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址：陇南市行政中心C1大楼（广电大厦） 邮政编码：746000 联系电话：0939-5910998（传真） 广告热线：0939-8213340 副刊部信箱：lnrbsfk@163.com 印刷：天水新华印刷厂 本版编辑 赵芸 校审 李苍军 美编 杨红艳 ●●●●

04副刊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夏至过后，气

温上升，是雷电、

洪汛和干旱的多发

季节，很多地区短

时间内的强降雨或

连续性降雨等恶劣

天气很容易引发洪

涝、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

而高温下的旱情也

会对生产生活及生

态环境造成不良后

果，在汛情、旱情

的多发季节，我们

应 该 提 高 防 灾 意

识 ， 增 强 自 救 能

力，及时了解相关

的应急避险常识，

并采取一定的科学

防范应对措施。

防 汛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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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程度级别划分

一、小旱

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16至30天、夏季16至25
天、秋冬季31至50天。

二、中旱

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31至45天、夏季26至35
天、秋冬季51至70天。

三、大旱

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46至60天、夏季36至45
天、秋冬季71至90天。

四、特大旱

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在61天以上、夏季在46天
以上、秋冬季在91天以上。

抗旱应对措施

一、工程措施

通过兴建水库、塘坝和水窖等蓄水工程可以达到
调节径流、以丰补歉、发展灌溉、增加供水等目的。同
时，还可以建设小型引蓄提水工程，提高旱区供水保障
能力。

二、田间管理措施

及时抢收已成熟的作物，收获后应及时烘干或晾
晒至标准含水量，提倡集中烘干，避免霉变。加强晚稻
田间管理，采取浇灌、滴灌等不同方法及时灌水抗旱，
保持土壤适当含水量，利用滴灌、喷灌、穴贮肥水等节
水技术，最大程度利用有限的灌溉水。

三、人工措施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抓住有利的气象条件，缓解当
前旱情。

四、节水措施

加大节水力度，控制用水，以保障原有的蓄水和降
雨能够支撑度过整个旱期。

五、水源调度措施

相关地区应全面、及时、准确地分析本地旱情发展
态势，因地制宜地开展抗旱。针对水源情况，优化水源
调度方案，分类提出供水保障对象、调度原则、调水路
线、保障措施等内容，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用水的
基础上，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不同地区的旱情情况和应对措施可能有所不同，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农业防御干旱措施

1.种植耐旱作物，如谷子、豆类、胡麻等。
2.修建水平梯田、条田，可比坡耕地蓄水量增加五

成以上。
3.早伏耕，伏耕闭口或雨后耙耱，以增加土壤贮

水量。
4.采取滴灌、喷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5.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临界期，灌关键水。如小

麦是孕穗到抽穗期，玉米是“大喇叭口”期到乳熟期，高
粱和谷子是孕穗到灌浆期，马铃薯是开花到块茎形
成期。

6.用地膜、秸秆或砾石覆盖，可以减少土壤水分
消耗。

7.将保水剂掺入土壤，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8.用黄腐酸等抗旱剂拌种或对叶片喷施，减少水

分蒸腾，抗旱增产效果明显。
9.麦收后尽早深耕、翻耕灭茬，及时耙耱，增加土

壤蓄水保墒能力。
10.在降水特少、干旱严重年份，可采取等雨来了

再耕的方法，实现耕播一次完成。
11.利用道路、场院、屋面等天然集流场，配套修建

蓄水窖。
12.在山、川、塬利用集流槽，实行涝池与泥窖

配套。
13.渠、井、窖结合，在机井周围、渠道沿线兴建蓄

水窖，既可贮备水源，又可扩大灌溉。
（文字据《甘肃日报》，图片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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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汛 抗 旱 安 全 知 识

第二十八期

汛期主要自然灾害

一、山体滑坡

山体滑坡是指山体坡面发生的大规模滑
坡或滑坡的集合体。在汛期，降雨量大，地下
水位上升，山体容易发生松动，导致山体滑
坡。山体滑坡给周边居民和交通带来了很大
的危害。

二、泥石流

泥石流是指由于降雨等因素导致的山体
泥石松动而形成的滑坡或泥石流现象。

泥石流的威力极大，不仅会对周边居民
造成生命危险，还会对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
造成很大的破坏。

