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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控风灾》

前言

“农家书屋”工程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实施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满足广大农民群
众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一项民生工程。2008年是“农家书屋”工程全面
建设的第一年。从2006年提出试点，2007年开始实施，至2015年，这项工程将覆盖全国每一个行政村
。中央财政将投入补助资金6亿元用以推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其中，对中部地区的河北、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十省，中央财政将按照每个农家书屋投
入2万元的建设标准，补助50％的建设资金，即每个农家书屋补助1万元；对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十二省（区、市），中央财政
将按照每个农家书屋投入2万元的建设标准，补助80％的建设资金，即每个农家书屋补助1.6万元。“
农家书屋”工程在解决广大农村地区“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的同时，也将让农民群众分享
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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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防控风灾》：新农村防灾减灾丛书。2008年是“农家书屋”工程全面建设的第一年。从2006年
提出试点，2007年开始实施，至2015年，这项工程将覆盖全国每一个行政村。中央财政将投入补助资
金6亿元用以推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其中，对中部地区的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十省，中央财政将按照每个农家书屋投入2万元的建设标准，补助50
％的建设资金，即每个农家书屋补助1万元；对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十二省（区、市），中央财政将按照每个农家书屋投入2
万元的建设标准，补助80％的建设资金，即每个农家书屋补助1.6万元。“农家书屋”工程在解决广大
农村地区“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的同时，也将让农民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文明
成果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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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与互救1．风灾中身处拥挤混乱的人群中该如何逃生2．大风时遇到船难如何逃生3．风暴潮来临时
怎么办4．风暴来临前应该如何加固门窗5．大风揭瓦怎么办6．大风中门窗受损怎么办7．风中行车怎
样保证安全8．风暴中遭遇雷电怎么办9．风灾中发现电力设备受损怎么办三、台风中的自救与互救1．
如何给热带气旋命名2．台风等级与分布3．台风的移动4．双台风、多台风和“藤原效应”5．台风眼
及其特征6．台风预报7．台风可能造成哪些危害8．台风来临时应做哪些准备9．台风来临时，在街道
上行走应注意什么10．台风中不慎被卷入海里怎么办11．被风暴潮困在崖洞里应怎样逃生12．风暴潮
时被困在礁石、堤坝上怎么办13．航海船只在台风来临时如何避险四、龙卷风中的自救与互救1．龙卷
风的形成2．龙卷风的特点3．怎样减少龙卷风的侵害4．躲避龙卷风的最佳处在哪里5．在公共场所如
何躲避龙卷风的突袭6．在家中如何躲避龙卷风7．在户外如何躲避龙卷风五、飓风中的自救与互救1．
飓风的概念2．飓风的形成3．飓风的危害4．飓风来临时应该怎么办六、沙尘暴中的自我防护1．什么
是沙尘暴2．沙尘暴天气成因3．沙尘暴主要危害方式4．沙尘暴预防措施5．沙尘暴来临时，外出应如
何防护6．在农村遭遇沙尘天气应采取什么措施7．在野外如何躲避沙尘暴8．沙尘暴中如何开车9．沙
尘暴可能诱发哪些疾病10．沙尘暴来临时如何做好身体保健11．大风造成眼里进异物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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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风灾的基础知识4.几类风灾及相关案例风是由空气流动而形成的，对安全产生影响的是强风，它
通常由大气涡旋剧烈运动产生，由上表可见，7级或7级以上的风力才能对生活或工程结构造成不便或
威胁，引起风灾的大多也是这几类风。下面对热带气旋、季风、地方性风（主要是龙卷风）分别进行
描述。由于热带气旋的危害大，本节对其起因、发展、分布和危害作较为详细的介绍。1）热带气旋
热带气旋是生成于热带海洋上的大气涡旋，是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和飓风的总称。热带气旋的范围通
常以其最外围闭合等压线的直径度量，大多数处于600-1000千米，最大的达2000千米，最小的仅100千
米左右。热带气旋环流伸展的高度可达12-16千米。气旋中心或热带气旋眼的半径多为5-30千米，气压
很低，所经过的海面风小浪高，云层裂开变薄，有时可见日月星光，其四周附近则是高耸的云壁，狂
风暴雨均发生在热带气旋眼之外。热带气旋强度以近热带气旋中心地面最大平均风速和热带气旋中心
海平面最低气压值来确定，其中多数风速在32-50米／秒（大者可达110米／秒甚至更大），中心气压
一般为950百帕（低者920-870百帕）。按近热带气旋中心地面最大风速的大小，世界不同地区对热带
气旋有着各自不同的称呼。如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的热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如我国和日本）
曾一概地称为台风，在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称为热带风暴（风力8-11级）和飓风（风力达12级以上）
，在印度洋地区则称为气旋。为便于交流，我国从1989年起采用了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热带气
旋名称和等级标准：①热带低压：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速10.8-17.1米／秒（风力6-7级）。②热带风暴
：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速17.2-32.6米／秒（即风力8-11级），其中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速24.5-32.6米／
秒（风力10-11级）者，称强热带风暴。③台风：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速>32.6米／秒（即风力12级及其
以上）。（1）热带气旋的发生和发展热带气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可描述如下：在一个高水温的暖热
带洋面上空，若有一个弱的热带气旋性系统产生或移来，在合适的环境下，因摩擦作用使气流产生向
弱涡旋内部流动的分量，把高温洋面上蒸发进入大气的大量水汽带到涡旋内部，把高温高湿空气辐射
到弱涡旋中心，产生上升和对流运动，释放潜热以加热涡旋中心上空的气柱，形成暖心。由于涡旋中
心变暖，空气变轻，中心气压下降，低涡变强。当低涡变强，反过来又使低空暖湿空气向内辐合更强
，更多的水汽向中心集中，对流更旺盛，中心变得更暖，中心气压更为下降，如此循环，直至增强为
热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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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
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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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防控风灾》由名誉主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编写。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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