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 防震减灾
的手抄报内容(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篇一

防震减灾是我每一个都不得不重视的安全,在此，小编为你提
供防震减灾手抄报图片、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防震减灾科
普知识、防震减灾手抄报资料等，仅供大家参考学习。

防震减灾的手抄报1

防震减灾的手抄报2

防震减灾的手抄报3

根据调查，全国发生过许多发生大地震，如1514年云南大理
大地震年辽宁海城大地震年海南琼州大地震年四川康定南地
地震年唐山大地震……如此多灾害，损伤惨重，特别是唐山
大地震，有20多万人死亡和受伤。可见，地震是多么可怕呀!

其实地震发生前，是有预兆的。我国地震区群众根据地震前
动物异常反应就编写了预报地震的`歌谣：

震前动物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

牛羊骡马不进圈，猪不吃食狗乱咬。



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树上高声叫。

冰天雪地蛇出洞，大猫衔着小猫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朝水面乱跳跃。

蜜蜂群迁闹轰轰，鸽子惊飞不回巢。

家家户户都观察，综合异常作预报.

其实地震发生了并不是就必死无疑，其实，还有很多自救的
方法，户外的场合，要避开高大建筑物等危险之处，护住头，
迅速跑到空旷场地蹲下，当大地剧烈摇晃，站立不稳的时候，
人们都会有扶靠、抓住什么的心理，身边的门柱、墙壁大多
会成为扶靠的对象，但是，这些看上去挺结实牢固的东西，
实际上却是危险的，务必不要靠近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等躲
避，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
下来砸伤人，因此，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

一位亲身经历过1920年海原8.5级大地震的老人，曾向人们详
细介绍了“伏而待定”的具体方法：“在屋内感觉地震时，
要迅速趴在炕沿下，脸朝下，头靠山墙，两只胳膊在胸前相
交，右手正握左臂，正手反握右臂，鼻梁上方凹部枕在臂上，
闭上眼睛、嘴，用鼻子呼吸”

有些灾害都是人类自己砍伐树木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所
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到小心用火，不乱丢烟头;节约用水，
珍惜每一滴水;保护森林，种植树木，保护水土;要多用取之
不尽的太阳能;多学习一些防震防灾方面的知识，树立防范意
识。

灾难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人们增强防范意识，就能减少灾害
带来的损失，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预防灾害的发生，使我
们的明天更加光明灿烂。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篇二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12秒钟，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千万不要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迅速作
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
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
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
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遇到地震，最忌慌
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
有序地撤离。教师等现场工作人员必须冷静地指挥人们就地
避震，决不可带头乱跑。

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
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
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
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
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篇三

人人都要有防震减灾意识，要注意身边每一个可能成为安全
隐患的细微之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防震减灾手抄报
模板内容 简单，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一、地震前单位应做好哪些准备?

地震前对单位来说，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地震应急
措施，并普查房屋的抗震性能，拆除危房和危险建筑，维修
加固抗震性能差的房屋，检查加固重要部门和容易产生次生



灾害的工程及设施，建立一个详尽的疏散计划。

二、家庭如何做好室内防震准备?

对家庭来说，应事先确定好地震时在家中躲避的地方、撤离
路线、外出避震地点和联络方法。住在高层楼房的人要熟悉
安全通道、安全门以及楼梯状况，随时做好脱险准备。地震
时千万不能乘坐电梯。

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固定高大家具，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要重在下、
轻在上。在高的家具上方不要堆放笨重物品。

2、将灯具、挂钟等悬挂物取下或系牢，防止掉下伤人。

3、清理杂物，使门口、庭院通道畅通，震时便于人员逃离。

4、将床放在内墙(承重墙)附近，要远离屋梁和悬挂的灯具。

5、组织开展家庭一分钟紧急避险、撤离与疏散演练活动。

6、为能渡过震后初期的生活难关，准备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日
用品，并准备好随身携带的防震应急包，配齐应急物品(如药
物、食品、饮料、电筒、口罩等)，把它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
地方，以便地震发生时能够随身携带。

7、家庭每个成员的衣袋里最好装上一个小小的急救卡片，注
明姓名、住址、单位、电话、血型、联系人等各项内容，便
于他人营救时参考。

三、地震时在户外如何紧急避险?