三、洪水

洪水是指由于暴雨等原因导致的水体暴
涨现象。在汛期，由于降雨量大，水体容易暴
涨，从而引发洪水。洪水不仅对人们的生命
造成威胁，还会对房屋、农田等基础设施造成
破坏。

四、城市内涝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
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
的现象。造成内涝的客观原因是降雨强度
大，范围集中。降雨特别急的地方可能形成
积水，降雨强度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也有可能
形成积水。

应急避险常识

一、洪灾应对措施

1.突然遭受洪水袭击时，要沉着冷静，并
以最快速度安全转移，要先人员后财产，先老
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切不可抱有侥幸
心理。

2.被洪水围困时，有通讯条件的，可利用
通讯工具寻求救援，无通讯工具的想办法向
外界发出求救信号，同时可以寻找体积较大
的漂浮物等，主动采取自救措施。

3.当住宅遭受洪水围困时，应迅速安排家
人向房顶转移，并想办法发出求救信号。

4.洪水过后往往伴随疫情发生，应注意洪
灾过后的防疫工作。

二、暴雨应对措施

1.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
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
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不要将垃圾、杂物等丢入下水道，以防
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
离地１米以上的安全地方。一旦室外积水漫
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

4.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
窨井或坑、洞中。

5.河道是城市中重要的排水通道，不能随
意倾倒垃圾及废弃物，以防淤塞。

三、山洪泥石流应对措施

1.在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
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
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
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山洪泥石流的
准备。

2.在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
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
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

3.在山洪泥石流易发地区的居民，不要留
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危险区。

4.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
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
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

5.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
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山洪泥石流方
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
坡处。

6.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
7.不应上树躲避，因山洪泥石流不同于一

般洪水，其流动中可能冲断树木卷入泥
石流。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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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泥石流的
前进。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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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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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山洪泥石流发生前已经撤出危险区
的人，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

12.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
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四、雷电天气防范措施

1.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铁塔
线杆要离远，打雷家中也防患，关好门窗切电
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2.在家里紧闭且远离金属门窗，和电源插
座保持距离，不要待在阳台上。不触碰水管、
煤气管等金属管线。如果房屋没有防雷装
置，不要使用电脑、电视、电话。

3.在野外不要在树下避雷，不要慌张乱
跑，尽量寻找避雷场所，但是身体不能靠近避
雷装置；不要靠近电力设施、车辆等金属物体
的周围；雷雨天气，人与人之间尽量拉开一定
的距离，不要扎堆，也不要打带金属顶柱的雨
伞；不要游泳，也不要躲进野外空旷地带的棚
户或哨岗亭中；尽量不要骑摩托车狂奔；不要
在空旷地带使用手机、带天线的收音机等通
讯设备。

五、城市内涝防范措施

1.加强排水管网调度运行管理：掌握排水
管网的运行情况，对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
控。重要排水管网运行发生状况时，进行事
故分析，高效协调排水运行单位和排水养护
单位的协同工作。

2.加强城市暴雨内涝应急指挥：及时准确
地获取暴雨内涝时管网运行预警信息，为应
急防汛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依据区域全局的
管网运行数据，合理指挥局部内涝漫水区域
的排水应急工作。

3.加强城市排水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定期
清理排水系统，确保其畅通无阻，以便及时排
放雨水。

山洪泥石流发生预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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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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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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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沟或深谷发出类似火车轰鸣声音或有轻微
的震动感，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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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汛期户外出行“六警惕”

一、警惕涉水

警惕涉水活动，警惕淹溺事故，不要到江
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有警告提示的水域游
泳。尤其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
不能在野外游泳。

二、警惕异常声响

户外出行时刻保持警觉，山区汛期一定
要警惕所有异常的细节，河水、井水的突然上
涨或干涸，山体或地面裂缝，岩体掉落的石
块，沙石声响等都可能是山洪泥石流、山体滑
坡等灾害前兆。

三、警惕雷击

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尽量躲避在
安全的建筑物中，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
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远离广告牌以
及简易建筑物。

四、警惕“慌不择路”

在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
危险时，都应迅速向两侧高处跑。遇到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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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警惕贪恋财物

山体滑坡后切忌立即返回拿取财物，避
免二次滑坡再次造成危害。

六、警惕盲目探险

雨季户外运动项目选择需谨慎，要充分
了解相关风险和安全规定，雨季尽量不要前
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点。切勿
前往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
旅游景区。更不要参加未开发线路探险旅
游，切不可追寻刺激、盲目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