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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泥石流到来前有哪些征
兆？

河水异常。如果河（沟）床中正
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
夹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时，说明河
（沟）上游已形成泥石流。

山体异常。山体出现很多白色
水流，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
上物体出现倾斜。

声响异常。如果在山上听到沙

沙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
这可能是沙石的松动、流动发出的声
音，是泥石流即将发生的征兆。如果
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
的震动感，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

其他异常情况：干旱很久的土地
开始积水，道路出现龟裂，公共电话
亭、树木、篱笆等突然倾斜，雨下个不
停，或是雨刚停下来溪水水位却急速
下降等。

汛期来临

本版文字综合人民网、中新网，北晚新视觉网、中国水运网等媒体报道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国七大江河流域将全面进入主汛期。暑期来临，交通出
行、旅游活动增多，公众需高度重视主汛期各类灾害风险，学习基本防汛安全知识，提高避险意识。什么
是汛期？汛期有哪些危害？如何预防和自救?这份防汛安全指南一定要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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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来临，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洪涝、台风、高温热浪、山洪地
质灾害、强对流等灾害频发。许多旅游热门景区或地区是山洪、泥石流
等次生灾害多发地区，存在各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安全风
险。因此我们在户外活动中，除了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外，也要
掌握一些和汛期相关的知识，增强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安全意
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才能防范和化解旅游安全风险。

滑坡有滑坡平台，而且延伸较
长，坡面高低不平。滑坡前缘土石松
散，小型坍塌时有发生，滑坡体上无
巨大直立树木。80%以上的滑坡是由
强降雨引发的，尤其在暴雨或雨后一
段时间，土体被泡软泡透时最容易发
生。

1. 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
向两侧山坡上跑，离开沟道、河谷地
带。

2. 不应上树躲避，因泥石流不同
于一般洪水，其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

卷入泥石流。
3. 不要往地势空旷，树木生长稀

疏的地方逃生，可以就近选择树木生
长密集的地带逃生，密集的树木可以
阻挡泥石流的前进。

4. 不要停留在低平的弯道凹侧，
因为弯道处水位较高。也不要躲在
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
方。

5. 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
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
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
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楼房、
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
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
暂避。

2. 如洪水继续上涨，则要充分利
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
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
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3. 如果已被洪水包围，想方设法
发出呼救信号，通讯中断时，尽量用
颜色鲜艳的标志物等，以引起搜救人
员的注意。

4.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
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
找机会逃生。

5. 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
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避，防
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
电。

6. 千万不要贸然游泳逃生，不可
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
到泥坯房的屋顶。

注意：当地无明显降水也会发生
山洪。因为上游所在地区经过强降
雨，形成了山洪的洪峰顺流而下。

雷雨是空气在极端不稳定状
况下 ,所产生的剧烈天气现象，它
常挟带强风、暴雨、闪电、雷击 ,甚
至伴随有冰雹或龙卷风出现。

1、雷电交加时，勿打手机或有
线电话，以防雷电波沿通信信号入
侵，造成人员伤亡。

2、发生雷电时，应关闭电视
机、电脑，更不能使用电视机的室

外天线。
3、如果在野外遇到雷雨，千万

别站在孤立的高楼、电杆、烟囱、
房角房檐、大树、高塔、广告牌下。

4、如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
时，应采用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
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可蹲下 ,双
脚并拢，手放膝上，身向前屈，如
披上雨衣，防雷效果更好。

在夏季，汛期是以暴
雨为主产生的涨水期。考
虑到暴雨、洪水两方面因
素，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
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
我国多数江河的暴雨洪水
发生在伏秋大汛期，暴雨
洪水的季节性与雨带南北
移动和台风频繁活动有密
切关系。

分 析 表 明 ，我 国 各 地
汛期开始时间随雨带变化
自南向北逐渐推迟，而汛
期的长度则自南向北逐渐
缩短。

每年 7—8 月是全国洪
水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
珠 江、钱 塘 江、瓯 江 和 黄
河、汉水、嘉陵江等有明显
的双汛期，前者分前汛期
和后汛期，后者分伏汛期
和秋汛期。与汛期有关的
自然灾害主要是暴雨、洪
水、滑坡、泥石流。

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
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
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
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
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
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
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
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
地区发生。

中国气象上规定，24 小时降
水量为 50 毫米以上的强降雨称
为“暴雨”。按其降水强度大小
又分为三个等级，即 24 小时降
水量为 50—99.9毫米称“暴雨”，
100—249.9 毫 米 之 间 为“ 大 暴
雨”，250 毫米以上称“特大暴
雨”。特大暴雨是一种灾害性天
气，往往造成洪涝灾害和严重的
水土流失，导致工程失事、堤防
溃决和农作物被淹等重大的经
济损失。

