，或者没有感到

颠动，只感到晃动，说明这个地震离你比较远；颠动和晃

动都不太强时，说明这个地震不是很大。在这两种情况

下，你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只须躲在室内有利避震的地

方暂避即可。此时如果跑出，反倒有可能被一些飞来的

瓦片等砸伤。

29．震时是跑还是躲？
答：目前多数专家认为：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

离到安全的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这是因为，

震时预警时间很短，人又往往无法自主行动，再加之门

窗变形等，从室内跑出十分困难；如果是在高楼里，跑出

来更是不太可能的。

但若在平房里，发现预警现象早，室外比较空旷，则

可力争跑出避震。

30．避震时应怎样保护自己？
答：采取有利于避震的姿势

——趴下，使身体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不要压住

口鼻，以利呼吸；

——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

——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以防身体移位，暴露在

坚实物体外而受伤。

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

——保护头颈部：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有可

能时，用身边的物品，如枕头、被褥等顶在头上；

——保护眼睛：低头、闭眼，以防异物伤害；

——保护口、鼻：有可能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以防灰土、毒气。

31．家住楼房怎样避震？
答：室内较安全的避震地点

——坚固的桌下或床下；

——低矮、坚固的家具边；

——开间小、有支撑物的房间，如卫生间；

——内承重墙墙角；

——震前准备的避震空间。

震时要注意

——千万不要滞留在床上；

——千万不能跳楼；

——不要到阳台上去；

——不要到外墙边或窗边去；

——不要到楼梯去；

——不要去乘电梯；如果震时在电梯里，应尽快离

开；若门打不开要抱头蹲下，抓牢扶手。

32．家住平房怎样避震？
答：有条件时尽快跑到室外避震。如果屋外场地开

阔，发现预警现象早，可尽快跑出室外避震。

室内避震较安全的地点

——炕沿下或低矮、坚固的家具边；

——坚固的桌子下（旁）或床下（旁）。

震时不可取的行为

——滞留在床（炕）上；

——躲在房梁下；

——躲在窗户边；

——破窗而逃（以免被玻璃扎伤或摔伤）。

33．在工作岗位怎样避震？
答：工作岗位避震措施

——尽快躲在坚固的办公桌下或桌旁，震后迅速有

序撤离；

——正在工作的工人要立即关闭机器，切断电源，

迅速躲在安全处；

——火车司机要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稳缓地逐渐刹

车；

——特殊工作部门（如电厂、煤气厂、核电站等），应

按地震应急预案的规定行动。

34．在公共场所怎样避震？
答：不要慌乱拥挤

——在影剧院、体育场馆，观众可趴在座椅旁、舞台

脚下，震后在工作人员组织下有秩序地疏散；

——正在上课的学生，迅速在课桌下躲避，震后在

教师指挥下迅速撤离教室，就近在开阔地带避震；

—— 在 商 场 、饭 店 等 处 ，要 选 择 结 实 的 柜 台 、商

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

避开玻璃门窗、橱窗和柜台；避开高大不稳和摆放重

物、易碎品的货架；避开广告牌、吊灯等高耸或悬挂

物；

——避震时用双手、书包或其他物品保护头部；

——震后疏散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

乱拥挤，尽量避开人流；如被挤入人流，要防止摔倒；把

双手交叉在胸前保护自己，用肩和背承受外部压力；解

开领扣，保持呼吸畅通。

35．在户外怎样避震？
答：避开高大建筑物或构筑物

——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建筑；

——过街桥、立交桥；

——高烟囱、水塔等。

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

——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

——广告牌、吊车等；

——砖瓦、木料等物的堆放处。

避开其他危险场所

——狭窄的街道；

——危旧房屋、危墙；

——女儿墙、高门脸、雨棚；

——危险品如易燃、易爆品仓库等。

36．在野外怎样避震？
答：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

——不要在山脚下、陡崖边停留；

——遇到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

跑，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

——也可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蹲在沟坎下；要

特别注意保护好头部。

避开水边的危险环境

——河边、湖边、海边，以防河岸坍塌而落水，或上

游水库坍塌下游涨水，或出现海啸；

——水坝、堤坝上，以防垮坝或发生洪水；

——桥面或桥下，以防桥梁坍塌时受伤。

37．遇到次生灾害怎么办？
答：在室内遇到火灾

——趴在地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地震停止后向安全地方转移，必要时要匍匐前

行；

——设法隔断火源。

在野外遇到水灾

——如果江河湖海涨水，要向高处跑；

——迅速离开桥面。

遇到毒气泄漏

——遇到化工厂等着火，并有毒气泄漏，不要朝顺

风的方向跑，要尽量绕到上风方向去；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不要使用明火。

38．被困在室内应如何保护自己？
答：震后余震不断发生，你的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

