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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如何防范应对崩塌、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为此，记者走访了省地
质环境监测和生态修复中心高级工程师
杨智琴，她从地灾征兆现象和应对措施
方面作了详细解答。

崩塌从征兆现象上来看，斜坡上有
掉块和流土、流水和冒气等，窑洞和房屋
内有土体“咔嚓”或“吱吱”声响，冬天岩
土体裂缝中动物异常活动等这些有可能
是崩塌发生前兆。从应对措施来讲，在
崩塌体下方居住要经常到坡顶观察，有
裂缝及时填埋并防水；路过崩塌体下方
要注意观察并尽快通过或绕避；户外严
禁在崩塌体下休息或停车；崩塌体下建
筑或安营要留足安全距离或有工程防
护；冻融期和雨季崩塌体下方住户夜间
要有人监测或转避安全区；崩塌体下方
受威胁住户要由技术人员制定监测和应
急避险方案、熟知预警号令、逃生路线和
安全场所，平时和降水期要时时演练。

滑坡从征兆现象上来看，滑坡体上
有房屋时，木结构房屋发出“吱吱”声音，
墙体出现裂缝或歪斜，砖窑内有“咔嚓”
响声或裂缝，土窑有“咔嚓”响声、流土、
裂缝和掉块等，动物异常活动；滑坡后缘
裂缝急剧加宽并不断下座、滑坡体新裂
缝不断出现或有岩土摩擦声、滑坡前缘
出现地鼓，滑坡脚有泉水复出、井泉干涸
或水位异常上升等。从应对措施来讲，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制定监测和应急避险
方案，熟知预警号令、逃生路线和安全场
所，平时和降水期要时时演练；滑坡体上
出现裂缝要及时用粘性土填埋并略高于
地面；滑坡体上不应建房和进行工程活
动；滑坡体上有积水应及时排出；避免河
流侵蚀滑坡体。每天滑动 10cm—50cm
的慢速滑动，应组织人员按应急方案有
序撤离，大多财物均可搬出；每天滑动
50cm—2m 的中速滑动，应及时发出警
示号令，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撤离，部
分轻装财物可携带；每天滑动速度大于
2m的快速滑动，应迅速发出警示号令或
大声呼喊，迅速逃生，不要携带财物。

泥石流从征兆现象上来看，冲沟范
围长时降水，地表松散体饱和，突然一次
降水量大；冲沟上游行洪区沟谷两侧崩
塌、滑坡、矿渣和垃圾等物体有堵塞沟谷
形成堰塞湖，在沟的下游常出现短时断
流现象；冲沟上游突然传来异常轰鸣声，
声音明显不同于机动车、风雨雷电、爆破
等声音，可能是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
声。从应对措施来讲，选择最短最安全
的路线向沟谷两侧山坡高处速爬，不应
顺沟、进屋或上树逃生；爬上山坡时避防
崩塌、滑坡、坡面泥石流和洪水的威胁；
来不及时，尽量避开沟谷狭窄处；及时清
理沟谷杂物保证沟谷通畅。 （李全宏）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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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南京市应急管
理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孟现勇介绍，遇到
暴雨、雷电天气，要遵循“三远离”原则，即远
离高大建筑物、远离金属物体、远离水源。如
身处室内，应避免使用有线电话，不要触摸金
属水管、暖气管道等导电物体。如果被困室
外，切记不要站在大树下或空旷地带，也不要
在高处逗留，应迅速寻找低矮的混凝土建筑
物避险。“尤其要注意不能在电器设施下撑
伞，最好不使用金属把的雨伞。”孟现勇说。

“雨天要特别注意绕开井盖处。”应急管理
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研究员许冲说，台
风期间不建议冒风雨赶路，不要在电线杆、塔
吊、广告牌下避雨停留或行走，避免高处物体
坠落。此外，“雨衣雨具尽量选择亮色。”

