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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山洪灾害防御宣传专辑（二）

（上接 6版）
5.台风期间的防范措施
(1)台风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行走，倘若

不得不外出时，应弯腰将身体紧缩，一定要穿
上轻便防水的鞋和颜色鲜艳、紧身合体的衣
裤，把衣服扣扣好或用带子扎紧，以减少受风
面积，并且要穿好雨衣，戴好雨帽，系紧帽带，
或者戴上头盔。行走时，应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稳，顺风时绝对不能跑，否则就会停不下来，
甚至有被刮走的危险；要尽可能抓住墙角、栅
栏、柱子或其他稳固的固定物行走；在建筑物
密集的街道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落下物或飞
来物，以免砸伤；走到拐弯处，要停下来观察
一下再走，贸然行走很可能被刮起的飞来物
击伤；经过狭窄的桥或高处时，最好伏下身爬
行，否则极易被刮倒或落水。如果台风期间夹
着暴雨，要注意路上水深，10岁以下儿童切不
可在水中行走，应用盆或桶之类东西载着幼
儿渡过水滩。万一不慎被刮入水中，应千方百
计游回岸边，无法游回时也要尽可能寻找漂
浮物，以待救援。

(2)野外旅游时，听到气象台发出台风预
报后，能离开台风经过地区的要尽早离开，否
则应贮足罐头、饼干等食物和饮用水，并购足
蜡烛、手电筒等照明用品。由于台风经过岛屿
和海岸时破坏力最大，所以要尽可能远离海
洋；在海边和河口低潮地区旅游时，应尽可能
到远离海岸的坚固宾馆及台风庇护站躲避。

(3)如果你是开车旅游，则应将车开到地
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住在帐篷里，则应
收起帐篷，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如果你
已经在结实房屋里，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
玻璃上用胶布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
碎。

(4)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在房子里原
来的藏身处呆着不动。因为台风的“风眼”在
上空掠过，地面会风平浪静一段时间，但绝不
能以为台风已经结束。通常，这种平静持续不
到 1个小时，风就会从相反的方向以雷霆万
钧之势再度横扫过来，如果你是在户外躲避，
那么此时就要转移到原来避风地的对侧。

(5)灾后需要注意的环境卫生与食物、水
的消毒工作。在台风过后伴随而来的停电和
洪水期间，要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人员健康
和安全。

6.台风避险防灾知识
(1)食物矿泉水有备才无患：听起来可

能有些夸张，但准备些干粮和饮用水绝对
没错。因为台风影响，很可能遇上停电停
水，如果自家地处低洼，还可能被困，这时
候，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虽然对新来的
台风不知道有多厉害，但早做准备总是没
错的。

(2)手电小照明能派大用场：除了食
品，家里最好还准备一些诸如手电、蜡烛、
蓄电的节能灯，因为万一遇上停电或是房
屋进水，用电将成问题，备用的照明设施还
能解决些问题。同时也可能遇到这样的情
况，就是夜晚出行，台风期不比平时，没准
会有什么被吹倒的东西横在你前方。

(3)做好高空物事前检查：台风袭击
时，一些平时容易被忽视的但发生可能性
又较高的灾害———高空坠物：折断的树枝、
楼顶的广告、阳台的花盆都会扛不住大风
从天而降。台风来临之际，大家最好能清理
自家阳台窗口的花盆家什，检查一下防盗
窗是否安全，以免大风刮起时，坠落伤人。

(4)疏通下水管以防屋进水：地势低洼
的居民区，大风大雨造成积水的情况可能
无法一时解决，但积水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不是能避则避。趁暴雨来临之前，将自家的
排水管道检查一遍。如果有条件最好疏通
一遍。台风天雨水持续时间会很长，能把积
水的可能性减到最小那是最好。特别是住
在一楼的住户，包括一些临街的商铺，大家
把一些碰不得水的电器、货物以及衣鞋，尽
可能转移到高处，万一进了水，损失不至于
太大。

