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B。发生森林火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可燃物（包括树木、草灌等
植物）是发生森林火灾的物资基础，火险天气是发生火灾的重要条件，火
源是发生森林火灾的主导因素。

2.B。在山上遭遇森林火灾，切不可盲目逃生，一旦顺风而逃，极易
被火灾追上并围堵住；不要往山顶方向逃生，随着烟气上升，山火向山顶
方向扩展会较快；应沿着逆风方向，向下逃生。

3.A。全国统一的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是：12119。发现森林草原
火灾后及时报警，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
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市、乡、
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
份、联系方式等信息。

4.D。据《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根据森林草原火险指标、火
行为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
等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具体分级标准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

5.A。现行《森林防火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扑救森林火灾应当以
专业火灾扑救队伍为主要力量；组织群众扑救队伍扑救森林火灾的，不
得动员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
员参加。

6.A。现行《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森林防火期内，预报有
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
高火险区，规定森林高火险期。

7.C。现行《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森林、
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其经
营范围的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安全宣传。进入森林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
辆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

8.A。遇到森林火灾时，首先要快速转移避险，迅速离开危险区域，
利用最快捷的路径转移至没有植被、植被稀少的空旷地带，或河流、湖
泊、沼泽附近。

9.A。据统计，近十年已查明火因的森林草原火灾中，人为原因引发的
占97%以上。因此，严防森林火灾发生，最需要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

10.A。现行《森林防火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铁路的经营单位应当负
责本单位所属林地的防火工作，并配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做好铁路
沿线森林火灾危险地段的防火工作。电力、电信线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
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应当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开设防火隔离带，并组
织人员进行巡护。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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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这些这些森林防火森林防火和避险知识和避险知识，，你都知道吗你都知道吗？？

1.（单选题）森林火灾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森林
可燃物、火险天气和_____。
A.木材
B.火源
C.枯叶
D.杂草

2.（单选题）在山上遭遇森林火灾，转移避险时，一定要
先判断风向，_____。
A.顺风逃生
B.逆风逃生
C.盲目逃生

3.（单选题）下列哪一个是森林火灾的报警电话？
A.12119
B.96119
C.12350
D.12315

4.（单选题）森林火险预警级别最高等级为_____。
A.黄色
B.蓝色
C.橙色
D.红色

5.（单选题）扑救森林火灾时，不得动员残疾人、孕妇和
_____。
A.儿童
B.青年
C.军人
D.干部

6.（单选题）森林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

火险天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高火
险区，规定森林高火险期。
A.正确
B.错误

7.（单选题）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
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其经营范围
的人员进行_____。
A.违禁物品搜身检查
B.森林火灾扑救演练
C.森林防火安全宣传
D.劝阻说服尽快离开

8.（单选题）火场自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点火解围、强行
顶风冲越火线、卧倒避烟、_____等。
A.快速转移
B.继续扑救
C.原地不动
D.呼叫

9.（单选题）加强对____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
有效的办法。
A.人为火源
B.进山人员
C.自然隐患

10.（单选题）现行《森林防火条例》规定，电力、电信线路
和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应当在森林火
灾危险地段____，并组织人员进行巡护。
A.开设防火隔离带
B.设置防火瞭望台
C.设置防火警示牌
D.悬挂防火标语横幅

本报讯 今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
层防灾避险能力”；5月 11日—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上一期，我们测试了“暴雨及内涝灾害防范”以及

“山洪及泥石流防范”的试题，你回答得怎么样？本期，让我们一起学习森林防火和避险知识！

解析

提升防灾避险技能 这份大礼包请收下！
山体滑坡 如何逃生

1. 沉着冷静勿慌乱，向垂直
于滚石前进的方向或滑坡方向的
两侧逃离，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
地带。

2.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
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

3.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
意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将避灾场
地选择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

4. 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
家。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
可能会遭到二次滑坡的侵害。

5. 立即将灾害发生的情况报
告相关政府部门或单位，及时报告
对减轻灾害损失非常重要。

电动自行车，这些要注意

1. 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
动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车、

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
风险。

2. 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走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
或者为电动车充电。一旦起火，会
阻断逃生通道，易造成人员伤亡。
更不能把电池带回家充电。

3.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
等情况，易酿成火灾。

4.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
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
火灾。

5.电动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
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车起火后火烧
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

6.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
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
火灾。尽量在白天充电，充满后及
时断电。

7.电动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
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
等事故。

（区应急管理局）

汛期来了 这些要记牢

面对暴雨
1.尽量不要外出，及时掌握天气

情况，不要去山区沟谷旅游，不在河
流、低洼地逗留。

2.不要在不牢固的围墙、老旧建
筑旁躲雨。

3.不要贸然涉水前行，注意绕开
路面漩涡、突泉。

4.汽车在积水中熄火时，不要再
启动，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面对洪水
1.不要游泳逃生，寻找门板、塑

料盆等漂浮物。
2. 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

铁塔。
3.不要在洪水中行走或驾车。
4.不要进入下水道、立交桥、隧

道、地铁、河床、水库等。
5. 如果房间进水，不要靠近电

器，立即关闭总电源。

面对雷电
1.不要接触电线、铁丝网、金属门窗等

带电设备或金属装置。
2.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不要进入

孤立的棚屋、岗亭等。
3.不要进行水上运动。
4.不要躲在树下，不要触摸大树树干。
5.不要敞开门窗，要远离阳台。

遭遇大风 你该这么办

防范措施
1.加固易落物品、妥善安置车辆等个

人财物。
2.远离大树、铁塔及广告牌等易倒物。
3.尽量减少外出，若必须外出应避免

骑自行车。

注意事项
1.禁止吊装等作业。
2.禁止户外使用明火。
3.禁止帐篷野营。
4.禁止水上活动。

本报讯 地震、洪涝、台风……遇到
灾害及时自救、互救非常重要；燃气、消
防、电动车……这些都和老百姓的生命
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预防灾害事故、提
高安全防范技能，这份科普大礼包助你
一臂之力。

四个动作 地震来临需记牢

1.剧烈地震时，应立即就近躲避，
寻找坚固家具或墙壁作掩护，降低被掉
落物砸伤的风险。

2.若找到相对安全的角落，例如桌
子下面，一定要抓住桌腿或其他坚固的
物体，避免因为移动而造成二次伤害。

3.向空旷地带逃生时，可以使用书
本、背包等作为遮挡物保护头部、后颈
等重要部位；需要注意的是单手遮挡
可以更好地保持身体平衡，避免摔倒
或受伤。

4.从人员密集场所撤离时，千万不
要慌乱奔跑，尽量小步快走，防止引发
混乱，造成踩踏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