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光辉学校



前
言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
8.0级特在地震，地震共造成7万人死亡，37万人受伤，1.7

万多人失踪，5335名四川学生在地震中遇难，已经办理残
疾证明的有546名学生，直接经济损失8437.7亿人民币，损

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国务院决定每
年的5月12日确定为“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七个“防灾
减灾日”
  宣传活动主题是：强化安全意识，学会避险自救。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5%D8%D5%F0%B6%AF%CC%AC%CD%BC%C6%AC&in=2667&cl=2&lm=-1&pn=31&rn=1&di=13318025775&ln=82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
损失重。在这种背景下，设立 “防灾减灾日
”，既体现了国家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重视，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设立  “防灾减
灾日 ” .

 目的是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有利于全社会防灾减
灾意识的普遍增强，有利于推动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的普
及推广，有利于各级综合减灾能力的普遍提高，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
害的损失。   

为什么要设立“防灾减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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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发生的地震
       公元前780年，陕西岐山发生地震。这是史书记载比较可靠的最早一次
大地震。 

      1556年中国陕西华县8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83万人。是目前
世界已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1668年7月25日晚8时左右，山东郯城大地震震级为8.5级郯城
大地震，波及8省161县，是中国历史上地震中最大的地震之一，破
坏区面积50万平方公里以上，史称“旷古奇灾” 。  

      1867年12月18日，台湾基隆近海发生地震。这是中国地震史中引起海
啸最大的一次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53秒，中国宁夏海原县发生震级为
8.5级的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中国甘肃古浪发生震级为8级的
强烈地震。死亡4万余人。

       1932年12月25日10时4分27秒，中国甘肃昌马堡发生震级为
7.6级的大地震。死亡7万人。地震发生时，有黄风白光在黄土墙头
“扑来扑去”；山岩乱蹦冒出灰尘，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中国四川茂县叠溪镇发生震级
为7.5级的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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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震
中文名称：
地震 

英文名称：
earthquake 

定义：
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在
内、外营力作用下，集聚的构造应
力突然释放，产生震动弹性波，从
震源向四周传播引起的地面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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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主题班会

震源
地震波发源的地方，叫作震源(focus)。震源在地

面上的垂直投影，地面上离震源最近的一点称为
震 动。中国地震火山分布带中。它是接受振动最
早的部位。
        震中到震源的深度叫作震源深度。通常将震
源深度小于60公里的叫浅源地震，深度在60-300

公里的叫中源地震，深度大于300公里的叫深源地

震。
        对于同样大小的地震，由于震源深度不一样，

对地面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一样。震源越浅，破
坏越大，但波及范围也越小，反之亦然。
       破坏性地震一般是浅源地震。如1976年的唐
山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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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地震的类型

地震分为天然地震和人工地震两大类。

引起地球表层振动的原因很多，根据地

震的成因，可以把地震分为以下几种：  

① 构造地震
② 火山地震
③ 塌陷地震
④ 诱发地震
⑤ 人工地震

地震知识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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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护知多少

做好震后自救和互助
        1、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

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 
　　2、不要回到教室去。 

　　3、震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 

　　4、千万不要跳楼！不要站在窗外！ 不要到

阳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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