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拥有五千年灿烂的

文明史，但同时也是一部抗灾

的历史。邓拓说：“我国灾害

之多，世罕其匹，几于无年不

灾，从亦无年不荒。”而地震就

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面对

地震，会将其视作一种自然现

象，更科学地将其认知为是由

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

挤压碰撞引起的。我们可以

利用科学的手段测量震源深

度、震级大小等。那么在古人

眼中，地震是什么呢？他们面

对这种灾害又会采取什么措

施呢？

古人尚未形成科学的认

知，也缺少了解自然科学的

手段和技术。他们将地震、

日蚀、雾霾、大旱等特殊的自

然现象与“祥瑞”联系起来，

并与人的行为相结合，是为

“天人感应”学说。这种说法

不仅在民间流传，上层社会

也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常将

天灾看作是上天的震怒和惩

罚 ，而 统 治 者 应 该 对 此 负

责。很多记载表明，天灾出

现 时 ，古 代 帝 王 会 下“ 罪 己

诏”自我检讨。宋朝思想家

朱熹就曾将敬畏上天和皇帝

修身自持相结合，并提倡以

祭祀和祈祷的形式来减轻上

天的惩罚。还有人认为地震

是阴阳失衡所致，预示着朝

代灭亡。其实古人的看法也

不是毫无根据，因为地震本

身，以及地震引发的瘟疫、水

灾、海啸等灾害，的确给国家

和百姓造成巨大损失。流民

四散，民不聊生，就容易出现

盗贼和起义军，也会动摇统

治根基。所以古人的封建迷

信行为是有原因的。

在古代，有人尝试通过观

察行星运行和海水汹涌变化

来预测地震。东汉科学家张

衡发明了地动仪，用来测量发

生地震的方向。就目前的科

学技术而言，地震仍是不可被

精准预测的，防灾救灾仍是重

点关注的问题。尽管古人的

认识多停留在“天人感应”等

学说中，但当时政府十分重视

救灾工作，救灾措施相对完

善。《史记》中有记载，有位地

方官员擅自开仓放粮，赈济平

民，他没有获罪，反而升迁。

政府还会减免当年的徭役和

赋税，在刑罚方面也适当放

宽，实施大赦、缓刑，鼓励犯人

缴纳财物减免刑罚。同时对

隐瞒灾情、克扣救灾物资等行

为进行严厉惩罚。由此可见

政府支持地方积极救灾，重视

民生。唐代甚至有一套完整

的上报灾情、中央检灾、地方

救灾制度。发展至清朝，相应

救灾制度几乎成为一个环环

相扣的紧密系统，能够涵盖救

灾的各个方面。

我们对于一件事物的认

知需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

下，尽管由于生产力的局限，

古人对地震的看法存在很多

不科学之处，但这些古老的认

识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人类是如

此渺小。所以无论古今，我们

想走得更高更远，都要做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守护好我们

共同的家园。

相关链接
地震仪的前世今生

世界第一台地动仪

公元 132 年，中国

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用

于地震观测的地动仪。

公元 138 年，设置在洛

阳的地动仪检测到一次

发生在甘肃省内的地

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用地震仪器检测到

地震。

具有复杂机械系统
的地震仪

1855年意大利科学

家卢伊吉·帕尔米里发

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

复杂机械系统的地震

仪。

第一台精确地震仪

1880年英国地理学

家约翰·米尔恩发明了

第一台精确的地震仪，

它能够随时间变化记录

地震动。1889 年，其安

置在德国波茨坦的现代

地震仪记录到了发生在

日本的一次地震，获得

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地

震图。

中国第一个
地震观测台

1930 年，我国老一

辈地震学家李善邦建起

了中国第一个地震观测

台——北京鹫峰地震台

并开展地震观测，先后

研制出现代 1（霓）式地

震仪，51式系列地震仪。

1949 年，几个多震

省份都设立了区域地震

观测网，所用仪器为模

拟地震仪。

模拟地震仪是以模

拟量记录地震的地震

仪，通过笔绘记录（烟

熏、墨水）、照相机记录、

磁带记录等方式，将微

小的地面运动进行放

大，再以波形的形式记

录在纸上。

数字地震仪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 ，数 字 化 地 震 记 录

逐 步 发 展 起 来 ，现 如

今我国普遍使用的是

数字地震仪。它是由

数据采集器将地震计

输出的模拟信号放大、