(5)住在危险区的应转移落脚亲戚家：
大风和暴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和
山洪，一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征兆时，不要迟疑，立即撤离危险
区，并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使得
周围居民能及时撤离。

(6)最好不出门，出门不撑伞：不少市
民出门骑自行车，一手把方向，一手撑雨
伞，这种做法本来就违反交通规则，台风天
气更加要不得，这样做极易被刮倒。用雨披

的市民也要小心，出门时最好把雨披的前摆
用夹子固定在车筐上，这样一来，就不会被雨
披盖住脸，少了一份危险。

(7)躲雨有窍门，防雷也必要：打雷下雨
时，不要在山顶和高地停留，不要站在空旷的
田野，要避开孤立高耸凹凸的场所；不要在电
线杆附近、大树下避雨，也不要在没有安装避
雷针的高大建筑物下避雨，同时要远离铁塔
和其他较高的金属物，可躲在较高且干燥的
地方；在雨中不要打手机；田间劳动不要扛着
铁锹、锄头在雨中走，尽量扔掉铁器工具；也
不要在雨中狂奔，因为步子太大，通过身体的
跨步电压就越大。

(8)停车小事情，会出大问题：停车在平
时是个问题，台风来了更是个问题。平时安全
的停车位置等到刮台风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安
全了。所以，司机在选择停车位置的时候，一
定要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比如是不是靠近
露天广告牌，楼上有没有花盆、杂物，此外，锈
迹斑斑的空调外机也要敬而远之。

(9)家中小孩，安全要关照：如果孩子一
个人在家，一定要提醒他不要随便打开坚固
的门窗，在台风来临时，早点把家电用器关
掉。要是孩子一个人在家实在不放心，隔一个
小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随时提醒一下一些注
意事项。

7.灾后防病工作
一要管好自己的饮食，喝开水、吃熟食；

二要及时清理灾后垃圾；三要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环境消毒和灭蝇、灭蚊、灭鼠工作；四要
保持环境卫生，严防疾病发生和流行。

8.灾后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关键，是把好“病从口

入”关。一是做好环境清理和消毒工作，科学
处理粪便、垃圾和污水，消灭苍蝇、蟑螂和老
鼠；二是注意饮水卫生，做到不喝生水，喝开
水，保护水源，做好饮用水的消毒；三是注意
饮食卫生，不吃变质食品，不生吃或半生吃海
产品，剩饭剩茶要煮透后吃；四是讲究个人卫
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一旦发生呕
吐、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
诊。

9.灾后疾病防治
暴雨过后，洪涝受灾地区的防病工作必

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重点做好预防肠
道传染病、食物中毒的发生，保护水源和饮用
水的消毒，特别是分散式饮用水消毒，同时要
搞好环境卫生，消灭蚊蝇鼠害，把各种可能发
生的病情消灭在爆发、流行之前。

10.台风长得怎么样？
空气中，成旋涡，云对流，似“陀螺”，直径

大，上千里。
11.台风有名字吗？
有名字，且好听，如“云娜”，如“麦莎”。
12.台风喜欢新昌吗？
新昌县，靠沿海，台风多，边上过，不胜

数，风雨强，常受灾。
13.台风净干坏事吗？
台风来，成灾害，台风过，水清幽；热平

衡，水循环，除害虫，风之功。
14.台风为什么喜欢和我们捉迷藏？
风飘忽，云变幻，防台风，很艰难。
15.为什么台风经过时能见到光亮？
台风中，有个眼，风眼区，风雨稀，眼周

围，风暴雨，要谨慎，勿麻痹。
16.台风预警有级别吗？
蓝黄橙，步步紧，红色出，台风恶。
■台风危害
1.台风可能造成哪些灾害？
风催雨，浪卷堤，海潮涌，山洪泄，房屋