地震发生时如果正在户外，应马上离开狭窄的街巷、高大建
筑物、电线杆、变压器、高大烟囱等危险地带，并用身边的



物品或手护住头部，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趴下，以防摔倒。
待地震过后朝比较开阔的地方转移到安全地带和疏散区去，
以防震坏但尚未倒塌的建筑物在余震时倒塌伤人或高空坠物
伤人。

正在野外的人，要迅速离开河边、水坝或桥梁，防止地震时
河岸坍塌、堤坝跨塌要避开山脚、陡崖，以防山崩、滚石、
滑坡、泥石流等，如遇山崩、滑坡，要迅速向滚石两侧躲避，
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能到桥下、隧道里避震，以
免塌方造成伤亡。

正在行驶的火车、汽车要紧急减速停车防止倾倒，坐在车上
的乘客应抓牢扶手或坐椅，以免摔倒或碰伤，并注意防止行
李从行李架上掉下伤人。面朝行车方向的人，要将胳膊靠在
前坐席的椅垫上，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背朝行车方
向的人，要两手护住后脑部，并抬膝护腹，紧缩身体，做好
防御姿势。如果车正在桥上，应尽快离开。

四、学校如何防震避震?

大量震例表明，地震中学校最容易遭受灾难。要做好学校的
防震准备，首先搞好防震减灾知识的学习和宣传，开办地震
知识讲座、组织师生观看有关防震的影视和录象，安排好学
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第二，在老师带领下进行防震练
习，例如室内“一分钟紧急避险”、震后撤离教室的练习、
自救互救练习等。

地震时教师要保持镇静，指挥学生采取正确的避震措施。正
在上课的学生，应双手抱头迅速躲在课桌下、讲台旁边;在教
学楼内的学生，可以到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房间里暂避。
在操场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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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可让学生到处乱跑或蜂拥挤向楼梯，切忌跳楼，以免造



成非震伤亡。震后应在教师指挥下有秩序地撤离。

五、公共场所如何避震?

在大型商场、宾馆、酒店等公共场所遇到地震时，千万不要
慌乱而到处乱跑、乱挤、拥向出口，要保持镇静，就地择物
躲藏。应尽量避开商品陈列橱柜、避开高大不稳或摆放重物
和易碎品的货架，躲在近处的柱子、大件商品旁边或桌椅下
面，然后曲身蹲下，用手或其他物品保护好头部。待地震过
后有秩序地沿安全通道撤离。

在影剧院、体育馆内遇到地震，千万不要蜂拥向门外跑，否
则会因互相踩踏而造成严重伤亡。应迅速躲在座椅旁，待地
震过后有秩序地沿安全出口撤离。

地震

遇地震，先躲避

桌子床下找空隙

靠在墙角曲身体

抓住机会逃出去

远离所有建筑物

余震蹲在开阔地

火灾

火灾起，怕烟熏

鼻口捂住湿毛巾



身上起火地上滚

不乘电梯往下奔

阳台滑下捆绳索

盲目跳楼会伤身

洪水

洪水猛，高处行

土房顶上待不成

睡床桌子扎木筏

大树能拴救命绳

准备食物手电筒

穿暖衣服度险情

台风

台风来，听预报

加固堤坝通水道

煤气电路检修好

临时建筑整牢靠

船进港口深抛锚

减少出行看信号



泥石流

下暴雨，泥石流

危险处地是下游

逃离别顺沟底走

横向快爬上山头

野外宿营不选沟

进山一定看气候

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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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雪

暴雪天，人慢跑

背着风向别停脚

身体冻僵无知觉



千万不能用火烤

冰雪搓洗血循环

慢慢温暖才见好

龙卷风

龙卷风，强风暴

一旦袭来进地窖

室内躲避离门窗

电源水源全关掉

室外趴在低洼地

汽车里面不可靠

逃生原则1：“蹲下、掩护、抓牢”

