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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的。这种灾难防范体系，已将么做的。这种灾难防范体系，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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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低。美国《时代周刊》到了最低。美国《时代周刊》1111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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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跟地震传播抢时间
11日大地震来袭前数秒，日本多家核电站、多条新

干线列车自动停运，多个地区的电力自动中断……
这一切，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日本气象厅 2007 年

耗巨资设立的“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它是全球首个、
也是目前世界最高效的早期地震预警系统。

这个预警系统的原理是：地震会带来破坏力较小但
传播速度较快的纵波（P波，5~7公里/秒），以及破坏力大
但传播速度较慢的横波（S波，3~4公里/秒）。

日本气象厅在全国 600多个站点设立了测震仪，
通过靠近震中地区的测震仪第一时间监测到纵波，然
后及时评估震级，并立即用比横波速度更快的无线电
波向离震中较远地区发出预警信号。

11日，日本气象厅检测到东北靠近震中地区的纵
波后，与“紧急地震速报系统”联动的电视台、广播台、手
机短信等会立即发出预警信号。

由于地震横波的传播速度也很快，这种地震速报系
统，对越靠近震中的地区越难起到预警作用，也许只能
提前不到一秒或短短数秒。

相反，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比如东京，在11日大地
震袭来前10秒就收到预警信息。

千万别小看这提前预警的短短几秒：民众可以得
到宝贵的逃生时间；如果预警的震级到了设定级别，日
本核电站会自动停机，新干线列车会自动断电，居民家
里的燃气或自来水等能自动切断……大大减少了地震
次生灾害。

海啸：撤离速度是问题
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给日本带来巨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海啸主要是由海底地震引发，但海底地震不一定引

发大海啸。
专家说，从某种角度看，地震难预报，海啸就更难预

报。海啸掀起的惊涛骇浪高度可达 10多米甚至数十
米，犹如一堵“水墙”。这种水墙能量大、时速可达数百
公里、波及范围广（可达数千公里），杀伤力巨大。

类似早期地震预警系统的原理，海啸预警可以在地
震后发出，但一般对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有用。

这是因为，紧急疏散和撤离海啸波及的沿海岸地
区，是防范海啸的有效办法，但距离震中太近海岸的人
和船只等，往往在海啸预警信号发出后，没有足够时间
撤离，或考虑到疏散成本没有撤离。

日本在全国设有180个海啸观察站点，此次地震时发
出预警信号，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都发布了
海啸警报。

位于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是
目前全球唯一的多国海啸预警系统。

它 1965年成立，包括中国等环绕太平洋的 26个国
家都参与其中。

建筑：跟地震破坏拼韧劲
日本此次地震的威力是去年初海地地震的700倍左右。海地强震导致超过20万人丧生，而

截至12日傍晚，日本确认遇难者人数在千人左右，且目前的伤亡很多是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
伤亡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诸多建筑物经受住了世纪大地震，依然坚挺。而这一成果

背后是日本人血泪史筑成的。
1923年，关东大地震让日本明白震后次生灾害是大火，之后提高了房屋的防火防震标准；

1995年阪神大地震，尽管当时日本很多建筑物采用了厚钢，但还是被地震波水平切断，这刺激
日本改进建筑结构、改变以往强梁弱柱的错误设计。

日本1995年颁布了建筑防震标准——《建筑基准法》，它规定高层建筑必须抵御7级以上
地震。

一个建筑工程要获得开工许可，除了设计、施工图纸等文件外，还必须提交建筑抗震报告
书。

抗震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地震的不同强度，计算不同的建筑结构在地震中的受力
大小，进而确定建筑的梁柱位置、承重以及施工中钢筋、混凝土的规格和配比。

在高层建筑中，日本常采取“地基地震隔绝”技术：在建筑物底部安装橡胶弹性垫或摩擦滑
动承重座等抗震缓冲装置。

日本国土交通省说，日本建筑在大于5.5小于6.0“震度”（日式震级，跟通用震级不同）的地
震中将基本无损，能避免在6.5~7级地震中坍塌。

2007年，日本还通过一项法规，规定摩天大楼、工厂、发电站、桥梁和火车站必须达到更高
抗震级别，很多建筑物近年来浇注钢筋混凝土加固。

救援：跟地震灾难抢时间
家门口准备一个应急背包，装入瓶装水、压缩或罐头食品、急救包、现金、衣物、收音机、手电

筒和多节新电池……这是多数日本人非常熟悉的防震演练流程。
背包内装的特制蜡烛可用10天，饮用水保存罐可将自来水保存3年，冷冻蔬菜保存3年，把

煮熟的米饭用特殊的方法干燥而成的米饭可保存5年，还有些避难食品可保存25年以上。
日本城市在规划时，就把学校操场、城市广场、城中绿地和公园等都设计成避难所，附近都

会插着醒目的“地震避难所”牌子。各地避难所在网络上也能查到，再加上经常演练，民众对避
难所非常熟悉。

另外，许多日本人定制移动电话地震警报，每名学生的课桌下放着阻燃帽。
此外，日本地方政府各级机构还定期演练快速发布地震预警和疏散命令，为避难所内人员

发放食品和毛毯。日本政府还建议民众随时在床下放一双备用鞋、在室外存一辆自行车；提醒
民众根据自身需要在应急背包内加入备用眼镜、特定药品、纸尿裤或婴儿食品……

频发地震和频繁演练，让日本民众在地震来临时能镇定逃生。11日大地震后，日本民众秩
序井然地疏散、排队打公共电话等，都说明了演练效果和民众素质。

政府：震后4分钟成立救灾司令部
11日地震发生后 4分钟，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成立紧急救灾司令部，以首相办公室为司令

部指挥所，指挥调度协调救灾援助工作。
震后第28分钟，紧急救灾司令部开了首次会议，到11日晚，会议已开了10多次。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每两小时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地震情况。
菅直人11日晚宣布在灾区核电站周围实施紧急状态，随后政府紧急疏散核电站周围数公里

的所有人员，还向东北部灾区派出自卫队参加救援。
此外，菅直人政府还迅速跟反对党联手致力于救灾，并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菅直人政府在这次地震中的反应非常迅速。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怀特说，可靠预警机制、高抗震标准的基

础设施和有效的政府应对能够拯救许多生命。 综合《都市快报》

日本是咋成为灾难防范领头羊的？
大地震来袭前10秒，东京收到预警信息

避难食品可保存25年，高层建筑能抵御7级以上地震

33月月1212日，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一名男子带着孩子站在日，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一名男子带着孩子站在
被地震毁坏的房屋前。被地震毁坏的房屋前。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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