塌，农田毁，水灾过，疫情起。
2.台风为什么有这么大威力？
气流动，成为风，动能大，风力强，风挟

潮，雨成洪，台风大，损毁重。
3.什么是风暴潮三碰头？
强台风，高潮位，雨洪水，一起来；破坏

力，齐集聚，大灾害，不可免。
4.台风和降水有必然联系吗？
台风起，带水汽，登陆后，成暴雨，最可

怕，降雨滞，防台风，更防洪。
5.为什么台风易引发地质灾害？
狂风推，洪水摧，土壤松，山坡滑，交通

断，河流塞，地质松，很危险。
6.台风来新建的房子也会倒吗？
风无情，摧万物，毁房屋，不例外，轻揭

瓦，重倒墙，建新房，要设防。
7.山洪真的如猛兽吗？
水至柔，力至坚，失控制，必成灾，大洪

水，更可畏，如猛兽，不虚言。
台风防御
1.如何当好防台示范？
学知识，听消息，备物资，离险区；防自

身，携他人，战台风，共尽职。
2.外来务工人员怎么防？
听指挥，学当地，离工场，避险区，出危

房，找安居，有困难，互帮理。
3.企业厂长怎么防？
当法人，负总责，保安全，摆第一。
4.政府首长怎么防？
为市民，立预案，重防范，总指挥，抓落

实，赈灾情，送饱暖。
5.防汛办怎么防？
防汛办，司专职，当参谋，通信息，掌调

度，为人民，立功业。
6.部门局长怎么防？
做局长，担职责，按预案，促落实，指令

到，能应急，各部门，成合力。
7.基层乡镇怎么防？
当镇长，在前沿，精组织，严落实；不死

人，是要领，做细仔，少损失。
8.农村干部怎么防？
村干部，责任大，安与危，系心上，临现

场，知险患，为全村，保平安。
9.学校校长怎么防？
常教育、强意识、学技能、重演练、勤检

查、除隐患、早疏散、保平安。
10.航运、渔船怎么防？
湖上行，知气象，闻台汛，早避风，靠码

头，听指挥，有责任，共抢险。
11.公安警察怎么防？
防台风，护秩序，子弟兵，是亲人，有险

情，他先行，灾难前，见真金。
12.汽车司机怎么防？
台风临，汽车停，置高旷，防淹损，在驾

驶，要缓行，遇强风，路边等。
13.家居住房怎么防？
家居安，最要紧，门窗固，房架稳，顶不

漏，沟不堵，离低洼，住高处。
14.城市居民在家怎么防？
户庭外，查认真，除杂物，防伤人；水电

停，耐心等，急需品，事先屯。
15.山体滑坡如何防？
风雨涮，山体滑，后山坡，勤检查，有异

常，滑坡兆，除隐患，早预防。
16.水库如何确保安全？
台风前，细观察，水库坝，不能垮，防暴

雨，早调度，有隐患，速修抢。
17.农作物怎么防？
强风吹，暴雨淹，农作物，易遭灾，通沟

渠，排积水，已成熟，早收获。
18.道路街道行人怎么防范？
台风作，不外出，行路人，须小心，防刮

倒，慎坠落，流浪者，要管制。
19.如何做好应急供电？
狂风吹，供电断，电力工，忙抢修，防汛

办，自配电，居民户，要预备。
20.如何应急求救？
风雨大，险难发，报警讯，110；各部门，共

施救，诸号码，都记清。
21.如何获取台风消息？
防台风，信息通，气象台，及时播，各媒

体，加密宣，警报传，全动员。
22.怎样预知台风前兆？
台风来，征兆多：高云现，雷雨停，大海

鸣，风向转；细观察，能预测。
23.怎样预知山体滑坡前兆？
大滑坡，有前兆：泉反常，土上隆，坡纹

裂，畜惊恐；勤关注，早规避。
台风避战
1.强风暴潮威胁的人员转移？
避台风，人第一，船停航，人撒离，危险

区，全转移，细复查，无遗漏。
2.山洪暴雨威胁的人员转移？
伴台风，发山洪，洪水凶，力无穷，居下

游，防毁冲，转移早，平安牢。
3.病险水库山塘威胁的人员转移？
水库险，大于天，人转移，勿懈怠。
4.人员转移的开始时间规定？
听气象，从指挥，日与夜，不一般，勿拖

