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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中所发

生的异常现象。地球上的自然变异和人类活动诱

发的自然变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当这种变异给

人类社会带来危害时，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汶川大地震给四川特别是灾区各级学校带来了巨

大的损失，灾难面前人的生命显得如此脆弱，如此

不堪一击。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危

害性，反思应对自然灾害时学校应采取的措施，积

极做好应对工作，尽量减少损失。

1 自然灾害的危害
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波及面广、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等特征，易引发次生灾

害和社会秩序混乱。涉及学校较多的自然灾害主要

有：地震、台风、暴雨、洪水，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

地面塌陷、沙尘暴、火灾等。自然灾害有以下危害：

1.1 破坏性强

自然灾害突然性强，暴发力大，防御难度大，引

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严重。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造

成24万余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2005年8月

28日“卡特里娜”飓风，导致新奥尔良等地死亡千余

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

震波及都江堰、北川、青川等地，全长达300公里，造

成44个县（市）受灾。

1.2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每一次的自然

灾害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地

震为例，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地震灾害一旦发生，

伤亡最多的是学生，倒塌最多的是学校建筑。2008

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四川死亡和失踪的人员达9

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亿人民币。

1.3 社会影响大

学校不仅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同时也寄托着千

万个家庭的梦想，学校还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

方。校园中有不少国家的重点科研实验室，实验用

危险化学品较多。突遇大灾的学校是媒体关注的

焦点。“5.12”汶川大地震中死亡的人员牵动着无数

人的心，对社会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此次地震

不仅对四川影响大，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十

分巨大的。

1.4 环境影响大

自然灾害发生后，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同时也会产生许多的次生灾害。地震次生灾害是

由于地质工程结构被破坏而造成的诸如地震火灾、

水灾、海啸、滑坡、泥石流等灾害。“5.12”汶川大地震

就导致大量的山体滑坡，甚至有的山体整体滑移，

形成了104个堰塞湖，新增地质灾害隐患10000处，

其中滑坡占41%，崩塌占28%，泥石流占10%，不稳

定斜坡占20%。

1.5 防疫任务重

自然灾害发生后，往往由于基础设施损毁，造

成垃圾遍地，污水四溢；再加上禽畜尸体腐烂变臭，

极易暴发传染疾病。在救灾工作中，认真搞好卫生

防疫非常重要。搞好食品卫生，派专人对救灾食品

的储存、运输和分发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

2 学校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
2.1 灾害发生前的准备工作

2.1.1 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监测是降低灾害损

失的有效措施。虽然科技人员为自然灾害的预警

做出了不懈努力，各种监测技术不断进步，对台风

等灾害的预警已探索出一些规律，但目前要及时准

确地预报所有的灾害还十分困难。

2.1.2 制定各类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各学校应当制

定具体应急预案，为交通工具和有关场所配备报警

装置和必要的紧急救援设备、设施。注明其使用方

法，并显著标明安全撤离的通道、路线，保证安全通

道、出口的畅通。

2.1.3 加强防灾安全教育。学校应当把防灾、应急知

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必要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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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与互救能力。

2.1.4 定期组织逃生自救演练。根据灾害类型，开展

经常性的应急训练和各种模拟演习，提高在灾害到

来时的逃生和救灾效率。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由于

平时的疏散演习得当，“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校

22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有序的疏散到安全地带，用

时1分36秒，无人伤亡，创造了“5.12”汶川大地震中

的一个奇迹。

2.1.5 建立保障体系。为保障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应

急处置及后期处置工作迅速有效的开展，学校还应

针对救灾抢险工作的需要，在平时做好各项保障措

施的准备，包括治安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水电气保

障、紧急避难场所保障、应急队伍保障等等。学校

应组织专职或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学校保卫处、

校卫队、校医院或门诊部是负责学校应急处置职责

的专职人员，与此同时，还要发动成年的师生员工

组成自愿者救援队伍及后备队伍，参与自然灾害的

应对工作。自愿者队伍应分布至院、系、班、教学

楼、教职工宿舍或学生宿舍的各楼层。

2.2 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处置

自然灾害发生后，学校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判明

灾害性质，区分灾害等级，启动应急预案。

2.2.1 保卫处、校卫队、校医院以及志愿者应急队伍

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

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2.2.2 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组织学生

