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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防灾减灾知识手册》由北京市地震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著。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遭遇火灾、地震、雷电、狂风等恶劣的环境；难免会遇到电梯停运、地铁故
障等意外的事故；也可能会偶尔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如果面对各种危险和意外事故，没有处
理危险、逃离危险的经验，不懂得自我保护，慌乱无措，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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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还要注意，如果打伞雨伞不要打得太低，雨衣的帽沿不要拉得太下，以免遮挡视线
，发生意外。
在没有避雨场所或雨具时，可双脚并拢蹲下，双臂抱膝，头部埋下，尽量降低身体高度。
 如果暴雨停了，也不要走有积水的路，以防踩到积水下的一些危险的物，如断落的电线、尖锐物体，
甚至是掉进无盖的下水井。
 平时要注意天气预报，早做准备，如果预先知道要下大雨，可以事先穿好雨鞋或胶底鞋，雨衣或雨伞
尽量买颜色鲜艳的，这有助于引起别人的注意，减少交通事故。
 了解雷电的产生和危害 雷电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
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雷电在活动。
据统计，地球上每秒钟就有1800次雷雨，其中伴随600次闪电，闪电中有100个炸雷直击地面，造成建
筑物、发电、通信和影视设备等受到破坏，会引起火灾，毙伤人、畜，每年因雷电灾害造成的经济损
失约10亿美元，死亡3000人以上。
 雷电是发生在大气层中的一种声、光、电的气象现象，是在雷、雨、云内部及雷、雨、云之间或是在
雷、雨、云与大地之间产生的放电现象，雷电灾害是联合国公布的10种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随着城市在扩大，楼房在增高，电脑、网络及各种家用电器的广泛普及，雷电灾害也在悄然走进城市
。
雷击时的电压在1～1.5亿伏特之间，雷击形成的瞬间电流可达20～25万安培，因此雷电对人体的危害
要比触电严重的多。
 我国是一个雷电灾害频发的国家。
1992年6月22日，雷电居然找上了我国国家气象中心的大门。
那天，国家气象中心计算机室遭到雷电打击后，大型与小型计算机突然中断，6条北京同步线路和1条
国际同步线路被击断，另有一些计算机终端、微机等设备严重受损，中断工作46个小时，造成严重经
济损失。
1996年7月10目，湖北省随州市黄坑体育场内正在踢足球的l2名青年集体遭到雷电袭击，当场死亡2人
，6人重伤。
2012年7月21日的北京特大暴雨中，也有人员因雷击死亡。
 那么雷电是怎样形成的呢？
 雷电是自然界大气中的一种放电现象，它产生于积雨云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太阳的辐射作用大气的低层气温比较高，热对流使得空气产生上升运动。
空气在上升过程中，其中的水汽就会不断冷却而凝结为小水滴，形成不停地向上翻滚的云团。
积雨云进一步发展，云中的小水滴和冰晶粒子在气流的作用下就上下运动，在相互碰撞过程中它们会
吸附空气中游离的正离子或负离子，这样水滴和冰晶也就分别带有正电荷或负电荷了。
这些正负电荷，各自会不断地大量聚集，而且会越集越多。
在积雨云中，有一部分积聚的是正电荷；另一部分积聚的是负电荷。
一般情况下正电荷集中在云的上层，而负电荷集中在底层。
这样在云内和云与云之间或者云与大地之间，就会产生电位差，而当电位差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发
生猛烈的放电现象，这就是雷电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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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防灾减灾知识手册》教青少年平时要注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捉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掌
握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处变不惊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学会进行正确地逃生、自救、互救与急
救，以尽量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努力将可能造成的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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