延，早为先。
5.明白卡有什么用？
明白卡，告诉你：保安全，靠自己，居险

地，早转移，搀老幼，互相济。
6.人员转移应带自用品？
日用品，早准备，转移后，能自理，讲文

明，守秩序，共配合，同抗御。

7.不听转移命令违法吗？
防台风，非平时，听指挥，不可违，政令

通，民心齐，违令者，要强制。
8.锚泊船只如何避台风？
有台风，靠码头，停船处，审仔细；紧固

缆，常检查。
9.遇龙卷风如何避险？
龙卷风，突然至，向低处，速躲避，护头

部，裹厚衣，防塌砸，为第一。
■抗台抢险
1.如何加固门窗？
御台风，防入户，固门窗，有讲究，木条

钉，胶带粘，凡缝隙，都严封。
2.堤防隐患有几种？
防洪堤，隐患存：有洞穴，有漏渗；千里

堤，毁蚁穴，古来训，记心上。
3.如何抢险堤坝决口？
堤坝溃，最危急，人财物，速调集：方案

定，时间紧，都决口，不犹疑。
4.如何堵截决口？
土堤决，溃毁速，堵决口，有步骤：筑裹

头，是关键，截流后，治渗漏。
5.如何应对山体滑坡？
有征兆，早报告，坡体动，赶紧跑，逃有

方，向两旁，逃不及，站空旷。
6.如何巡查水库大坝？
管水库，要求高，仔细查，能“六到”，报险

情，须“三清”，抢险患，讲“三快”。
7.如何应对重大险情？
知险情，速报讯，劝群众，离险境，保自

身，护场景，抢险到，告情形。
8.如何应对洪水包围？
山洪发，逃两侧，避洪水，向高处，被围

困，求救助，水上涌，抓漂浮。
■救灾保险
1.倒房如何逃生？
被埋压，危险极，保清醒，找生机，等救

援，存体力，意志强，有奇迹。
2.重大事故现场如何处置？
去施救，讲原则：分先后，掂轻重，先救

多，后救少，方法好，功效高。
3.现场伤员如何急救？
施急救，有常识：救窒息，通呼吸，救昏

厥，心博动；方法懂，加倍功。
4.街道水淹如何消毒？
洪水淹，疫病传，防疫情，要紧跟；家消

毒，水洁净；医务人，出义诊。
5.如何为重灾区尽心意？
一方难，八方援，助灾区，显仁爱；温饱

足，居处定，灾难平，有我份。
6.农民灾后该做些什么？
灾害后，自救忙，理荒秽，除虫害，复耕

植，修塘堤，靠生产，振家园。
7.如何抓紧抢修水毁工程？
洪灾过，毁损多，各部门，紧抢修，好干

部，解民忧，为灾区，全力助。
8.如何能保岁岁无灾！
办保险，平丰欠，防灾难，定心丸；农业

险，待出台，商机存，前途在。
■汛情等级
1.Ⅳ级汛情
程度一般，标志为蓝色。某一区域出现短

历时强降雨，1小时达 30毫米以上，3小时达
60毫米以上。

2.Ⅲ级汛情
程度较重，标志为黄色。某一区域出现短

历时强降雨，1小时达 50毫米以上，3小时达
100毫米以上。

3.Ⅱ级汛情
程度严重，标志为橙色。某一区域出现短

历时强降雨，1小时达 80毫米以上，3小时达
150毫米以上。

4.Ⅰ级汛情
程度特别严重，标志为红色。我县 24小

时面雨量超 200毫米以上，并且气象预报未
来 24小时仍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常用知识
1.副热带高压
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是位于副热带地

区的暖性高压系统。它对中、高纬度地区和低
纬度地区之间的水汽、热量、能量的输送和平
衡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
系统。副热带高压的东部是强烈的下沉运动
区，下沉气流因绝热压缩而变暖，所控制地区
会出现持续性的晴热天气。而副热带高压的
西部是低层暖湿空气辐合上升运动区，容易
出现雷阵雨天气。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