同时，许冲建议提前将花盆等容易坠落、
受损的悬挂物、搁置物、棚、架子等移入室内，
检查室内外物品是否牢固，如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和加固，为他人安全增加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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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天气中行车，如何判断路况和预见
潜在危险？“首先应观察积水深度，其次在涉
水时合理控制汽车，最后，也要掌握逃生方
法。”许冲说。

一般来说，如果积水深度超过轮胎的一
半或达到车辆的排气口位置，就存在涉水熄
火的风险。

“注意观察前车，如果前车涉水时出现困
难或熄火，后车应立即停车。”许冲介绍，如果
能观察到明显的水流或水面有漂浮物，表示
当前水流速度较快，比较危险；如果水中出现
气泡，意味着下方路面可能已经开裂；路边的
树木、电线杆等如果有倾斜或倒塌迹象，表示
道路地基可能已被破坏。发现以上任何一种
情况，驾驶员都应立即调头或选择其他安
全路线离开。

“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约为 20—30
厘米，SUV 为 30—60 厘米。”应急管理部
国家减灾中心研究员聂娟介绍，新能源汽
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
备造成损坏，因而同样有涉水深度限制，
一般不能超过 20厘米。

聂娟介绍，车辆涉水时建议将车速控
制在 5公里/小时左右，尽量保持发动机处
于较高转速，防止水倒灌入排气管。涉水
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如
果不幸熄火，燃油车应立即关闭点火开
关，等待水退后再联系救援，不要反复尝
试启动，以免损坏发动机。电动车如发现
异常应拔掉充电枪、立即切断高压电源，
并联系专业救援人员处理，切勿自行处
理，以免发生触电等危险。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雨势很大、行车
视线不足 150 米时，驾驶员应减速行驶，

开启危险警告闪光灯，最好尽快驶入服务区
躲避。遇路面积水且深浅难辨时，不可踩刹
车，而应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
通过积水区。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孟现勇介
绍，在车中遇到紧急情况，要迅速解开安全
带。如果车内进水，应等待车内外水压基本
平衡时，开门逃生。如果无法开门，可以使用
安全锤破窗逃生。逃生时，应顺着水流方向
游动，寻找附近的高处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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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后，各种细菌、霉菌滋生污染水
源、食物，传染性疾病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

“在饮食、饮水等方面切莫大意。”孟现勇说。
个人防护方面，要勤洗手、勤沐浴。如不

慎接触污水，应立即用含氯消毒液（如 84 消
毒液）稀释后清洁，再用清水冲洗。外出时，
应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返家后立即更
换衣物，如出现皮肤红肿、发痒等症状，及时
就医。对被污染的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要
充分清洗消毒。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
过的食物。

物品处理方面，被污水浸湿的衣物，应使
用 60摄氏度以上高温水和洗涤剂彻底清洗，
并在阳光下暴晒消毒。“如家中进水，要做到
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不能存有侥幸心
理。”孟现勇介绍，污水浸泡的床垫、地毯、毛
绒玩具等，因其难以彻底清洁消毒，建议直接
丢弃。

此外，木质家具应彻底擦干，再用 75%酒
精或稀释的 84 消毒液擦拭，金属家具可用
2%过氧化氢溶液擦拭消毒，家用电器彻底晾
干后再用专业除菌喷雾消毒，在确保完全干
燥前不要通电使用。同时，地面和墙壁可用
1∶100稀释的含氯消毒剂擦拭作用 30分钟后
再用清水冲洗。“消毒时应注意开窗通风，避
免吸入过多刺激性气体。”专家提醒。

（刘温馨）
据《人民日报》

台 风 暴 雨 来 临
如 何 科 学 防 范

当前我国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长江等流域防洪峰、
防决堤、排内涝压力不减，黄河、淮河、海河、松辽流域有可能发生
较重汛情，叠加台风进入活跃期，防汛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面对恶劣天气，如何安全避险？如何科学防范？记者采访了
有关部门和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