等待救援要有一定时间，因此，你要尽量保护自己。

①沉住气，树立生存的信心，要相信一定会有人来

救你。

②保持呼吸畅通，尽量挪开脸前、胸前的杂物，清除

口、鼻附近的灰土。

③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

④闻到煤气及有毒异味或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

物捂住口、鼻。

⑤搬开身边可移动的杂物，扩大生存空间。

⑥设法用砖石、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时

进一步被埋压。

39．在废墟中如何设法逃生？
答：①设法与外界联系。仔细听听周围有没有人，

听到人声时敲击铁管、墙壁，以发出求救信号。

②与外界联系不上时可试着寻找通道。观察四周

有没有通道或光亮；分析、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从哪儿

有可能脱险；试着排开障碍，开辟通道。

③若开辟通道费时过长、费力过大或不安全时，应

立即停止，以保存体力。

40．暂时不能脱险应怎样保护自己？
答：①保存体力。不要大声哭喊，不要勉强行动。

②延缓生命。寻找食物和水；食物和水要节约使

用；无饮用水时，可用尿液解渴。

③如果受伤，想办法包扎；尽量少活动。

41．震后露宿时应注意什么？
答：①避开危楼、高压线等危险物。

②选择干燥、避风、平坦的地方露宿；在山上露宿

时，最好选择东南坡。

③尽量注意保暖，如果身体和地面仅隔着薄薄的塑

料布和凉席，凉风与地表湿气向上蒸腾，常常会诱发疾

病。

42．搭建防震棚要注意什么？
答：①场地要开阔。在农村要避开危崖、陡坎、河滩

等地；在城市要避开危楼、烟囱、水塔、高压线等处。

②不要建在阻碍交通的道口，以确保道路畅通。

③在防震棚中要注意管好照明灯火、炉火和电源，

留好防火道，以防火灾和煤气中毒。

④防震棚顶部不要压砖头、石头或其他重物，以免

掉落砸伤人。

43．震后哪些食品不能吃？
答：①被污水浸泡过的食品，除了密封完好的罐头

类食品外，都不能食用。

②死亡的畜禽、水产品。

③压在地下已腐烂的蔬菜、水果。

④来源不明、无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

⑤严重发霉（发霉率在 30%以上）的大米、小麦、玉

米、花生等。

⑥不能辨认的蘑菇及其他霉变食品。

⑦加工后常温下放置 4小时以上的熟食等。

44．应给予被救出人员哪些特殊护理？
答：①蒙上他的双眼，使其避免强光的刺激。

②不可让其突然进食过多。

③要避免被救的人情绪过于激动，给予他必要的心

理抚慰。

④对受伤者，要就地做相应的紧急处理。

45．如何救治和护送伤员？
答：①首先要仔细观察和询问伤员的伤情。

②对于颈、腰部疼痛的患者特别要注意让他平卧，

并尽量躺在硬板上；搬运时保证其头颅、颈部和躯体处

于水平位置，以免造成脊髓损伤。

③昏迷的伤员要平卧，且将其头部后仰、偏向一侧，

及时清理口腔的分泌物，防止其呼吸道堵塞。

④给伤员喝水时，一定要先从少量开始，以免大量

饮水造成急性胃扩张，导致严重后果。

⑤可用衣被、绳索、门板、木棍等组合成简易担架搬

运伤员。

（本报记者 刘莉整理）

地 震 科 普 知 识 问 与 答
编者按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

后，人们在为灾区祈祷之余，也渴望对地震知识多一

些了解。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中国地震学会为

科技日报独家提供了专家编写的《地震知识百问百

答》，本报特摘登部分问答，以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