滤波后转换为数字信

号，再以数字形式进行

记录的地震仪。

相比模拟地震仪，

数字地震仪极大提高了

地震波形的记录质量，

它所具有的宽频带、大

动态、高分辨、低失真的

技术特点，使其能够不

失真地完整记录微小地

震、中强地震和远处强

震，为深入开展震源、地

球内部构造、岩石圈等

基础研究工作提供优质

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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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时

1.如果住楼房，发生地

震时最安全有效的办法是

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

最小的房间，如厕所、厨房

等，也可以躲在桌、柜等家

具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

角，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2. 如果学生在上课时

发生了地震，不要在教室内

乱跑或争抢外出，靠近门的

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其

他同学可以尽快躲到桌子

下，用包护住头部，靠墙的

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

头部。

3.如果在公共场所发

生 地 震 ，不 能 惊 慌 乱 跑 ，

可 以 随 机 应 变 躲 到 就 近

比 较 安 全 的 地 方 ，如 桌 、

柜下等。

4.如果正在街上，绝对

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

不要在高楼下、广告牌下、

狭窄的胡同、桥头等危险地

方停留。

5. 如果地震后被埋在

建筑物中，应先设法清除

压在身上的物体，用毛巾、

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

窒息，要注意保存体力、设

法找到食品和水，创造生

存条件，等待救援。

家庭防火不容忽视

1.尽量使用不燃、难燃

或阻燃材料进行房屋装修。

2.不要卧床吸烟，不要

乱扔烟头、火柴，不要在家

中燃烧纸张、照片等物品；

点燃的蜡烛、蚊香要放在专

用架台上，不能靠近窗帘、

蚊帐等可燃物品。

3.白酒、纸张、摩丝、可

燃织物等易燃易爆物品应

与火源保持相应的安全距

离。

4. 要选择安全可靠的

电源开关和插座；不要私自

乱接电线，不要随意拆卸和

私自检修电器设备。要正

确、合理使用家用电器，防

止超负荷用电，熨烫衣物时

不要去接电话或做其他家

务，离开时必须切断电源。

5.使用煤气时，应先打

开阀门，再点火打开灶具开

关，液化石油气要直立摆

放，远离明火，不得私自灌

装液化气，严禁烧烤器瓶，

发现煤气漏气要开窗通风，

不能使用电器开关，更不能

使用明火检查，可以用肥皂

水查找漏气点。

6.不要玩火，摆弄煤气

灶具等危险物品。

7.出门前，应检查煤气

开关是否已经关闭，并切断

相关电源。

8.居家应配备轻便的灭

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正确拨打报警电话

常 用 报 警 电 话 有 匪

警-110、火警-119、急救电

话-120、道路交通事故报

警-122、水上求救专用电

话-12395

1.如何正确拨打120急

救电话？当电话拨通后，应

配合调度员清晰回答：第

一、患者情况，包括姓名、性

别、年龄、病情。第二、约定

好接车地点并派人接车，呼

救电话保证畅通。第三、为

陌生人拨打急救电话时，要

留守在患者身边，便于及时

联络。

2. 如 何 正 确 拨 打 119

火警电话？第一，准确报

出失火的地址，如说不清

楚时，要说出周围明显的

建 筑 物 或 道 路 标 志 。 第

二，简要说明什么原因引

起的火灾及火灾范围，以

便消防人员及时采取相应

的灭火措施。第三，不要

急于挂电话，要冷静、完整

回答接警人员的提问。第

四、电话挂断后，应派人在

路口接迎消防车。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2008年 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

生8.0级特大地震，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国家设立“防灾减灾日”，能使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也让防灾减

灾知识得到更广泛地普及。

古人看地震
北京一零一中学历史教师 关茹

防灾减灾小贴士
姜思瑶

（姜思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