按照安全撤离标志迅速撤离到紧急避难场所。

2.2.3 迅速控制危险源，并标明危险区域，清理人员，

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加强对住宅区、毒麻药

品室、财务室、教学楼、实验室等重点部位和重要基

础设施的安全保卫，转移重要财产，维护社会治安

秩序，积极预防和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2.2.4 启动应急通迅工具，确保指挥机关通迅畅通。

充分发挥对讲机、广播及车载收音机功能与上级机

关保持联系，及时向师生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

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2.2.5 将人员迅速转移到紧急避难场所，控制或者限

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2.2.6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

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2.2.7 及时了解灾害程度，统一救灾思想，不等不靠，

积极主动开展自救工作。

2.3 灾害发生后的救援工作

前期的应急自救工作，主要是以救人为主，控

制已经发生的次生灾害继续扩大。当黄金救援时

间已过，应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加强对重点场所的

管控工作。

2.3.1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次生灾害是指自然灾害造成工程结构、设施和

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火灾、爆炸、瘟疫、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以及水灾、泥石流和滑坡等。高

校作为教学、科研场所以及人群避险的聚集地，预

防次生灾害尤为重要。因教学科研的需要，多数学

校都存放有危化物品，灾害发生后，要立即检查储

存的危化物品，妥善销毁或转移危化物品，严防剧

毒药品泄漏，放射性等物品的丢失；要及时开展医

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卫生应急工作，对食品、饮

用水、人员密集地卫生状况进行监测，防止瘟疫的

发生；要联系专业技术人员对受损的建筑设施、教

学生活设施以及其他异常现象进行安全监测、评

估，在确认安全之前禁止投入使用；仔细检查水、

电、气设施，严防火灾发生。

2.3.2 加强校园治安防范

加强重点场所的防盗工作，防止泄密和贵重物

品丢失。加强外籍教师及学生的安全管理，防止涉

外事件发生。立即封闭重点区域，指派专人看护重

点部位。调动各种资源，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

请求当地公安机关或救援部队进校，组织学生志愿

者，开展高强度的治安巡查。保障紧急避难场所等

重点部位照明，将学生按班级划分区域临时居住，

指定专职教师负责管理。特别要加强对外来人员

的管理，要强化外来人员集中居住点的管理，加强

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外来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配

合下予以严肃处理。

2.3.3 预防不实信息传播

大灾大难时信息中断，由于极度的紧张及个别

别有用心人的煽动，各种小道消息就像“二次灾

害”，负面作用很大。谣言止于公开，学校应传播正

面信息，及时辟谣。面对师生的疑惑和传言，学校

有关部门应当尊重和保障师生的知情权，尽快发布

权威信息，让师生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按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依法打击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让更

多的人相信政府，相信主流媒体报道。四川汶川地

震发生后短短几天，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网上造谣

类案件5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5人，其中治安拘留

13人，训诫42人。

2.3.4 加强师生心理疏导

灾难会使人产生压力，出现焦虑、压抑以及其

它情绪和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甚

至人的一生。极度灾难造成的心理障碍，会使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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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持续的、不必要的、无法控制的无关事件的

念头，强烈的避免提及事件的愿望和睡眠障碍，社

会意识退缩以及强烈警觉的焦虑障碍。学校必须

组织相关专业的师生和社会专门人员，对全校师生

进行心理疏导，重点帮助受到伤害的学生及心理素

质较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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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natural variation and human impact，natural disasters are rapidly increas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al disaster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natural disasters have strong suddenness，large and wide
destruction，and cause great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presents some schools’
measures to respond to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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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医学物理学》中的教学优势，完善教

学环节，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突出教学重点和

提高教学效果，需要医学物理学教育工作者来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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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elaborate teaching practices of students of clinical specialty in grade 2008
in our college；enumerate achievements of the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Medical Physics；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and raise reflections on these problems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improvement of ou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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