无数次地震救援案例表明，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
最为强烈时，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
及某些物品，这些举动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死、砸伤的几率。

因此，国际通行的地震逃生原则“蹲下、掩护、抓牢”，至
少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

逃生原则2：最佳路线“停—跑—停”

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袭来，先是纵波上下动，后
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持续一两分钟，之后便
会有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



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思考，不晃的时
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
藏身的安全之处。

总之，逃离的最佳路线便是“停—跑—停”，直至从屋内转
移到屋外，从不安全的地带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逃生原则3：次生灾害要避开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篇四

在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面前，生命是柔弱的，我们要学习防
震减灾知识，安全从自身做起!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防震
减灾为题手抄报文字内容，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科学避震

地震发生时应沉着应震，立即采取行动避震。假如你的行为
镇定自若，就会获得安全，躲过灾难，否则，就会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只要掌握一定的避震知识，事先有了一定准备，震时又能利
用预警现象，抓住预警时机，选择正确的避震方式和避震空
间，就有生存的希望。

震时是跑还是躲?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
办法。这是因为震时预警现象很短，由于剧烈地动，人们行
动往往无法自主;如果是在楼里，跑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
若住在平房，发现预警现象较早，则应力争跑出室外到开阔、
安全的地方避震。所谓就近避震，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
对策。



躲在什么地方避震?

室内应寻找“救命三角”，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
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小、有支撑的地方;室
外应选择远离建筑物，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

泥石流是山地沟谷中由洪水引发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
流，泥石流来势凶猛，而且经常与山体崩塌相伴随，对农作
物和道路桥梁、房屋等建筑物破坏性极大。

应急措施：

(1)如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
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听到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
闷雷声，可确定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2)不要留恋财物，迅速撤离危险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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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要躲避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下方。

(5)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该向与泥石流方向
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洪水是指由于暴雨或者水库溃坝等引起江河水量迅猛增加及
水位急剧上涨的自然现象。

应急措施：

(1)留意天气预报，提高警惕，在洪水到来前撤离。

(2)若来不及撤离，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
地转移，或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地暂避。



(3)如暂避地已不安全，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箱子、
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在水上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已被
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

(4)逃生时要向行洪道两侧快速躲避。千万不可攀爬带电的电
线杆、铁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
定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

(5)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防汛部门取得联系，报
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用手电筒、哨子、旗帜、鲜艳的床单、
衣服等工具发出求救信号。

(6)洪水过后往往伴随疫情发生，应注意做好防疫工作。

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清楚篇五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经
典的手抄报吧，手抄报版面编排和美化设计也要围绕着主题，
根据主题和文章内容决定形式的严肃与活泼，做到形式与内
容的统一。那什么样的手抄报才是大家都称赞的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防震减灾手抄报的内容，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是
我们无法避免的。

听外婆说：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
时，恰逢半夜，人们在睡梦中惊醒，只听山崩地裂，房屋倒
塌，到处是断壁残垣、哭声、呻吟声和呼救声掺和在一起，
在夜空里显得特别凄厉。事后，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次地震
共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三万多人受伤，二万多头大牲畜死
亡，三十多万房屋倒塌，被称为20世纪云南地震之最。我外



婆的妈妈也在地震中被倒塌的梁柱砸中后背，经过抢救，虽
然保住了老命，但却从此落下了病根，成了一个“驼背”的
残疾人。沉痛的瞬间，心痛的数字，死去的乡亲、受伤的肢
体，久久萦绕在我心中……。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普
及防震减灾知识，所以每遇到自然灾害，损失总是很惨重。
如今，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很幸福，但我们也要做好防
震减灾的准备，为此，学校组织了很多活动，让我们学习防
震减灾的知识，比如请消防大队的叔叔给我们讲解发生火灾
的逃生细节；请交警叔叔给我们讲解交通法规，让我们文明
出行，安全回家；请地震局叔叔给我们讲解防震减灾的知识，
学会在地震时如何自救，减少伤亡，做到有备无患。