暴 雨

洪 水

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
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
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
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
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
减产，造成饥荒。仅 15 厘米高
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
当水流达到 60 多厘米时，产生
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滑 坡 和 泥 石 流

这份安全指南送给你这份安全指南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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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听二看

【关键词】来不及转移

【关键词】泥石流VS山洪

【关键词】滑坡跑对方向

崩塌和山体滑坡就像是孪生兄
弟。它们同属于斜坡变形破坏。

崩塌发生突然下落速度快，其前
兆是：崩塌的前缘不断发生掉块、坠
落、小崩小塌的现象；崩塌的脚部出
现新的破裂形迹；不时偶然听到岩石
的撕裂摩擦声；出现热、气、地下水异
常；动物出现异常。

1. 崩塌发生时，如果身处崩塌影

响范围外，一定要绕行。
2. 当你在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

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
注意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
等靠得太近。

3. 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迅速向
两边逃生，越快越好。

4. 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即
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

【关键词】崩塌要会躲

【关键词】落石

崩塌落石是山区常见的一种地
质灾害。汛期出行要提前规划线
路 ,尽量避开低洼路段、临水临崖
路段、施工路段、盘山道路等。

安全提示：
1. 注意观察落石标志。
2. 遇到了山体落石，千万不能

滞留在车内。
3. 遭遇垂直山体，如果在没有

经过加固的原生态山体，一旦发生
落石，距离山体越远相对越安全。

4. 在人工加固的路段，发生落
石情况时，如果路段外侧没有可以
躲避的空间，可以选择贴近墙体躲
避。如果山坡与加固墙之间有一
定的角度，多数的落石会飞向远
处，之后应该尽快向落石区域两侧
移动。

【关键词】道路中断

出行者途中如遭遇交通中断 ,切
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
探察或绕行，不可盲目强行通过；严
格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警指挥。

安全提示：
1. 当发现山体异常、道路坍塌

时要采取倒车、弃车奔跑等方式，
果断撤离现场。

2. 发现土块、小石块掉落，或
感到震动时，不要冒险从下方通
过，立即停车撤退。

3. 在塌方比较严重的地方，应
原地待援，或者原路返回寻找补
给。

4. 国道断路塌方，有关职能部
门反应比较迅速，车主可原地待
援，并将生活物资做规划使用。

5. 在泥石流过后，若道路已被
堵住，不要着急开车过去，把车停
靠在泥石流发生较远的地方，或者
原路返回，以防会被更大的泥石流
冲走。

【关键词】防溺水

汛期一定要远离河道，不要在
河道里逗留、钓鱼、捡石头等，教
育 部 门 要 加 强 暑 期 学 生 安 全 管
理，做好汛期安全教育；学生家长

要严格看管好自家小孩，严禁私
自戏水、游泳；各类学校要强化家
校协调沟通，提醒家长落实监护
人责任。

夏季暴雨天气多发，易导致
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为公众出
行带来安全隐患。

步行安全提示：
行人应当避开落地广告牌、

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
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
筑工地临时围墙以及建在山坡上
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
惕水坑、井盖。

步行出门时，一定要走地势
高的道路，不与车辆争路，尽量避
开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雨天道路
湿滑，车辆刹车系统不灵活，更容
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下雨天千
万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

驾车安全提示：
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

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
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时
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
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防雾
灯。

路 面 积 水 不 超 过 半 个 车 轮
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要
放慢车速，速度过快容易让水吸
进空气滤芯，导致发动机进水熄
火。

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
熄火，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
定，危及人身安全。

【关键词】暴雨出行

【关键词】避免雷击

遇到各类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 110、119、120 等报警
电话，以及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 24 小时值班电话，准确告
知事发地点、险情程度、被困人数等，争取营救时间。

“山洪”和“泥石流”就像表亲 ,看
似很相像 ,但在破坏力和逃生等很多
方面却不同。

相同之处：
山洪和泥石流相似点很多。比

如，成灾的前兆相似；爆发时间和区域
大致相同，在 6—9 月的雨季，均发生
在山区，山洪发生的区域有时会伴随
发生泥石流；成灾突然；水体浑浊等。

不同之处：
1. 泥沙混合比例不同，泥石流中

大小石块和泥沙含量大，山洪流体密
度小于 1.3吨 /立方米。

2. 山洪的发生频率和重复发生率
远远高于泥石流。

3. 泥石流比山洪破坏力强，被冲
撞和淤埋人员难以自救，生还概率小。

4. 避险逃生不同。在遭遇山洪和
泥石流危险时，都应向两侧山坡高处
跑。遇到山洪可以就近爬上树或者建
筑物等高处避险，但遇到泥石流则不
可取，因为泥石流可将沿途一切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