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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造成惨重灾情，举世震惊！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党政军民迅速应对，华夏子孙众志成城。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在中华大地上悲壮地展开。
 　　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必须不断强化全民的防震减灾意识。
地震虽然可怕，但人在震灾面前并非无能为力。
像汶川这样的毁灭性地震毕竟不多见，当破坏性地震来临时，如果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防震减灾知识，
大多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地震来了怎么办》是在地震出版社所著的《防震减灾常识》读本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
衷心希望它能帮助广大读者认识地震发生的成因，了解一些实用的防震减灾常识，掌握简单易行的震
时应急避险和震后自救互救方法，增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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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地震是怎样发生的(1)沧海桑田的变迁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山山水水都镌刻着大地沧海桑田变迁的
足迹。
我国著名的东岳泰山，古往今来，人们无不赞美它的雄浑伟岸，“稳如泰山”更为许多人所称道。
其实，泰山并不稳定，100万年以来，它已升高了500多米。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上的海洋生物化石，地下深处由植物生成的煤海，盘山公路边陡峻山崖上显示的
地层弯曲与变形⋯⋯无不书写着大地变迁的历史。
这一切都是地壳运动的结果。
地壳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喜马拉雅山至今还在升高，只是由于地壳的运动大多十分缓慢，因此人们并
不觉察。
(2)地震的发生然而，地壳的运动与变化并非都是缓慢的，有时也会出现突然的、快速的运动；这种运
动引起地球表层的振动，就是地震。
人为的原因也能引起地表振动，如开山放炮、地下核爆破等。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容易造成灾害的、由自然界的原因引起的地震，即天然地震。
天然地震主要有三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
构造地震  由于地下深处岩层错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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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地震一般影响范围较小，发生得也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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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下溶洞或矿山采空区支撑不住项部的压力时，就会塌陷引起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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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地震对人类的威胁最大，下面介绍的都是与构造地震有关的问题。
构造地震是怎样发生的呢？
地下的岩层受力时会发生变形。
开始，这个变形很缓慢；但当受到的力太大，岩层不能承受时，就会发生突然的、快速的破裂；岩层
破裂所产生的振动传到地表，引起地表的振动，这就是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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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太小或离我们太远，我们感觉不到。
真正能对人类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一二十次；能造成唐山、汶川等特别严重灾害
的地震，每年大约一两次。
由此可见，地震和风、雨、雷、电一样，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3)板块构造与地震在地球的最外层，由地壳和地幔最上面的部分构成了厚约100多千米的岩石圈，它
像一个裂了缝的鸡蛋壳，包括好多块，这就是岩石圈板块。
地球上最大的板块有六块，分别是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
洲板块。
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板块，如菲律宾板块等。
把世界地震分布与全球板块分布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非常吻合：绝大多数地震都分布在板块的
边界上。
据统计，全球有85％的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上，仅有15％的地震与板块边界的关系不那么明显。
这就说明，板块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是引起地震的重要原因。
发生在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叫板缘地震，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绝大多数地震均属此类；而发生在板块内部
的地震叫板内地震，如欧亚大陆内部的地震多属此类。
板内地震发生的原因更复杂些，既与板块之间的运动有关，也与局部的地质条件有关。
2.应该知道的地震常识(1)有关构造地震的几个概念震源  地球内部发生地震的地方叫震源，也称震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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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区域，但研究地震时，常把它看成一个点。
震源深度如果把震源看成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就称为震源深度。
震中  地面上正对着震源的那一点称为震中，实际上也是一个区域，称为震中区。
震中距在地面上，从震中到任一点的距离叫做震中距。
(2)地震的深浅按照震源深度的不同，地震可划分为如下几类：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小于60千米的地震；
也称为正常深度地震。
世界上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也为浅源地震。
中源地震震源深度为60～300千米的地震。
深源地震震源深度大于300千米的地震。
目前世界上记录到的最深的地震，震源深度约为700多千米。
有时也将中源地震和深源地震统称为深震。
同样大小的地震，震源越浅，所造成的影响或破坏越重。
(3)地震的远近一次地震，在不同的地方观察，震中距是不一样的。
地震可按震中距不同分为三类：地方震震中距小于100千米的地震。
近震震中距为100～1000千米的地震。
远震震中距大于1000千米的地震。
显然，同样大小的地震，在震中距越小的地方，影响或破坏越重。
(4)地震序列一次中强以上地震前后，在震源区及其附近，往往有一系列地震相继发生；这些成因上有
联系的地震就构成了一个地震序列。
根据地震序列的能量分布、主震能量占全序列能量的比例、主震震级和最大余震的震级差等，可将地
震序列划分为三种类型：主震-余震型地震主震非常突出，余震十分丰富；最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占全
序列的90％以上：主震震级和最大余震相差0.7～2.4级。
震群型地震有两个以上大小相近的主震，余震十分丰富；主要能量通过多次震级相近的地震释放，最
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占全序列的90％以下；主震震级和最大余震相差0.7级以下。
孤立型地震有突出的主震，余震次数少、强度低；主震所释放的能量占全序列的99.9％以上；主震震
级和最大余震相差2.4级以上。
根据有无前震，又可把地震序列分为以下三类：主震-余震型地震没有前震活动，主震和最大余震震级
差大致在1级以上。
前震-主震-余震型地震有前震活动，其他特点与主震一余震型相同。
震群型地震序列中没有震级突出大的单个地震。
3.震级和烈度(1)地震震级地震有强有弱，科学家用什么“尺子”来衡量地震的大小呢？
用来衡量地震大小的“尺子”叫做震级。
震级可以通过地震仪器的记录计算出来，它与震源释放出的弹性波能量有关。
地震越强，震级越大。
按震级大小可把地震划分为以下几类：弱震震级小于3级。
如果震源不是很浅，这种地震人们一般不易觉察。
有感地震震级大于或等于3级、小于或等于4.5级。
这种地震人们能够感觉到，但一般不会造成破坏。
中强震震级大于4.5级、小于6级。
属于可造成损坏或破坏的地震，但破坏轻重还与震源深度、震中距等多种因素有关。
强震震级大于或等于6级。
其中震级大于或等于8级的又称为巨大地震。
震级每相差一级，能量约相差30多倍。
震级越大的地震，发生的次数越少；震级越小的地震，发生的次数越多。
地球上的有感地震，仅占地震总数的1％；中强震、强震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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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震来了怎么办》图文并茂，用简捷、通俗、准确的语言从“地震是怎么发生”的开始讲起，详细
地介绍了地震常识，特别强调了“地震来了莫慌乱”，“应急避震要注意什么”，“如果被埋压怎么
办”，“灾后生活注意什么”等方面的知识，帮助读者了解一些实用的防震减灾常识，掌握简单易行
的震时应急避险措施及震后自救互救的方法，提高人们面临地震灾害的应对能力，有助增强心理承受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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