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市县两级政府都已制定《地震应
急预案》及其《操作手册》，并根据工作需要
定期修订。市地震局通过“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地震安全示范社区（村）”等创建活
动，积极推进社区、乡镇建立健全地震应急
预案，并为镇海炼化、皎口水库等容易引发
地震次生灾害的工程（企业）制定地震应急
预案提供了指导和服务。

依托现有资源成立地震应急救援队和
市级地震应急现场工作队。依托公安消防
部队建立市级地震应急救援大队，并为配
备专用装备，组织专业训练提供条件。依
托地震监测中心建立市级地震应急现场工
作队，并组织开展了负重行走、野外拉练等
体能训练，及流动监测、灾情收集报送、灾
害评估等现场工作专题演练。

建设地震应急现场工作装备库及市级
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装备库面积约160平
方米，储备有流动监测仪、灾情采集单兵系
统、无人机、海事卫星电话、生命探测仪等
应急装备物资，并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库房
及装备日常管理维护制度，基本满足市级
地震应急现场工作要求。我市地震监测中
心兼具市级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职能，软硬
件基本可满足市级地震应急指挥要求，获
全国市级地震应急指挥系统单项质量考核
评比“优秀奖”。

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王虎羽 袁宝珠 李慧峰

有一种职业叫“了解大地的脉动”
他们常年守候在测震的台网中心

宁波虽然是弱震少震地区，但地震监测依然得一丝不苟。市地震监测中心负责测震的工作人员常年守候在台网
中心，他们和许许多多的地震监测人员一样，不但要定时定点从观测井中提取流体，测出氡的溶解度以掌握地震的前
兆，还要通过测震波形、震相分析等来监测大地的脉动。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九个“防灾减
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减
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力”。

据宁波市科技局地震处王里处长介
绍，我市总体上属于少震弱震区，整体地
震活动水平较低，但依然存在发生破坏性
地震的构造背景。近年来，宁波市防震减
灾工作立足震情灾情实际，以提高区域地
震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为目标，以完善地震
监测基础设施、强化地震灾害防御、抓实
地震应急准备为抓手，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地震系统先进单

位、全省防震减灾综合考评一等奖。
我市目前已建成省内首家市级地震

监测预报中心，与省属宁波地震台合署
办公，下辖地震台站15处，观测手段包
括测震、强震、地下流体、地电磁和地形
变等，区域监测能力达到ML1.5级。中
心按Ⅶ度抗震设防标准建设，配备技术
先进的地震监测信息系统及地震应急指
挥系统，已成为我市防震减灾工作的基
础业务支撑中心。

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
障全市各类地震台网正常运转，坚持故

障响应不过夜；今年有效应对了“浙江磐
安3.5级地震”“浙江临安4.2级地震”，并
第一时间派出地震现场工作队，协助省地
震局开展现场地震应急工作；积极配合省
局实施地震烈度速报与地震预警项目，开
展区域烈度速报、预警中心建设和预警
台建设工作，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按
照每月开展地震速报考核，每季度开展
部门地震应急演练，每年开展百日集中
学习活动，提高业务人员技能、体能，提
高地震应对能力；利用5·12、7·28等特
殊时间节点，积极开展地震科普宣传。

建成省内首家市级地震监测预报中心

从2007年到2011年期间，中心在
宁波市区、余姚市、慈溪市实施了地震活
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基本
查明了我市地震重点防御区的活断层分
布、位置及活动性，并在城区东侧首次发
现弱活动断层，即育王山山前活动断
裂。该项成果已被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吸
收利用，作为强制性要求予以执行。

抓好基层地震安全示范工程。在
2009年建成奉化岩头村民居地震安全

示范工程的基础上，每年组织开展1期农
村工匠抗震防灾专项培训，并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设计适合农村实际的“抗震设
计及建造图集”，免费提供给农民使用。
推进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创建，已有四家
社区通过国家级认定，为我市其它社区
防震减灾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促成雅戈尔动物园投资建设大型体
验式地震科普馆。该园总建筑面积约
5000平方米，布展投入2400万元。该馆

无论在设计理念还是在运营模式上都有
诸多创新，主要表现在“三化”。其一是
企业主导化：企业投资为主、政府补助为
辅，建成后，由企业负责日常营运管理。
其二是理念创新化：将知识传播、技能掌
握、思维启迪、趣味游乐等融为一体。其
三是效益扩大化：雅戈尔动物园年接待
游客超过60万人次，且基本以中小学生
为主，在该园建设科普基地，具有受众面
广、社会影响大的先天优势。

实施了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

我市的地震应急准备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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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物不良反应，周华认为，市民要弄清
以下几点：

