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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震是地壳的快速振动，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
全世界每年约发生地震500万次。
1900年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800多次，每年约8次，中国因地震造成死亡的人数，占国内所有
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山林火灾等总人数的54%。
地震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灾难。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级为8级，87419人死亡或失踪，汶川成为一片废墟。
抗震救灾成为首要任务，关于抗震救灾的建议层出不穷，但其中部分观点是错误的，有可能给地震中
的民众带来灾难。
    本书主要探讨地震灾害对策。
全书共分为8章，第1章为绪论，简要介绍本文写作背景和如何阅读本书；2～7章分别介绍地震的基本
知识、地震灾害、预防灾害、应对灾害、灾害救援、灾后重建；第8章为对地震灾害的思考，涉及到
地震、工程建设、医疗、社会科学、法律、政府组织、公益性组织等多方面知识。
     本书有利于使民众科学、理性、建设性的对待地震灾害，学到有效的防震、应对、救援、重建等知
识。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城市规划、土建、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施政决策的参考，也可作
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设计、施工单位指导震灾之后的恢复和重建的依据；还可以作为普及培训抗
震减灾人员专业知识的辅助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对策>>

作者简介

姚攀峰 男，1976年生，河南省太康县人。
清华大学硕士，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国家注册岩土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现在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从事工程设计10多年，对结构工程、岩土工程、工程抗震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第一作者先后在《工程地质学报》、《建筑结构》等杂志发表论文11篇（含正式录用论文），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十届土力学及岩士工程学术会议（2007，重庆，国家一级学术会议）作报告1次。
提出了广义朗肯土压力理论、非饱和土土力学工程应用方法和箭尾形夯点布置与施工方法，获得国家
专利1项，部分研究成果被王思敬院士等专家引用。

    此外，参考了北京地铁五号线、锦屏大坝（国家重点项目）等工程的设计，作为结构专业负责人或
主要设计人完成了UHN10号、UHN4号、国贸三期（北京市重点工程）、铁科院永丰创新基地（北京
市重点工程）等工程的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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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背景及意义　　地震是地壳的快速振动，如同刮风、下雨一样，地震也是地
球上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
全世界每年约发生500万次，每天大概发生13700次，约1％为人们可以感知的地震，造成严重破坏的地
震（7级以上）约每年18次，5级地震每年约千次，我国每年发生5级以上地震二三十次。
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6级以上地震800多次，每年约8次，遍布除贵州、浙江两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震是自然灾害中的杀手之王，我国因地震造成死亡的人数，占国内所有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山林火
灾、泥石流、滑坡等总人数的54％，其中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23万多人死亡，l976年河北唐山地震
，24万多人死亡。
地震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人员死亡5466人，3万多人受伤，经济损失
达1000亿美元。
地震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灾难。
　　“5·l2”汶川地震，震级为8级，87419人死亡或失踪，汶川成为一片废墟。
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人民纷纷献出爱心，地震灾害成为目前压倒一切的重要事情。
抗震救灾成为首要的话题，关于抗震救灾的建议层出不穷，其中部分观点是错误的，有可能给地震中
的人民带来灾难。
　　地震灾害的应对可以分为防震、应对、救援、重建4个阶段，涉及地震知识、工程建设、医疗、
社会科学、法律、政府组织、公益性组织等多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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