就拿地震来说吧，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和掌握许多防震避险
的方法。比如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发生地震，那一定不要惊
慌失措，不要往教室外头跑，要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
桌下，待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向教室外面转移；如
果在操场室外时，应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
开高大建筑物；如果在家里发生地震了，首先应尽快伏在床
下，桌下和小跨间如卫生间、厨房等安全角落，待震后迅速
撤离，千万不能跳*和乘电梯。

总之，我们要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只要我们平时掌握了基本
的自救常识，就能在灾难来临时，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自然
灾害的突如其来，无法阻挡，但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勇气、
有准备，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防震减灾，众志成城，一切困难、灾难，都将被我们踩在脚
下。

“灾难”，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啊！生命，在这场突然的浩劫
面前显得如此地渺小，如此地不堪一击，就算是全力地反抗
和斗争，能唤回几许年轻的生命，又能否使倒下的生命重新



站起？人类在自然灾害前是多么的渺小，地震、海啸、洪水、
火灾……各种各样的灾难频频发生，就在灾难来临的那一刹
那，顿时，乌云密布，就在那接下来的一刹那，美丽的一切
都变得不堪一击。只是短短的几分钟，曾经繁华的城市刹那
间化为一片废墟，曾经的美好家园瞬间变为死亡的坟墓，曾
经的欢歌笑语、和平安宁顷刻间荡然无存。到处人心惶惶，
新闻里反复的报道死亡人数以及失踪人数……既然，我们不
能控制自然灾害，那我们就应该从本身做起！

曾经的世界多么美好，可惜的就是，那些美好都只属于曾
经……现在，环境因人类的作为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变得不
堪一击，于是，大自然开始报复人类，这是我们破坏环境后
的代价！值得吗？回答：不值得！

呵，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一点，我相信，世界一定会恢
复曾经的容貌！

让我们记住这个口号：关爱生命，防灾减灾！

那伤痛挥之不去…

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正当人们都在睡梦中时，河北省唐山
市发生了里氏7.8级的地震，造成人死亡！那场地震中毗邻唐
山的宁河县、汉沽区受灾最为严重，总体房屋破损达到60%，
全市死亡人数达余人，仅中心城区和塘沽区就有4000多人因
灾死亡。

2008年5月12日，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令多少人悲
痛欲绝的日子啊！汶川大地震，它带走了多少生命，拆散了
多少家庭？多少个孩子要因此成为孤儿，多少人要因此孤单
一生。

在地震中，有多少英雄为了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啊！



废墟中，龙居小学女教师向倩一手搂住一个学生，把他们紧
紧地拥在自己身下，就像母亲护卫着自己的孩子。她的身体
已经断为三段，人们却怎么也无法掰开她那紧紧搂住学生的
双手！在场所参与救助的人员均被向倩老师这种舍身就义、
保护学生的英雄之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自发朝向倩老师鞠躬
致敬。

袁文婷，一个普普通通女孩的名字，如果不是这场灾难，没
有多少人知道她是谁，一位来自于汶川震灾地区什邡市师古
镇民主中心小学一年级的一位教师。

汶川震灾发生时，袁文婷所在的民主中心小学的校舍也遭遇
了严重的破坏，灾难发生时，教室里的很多孩子都吓得呆坐
着，不知所措。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孩子们的伤亡，袁文婷
一次又一次冲进教室，用她柔弱的双手抱出了一个又一个孩
子。当她最后一次冲进去后，三层的教学楼轰然倒塌……媒
体用这样的语言美丽地记录了袁文婷最后的时光——“青春
定格在26岁”。

面对如此巨大的天灾，袁文婷老师能够如此镇定，救护孩子，
不亚于那些战场上堵枪眼、炸碉堡的英雄，袁文婷老师完全
可以作为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楷模。

灾难，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使它伤害的人减少。

地震来临时，千万不能惊慌。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
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12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千万不要
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迅速作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
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千万
不要跳*，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
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
余震。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防震减灾吧。我相信，不久后，



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