一，任何药品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
反应。不良反应发生与否、程度大小因人而异。

二，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越多，不等于
不良反应越容易发生。相反，说明书上的不良
反应多往往意味着该药物的试验做得非常充
分，研究者对药物本身的性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用药反而更加安全。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在说
明书上较少提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更多的
用药隐患。

三，中药的不良反应未必少。中药中的有效
成分也是以化学物质为基础的，随意使用同样会
引起诸多不良反应，特别是对肝肾功能的损害。
使用中药同样不能脱离医生和药师的指导。

用错药，后果很严重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昨在我市启动合理用药推广项目
有个软件可帮助您用药，当然最重要的是听医嘱

霍香正气水不能和头孢一起吃，中药加西药不等于“中西医结合”，参麦注射液不是什么补剂……
这些医护人员的常识，却是许多市民用药认知上的“坑”。在我市多家医院的门急诊，药物不良反应的
患者屡见不鲜。

为了降低药物使用风险，昨天上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合理用药推广项目启动仪式在宁波四明大
药房新晨店举行，参加活动的有药店药师，也有普通市民。

启动仪式上，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主任委员王震
教授指出，慢病患者不合理用药现象普遍存在，尤
其是中老年慢病患者，往往由于同时患有多种疾病
而出现配药用药无禁忌的现象，“比如滥用抗生素、
选择药物不当、忽略药物之间配比禁忌等”。

王震的话，记者在市李惠利医院、市一院、宁大
附院等多家医院得到了印证。

有一位70岁的老大爷，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慢性心功能不全，同时在吃3种药。他的老伴过世
后留下一种降压药没吃完，老大爷在吃完自己的降
压药后就开始吃这种降压药，结果3周后感觉气急
气促，上医院一查，心衰明显加重了。医生说，他吃

的这种降压药对心衰患者是有害的。
一位60岁的大伯，患原发性高血压10年、Ⅱ型

糖尿病6年，尿蛋白阴性，同时吃3种药，但血压经
常波动，还出现了双踝水肿的症状。原来，大伯治
病心切，吃药时不自觉加大了药量，结果高钾血症
的风险也上去了，对心血管和肾脏非常不利。

还有一位50岁的大叔，同样有10年高血压史。
他特别担心药物副作用，用药很“省”，而且服药次数不
足，导致血压波动大，超声心动图还提示左室肥厚。

此外，不少患者为图方便，将一些要间隔服用
的药同时服用，结果原来的病没好，还引发了胃溃
疡、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道疾病。

在合理用药推广项目启动仪式现场，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和上海容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一款软件——合理用药助手，深受与会者的好评。

使用该软件，通过输入药品名称或扫描药盒上
条形码，就可以查出这一药品的用药禁忌。记者尝
试着输入“头孢”，显示出数十种头孢类药物，点击
其中一种“头孢克洛分散片”，禁忌及注意事项的内
容随即出现。如果继续添加输入其他药品，除了可
以知道这些药各自的注意事项，还可以知道几种药
一起吃会有什么风险。该软件可同时查询5种药
品的配伍禁忌。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有这么个软件就相当于

有一个随叫随到的私人药师，吃药时就多了一道保
障。”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副主任委员姚璐说。

软件虽好，但也不能太过依赖。宁大附院主管
用药的副院长许素玲表示，临床上，许多医生会超
药品说明书使用药品，这些经验疗法通常都是安全
有效的。

市李惠利医院药剂科主任周华表示，当软件提
示几种药物“犯冲”时，并没有考虑到药物的具体剂
量，小剂量合用往往能规避风险同时保证疗效，这
种现象在医生实际用药中也非常常见。

总之，专家表示，这类软件仅供参考，碰到处方
和软件有矛盾的时候，市民还是要遵从医嘱。

慢病患者药物不良反应高发

有个软件可帮您合理用药，当然最重要的是听医嘱

关于药物不良反应，您要知道这些

专家认为，合理用药还在于给家庭小药箱
瘦身。

家庭小药箱里，三类药物是必备的。一是
应急、救急类药物，如心脏病患者服用的速效救
心丸，哮喘患者使用的喷剂等。二是慢病管理
类药物，如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糖尿病患
者服用的降糖药等。三是处理外伤类的药物和
用品，如红药水、纱布、酒精棉球等。

此外，家庭小药箱中还可以备一些缓解感
冒症状及退热的药物、解热镇痛的药物和止咳
化痰的药物。

头孢等抗生素不适合进入小药箱。抗生素
仅针对细菌感染，以感冒为例，如果是病毒引
发，使用抗生素就相当于“吃错药”。此外，滥用
抗生素还会造成致病细菌耐药。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柏家鸣

关于家庭小药箱，您要知道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