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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宁波之名取宁波之名取““海定则波宁海定则波宁””之意之意。。但是但是，，这里真的这里真的““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吗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作为东部沿海城市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宁波的最大自然宁波的最大自然
灾害是台风灾害是台风，，由此衍生出暴雨由此衍生出暴雨、、滑坡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

多年来多年来，，这些自然灾害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些自然灾害的情况究竟如何，，又该如何进行预防又该如何进行预防、、应对呢应对呢？？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记者为您一一解读记者为您一一解读。。

灾害篇

台风
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台风引起的直接灾害通常来
自三个方面：

“一是狂风，台风风速大多在17米/
秒以上，有的甚至超过60米/秒，飓风级
的风力足以损坏甚至摧毁陆地上的房
屋、桥梁、车辆等；二是暴雨，台风暴雨造
成的洪涝灾害来势凶猛，破坏性极大；三
是风暴潮，可能导致潮水漫溢，冲毁房屋
和各类建筑设施，淹没城镇和农田。”

虽然每年宁波地区都会迎来数个台风
过境，但总有一些台风凭借其超强的破坏
力，给市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如
2013年的“菲特”、2015年的“杜鹃”、
2017年的“玛莉亚”、2019年的“利奇马”
等等，它们的侵袭都给宁波的经济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水旱
除了台风，水旱也是宁波常见的自

然灾害之一。宁波市应急管理局工作
人员表示，根据致灾成因和地理分布，
水旱灾害大体可分为4类。

一是雨涝型，二是涝渍型，三是台
风风暴潮渍堤型，四是干旱型。

相对于水灾，宁波人民对于旱灾的
认识可能较为薄弱。事实上，即便宁波
处于东海之滨，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同
样也会遭受干旱的考验。

2013年7-8月间，受太平洋副高
影响，宁波市遭受了长时间大范围的持
续高温少雨天气，高温晴热导致蒸发量
大，又值农业双抢用水高峰，导致全市
各区县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部分
山区、海岛饮水困难，干旱还使得水田
干涸，农作物遭受了很大危害。

雷暴
电闪雷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信

号。在宁波，全年各月都有可能出现雷
暴，其中3-9月比较容易发生，7、8两
月出现最多，而这也是一种自然灾害。

据统计，2015-2019年，我市雷电
日每年都在50天以上，共发生雷灾480
余起，因雷击造成人员死亡3人，受伤17
人，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均达数百万元。

地震
与我国多震地区相比，宁波乃至整个

浙江的地震相对较少，强度也不太大。宁
波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指出，虽然浙江
历史上地震活动不强，但并不是没有破坏
性地震，更不能断言今后不会发生较大
破坏性地震。另外，近年来全球震情有
一个事实引人关注，那就是一些公认发
生破坏性地震“可能性不大”的地方反倒
遭遇大震突袭，令人措手不及，损失惨
重。

“事实反复告诫我们，所谓少震弱
震区也一定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
名工作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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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震

应对策略：
1、大地震时不要急：如

果住的是平房，可以迅速跑
到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
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
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
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人多先找藏身处：学校、商店、影剧院
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遇到地震，不要慌乱，应
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
过后再有序地撤离。

3、远离危险区：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
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

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4、被埋要保存体力：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
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脱险
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
条件，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如遇地震，可记得这一标准“求生”姿势：
①身体尽量蜷曲缩小、卧倒或蹲下，用手或其
他物件护住头部，一手捂口鼻，另一手抓住一
个固定物品；②如果没有任何可抓的固定物
或保护头部的物件，则应采取自我保护姿势：
头尽量向胸靠拢，闭口，双手交叉放在脖后，
保护头部和颈部。

关键词：台风

应对策略：
1、注意收听收看气象

消息，密切关注台风动向，
了解安全撤离路径以及政府提供的避风场所。

2、关好门窗，将放置在阳台的花盆、雨篷等
进行检查和加固，防止被风刮落造成意外事故。

3、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工棚、临时建筑、
在建工程、吊机、施工电梯、脚手架、电线杆、树
木、广告牌、铁塔等地方躲风避雨。

4、不要在河、湖、海的路堤或桥上行走，
不要在强风影响区域开车；尽可能避开地下

通道等易积水地区。
5、如果在路上看到有电线被风吹断、掉

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能靠近。
6、台风带来的暴雨容易引发洪水、山体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灾害易发地区和已发生高强
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

7、如发现危房、积水，请及时联系相关部门。
有险情时，服从有关部门指挥，安全转移。

8、如遇雷雨大风，应及时将正在运转的
家用电器关闭，并拔出插头；如果不慎家中进
水，应立即切断电源。

关键词：滑坡

应对策略：
1、逃离时，向两侧跑

为最佳方向。在向下滑动
的山坡中，切忌顺着滑坡方向跑，向上或向下
跑都是很危险的。

2、滑坡呈整体滑动时，原地不动，或抱
住大树等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措施。

3、发生滑坡时，不要贪恋财物，要迅速离开
房屋；向滑坡体两侧跑离危险区；如条件允许，
应立即向领导汇报并组织受威胁的人员撤离。

关键词：泥石流

应对策略：
1、发现有泥石流迹

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
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

2、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

物品。
3、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

山坡下面。
4、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

到树上躲避。

关键词：海啸
应对策略：

1、海啸一波一波地涌
上来，但第一波肯定不是

最大的，一定要防范之后巨浪来袭。
2、停止水上活动，不要到岸边去看海啸，

当你看到海啸时再逃避已经晚了。

3、远离沙滩和海边低洼的地方，迅速跑
到高地或稳固建筑物的高层。

4、在海里的小船不要向岸边驶去，水越
浅的地方海啸越大。

5、如果有海啸避险的标示牌或是有人指
挥疏散，要遵从指示。

关键词：风暴潮
应对策略：

1、发生风暴潮时不要
滞留在海边，应撤离到内

陆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
2、海上船只在得到风暴潮警报后应尽快

返回港湾，船只回到港口停好并拴牢，船上的
人要搬离到岸上。

3、轮渡、海水浴场、海上观光等都必须停
止，不要到海边钓鱼、看潮等。

记者 马涛 陶倪 制图 周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