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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自然变幻无常，衍生各种自然灾害。世界各地
曾发生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严重灾难，造成
大量人命伤亡。香港人经常到外地旅游，当遇到
灾害或突发情况时，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未雨绸缪。出发前预早做好准备，了解目
的地的风险，并掌握相关求生技巧和应对措施。
旅游期间，亦须时刻保持警觉，当遇到灾害或紧
急情况时，要把握时机逃生，并在关键时刻保障
自己和同行者的安全。

祝大家旅途愉快，出入平安！

二零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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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择自保安局网页。＊

「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 
若有涉及公共卫生的理由，保安局会按食物及卫生局建议的警戒级别，就受
传染病严重影响的国家／属地发出外游警示，协助巿民更容易掌握可能面对
的健康风险。

有严重威胁
不应前赴

有明显威胁
调整行程

如非必要，避免前赴

有威胁迹象
留意局势
提高警惕

外游警示分为三个级别：
保安局外游警示制度网站「保安一站通」流动应用程式 

1

外游警示制度
设立「外游警示制度」的目的，是协助香港居民更容易了解在前往８８个较
多港人到访的海外国家／属地时可能面对的人身安全风险。当这些国家／属
地出现可能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事故时，保安局会评估风险，当中包括
风险的性质（例如是否针对旅客）、程度及持续性，并考虑是否需发出外游
警示。市民可透过「外游警示制度」网页及「保安一站通」流动应用程式得
到「外游警示制度」覆盖国家最新资料。而该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亦会提供
超链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网页及澳洲、加拿大和英国政府所提供的
旅游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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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b.gov.hk/sc/ota/
https://www.sb.gov.hk/sc/news/mobileapp/


 

＊

＊以上内容择自天文台网页，并已参考该部门意见。

香港天文台世界天气资讯及全球地震资讯
出外旅游前，应先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香港天文台网站及「我的天文台」
流动应用程式载有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及信息；而其全球地震资讯
网，亦提供经天文台分析的全球 5．0 级或以上的地震资讯。

「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 

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

香港天文台世界天气资讯  香港天文台全球地震资讯网

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
在旅程中生病，往往更令人扫兴不已。聪明的旅客
都会在出发前预先寻求保健建议，并在旅程中或回
程后发觉身体不适时，接受适当诊治。卫生署旅游
健康服务网站提供许多有用资料，包括各地的疫症
情报、预防昆虫和其他疾病媒介的保健建议、各种
环境下的安全事项，以及防疫注射意见。

保安局外游警示制度网站

以上内容择自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页，并已参考该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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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b.weather.gov.hk/myobservatory_uc.htm
https://www.travelhealth.gov.hk/scindex.html
https://gb.weather.gov.hk/wxinfo/worldwx/wwi_uc.htm
https://gb.weather.gov.hk/gts/equake/quake-info_uc.htm


 

入境事务处外游小锦囊

入境事务处外游协助网站

协助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服务指南

外游协助

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
香港居民如在境外 ( 包括在内地或其他地区 ) 遇事，
可致电本港入境事务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
２４小时求助热线（电话号码：( ８５２) １８６８）
求助。

外游小锦囊

入境事务处亦为香港居民提供有
关出境旅游的注意事项，以及旅
游时应采取的安全措施，详情可
参阅入境事务处提供的「外游小
锦囊」。

香港居民亦可联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
处、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或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详情请参阅「协助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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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mmd.gov.hk/pdf/OTT_A4.pdf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s/Assistance_Outside_Hong_Kong.html
https://www.immd.gov.hk/pdforms/id938z.pdf


 

以上内容摘自入境事务处网页，并已参考该处意见。＊

外游提示登记服务
前往外地旅游前，香港居民可使用「外游提示登记服
务」，于网上登记联络及外游资料，以便接收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发出的最新外游警示及相关公开资料。

入境事务处外游小锦囊

外游提示登记服务

外交部领事保护与服务资讯

为使中国公民在海外遇事时可及时获得专业的指引和帮助，中国外交部设立
了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并开通了２４小时热线（电话
号码：（８６) １０ １２３０８）。该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把香港
居民的求助个案转介入境事务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跟进。详情请
参阅外交部网页。

中国外交部驻外国使领馆资讯中国外交部 12308 流动应用程式

入境事务处外游协助网站

协助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服务指南

国际求救电话
旅途中如遇上紧急情况，可拨打国际求救电话号码１１２求助。只要流动电
话有电，并且接收到任何流动网络讯号，即使没有插入电话智能 (SIM) 卡，
亦能够免费拨打１１２求助。该电话号码的语音应答系统会将来电转驳至所
在国家的紧急救援电话中心，以便提供即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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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hk/sc/residents/immigration/outsidehk/roti.htm
https://www.fmprc.gov.cn/web/zwjg_674741/zwsg_674743/yz_674745/
https://12308.cs.mfa.gov.cn/shar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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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消防处应急三识

消防处将应急知识分为「识灭火」、「识自救」和
「识逃生」三大范畴，合称「应急三识」，分别指
灭火防火、救人自救以及疏散逃生，并以红黄绿三
种颜色代表，让市民更容易明白。留意下列建议，
掌握「应急三识」，有助加强外游时应对危难或突
发事件的能力。

识灭火：防火、灭火

• 使用符合安全规格并由原厂生产
的 USB 线充电。

• 充电过程中若发现有异常情况，
如充电器过热或电池膨胀，应立
即停止充电。

• 充电过程中不要阻碍散热，并应
将充电器放在远离易燃物品的地
方。

• 充电完毕后，即时拔走插头。

• 选购符合安全规格的万能苏。
• 勿在一个电源插座插上多于一个万能苏。
• 万能苏的插孔如不能抓稳插头的插脚，又或插脚难以插

入，便不应使用。
• 慎防万能苏过载。
• 勿将过多耗电量大的电器接驳至万能苏。

使用万能苏( 适配接头 ）

使用外置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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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fsd.gov.hk/sc/cep_edu/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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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消防处应急三识

• 留心炉火，提防食物烧焦或潽出來。
• 勿在炉具四周堆放杂物，如废纸或其他易燃物品。
• 时刻保持空气流通。
• 煮食期间如有需要外出，紧记先熄灭炉火。
• 勿在厨房以外的其他地方煮食。

• 小心处置烟蒂、打火机及所有火种。
• 在野外生火，应时刻留意炉火，切勿置之不理。
• 离开营地前，熄灭所有火种。
• 勿在帐篷内煮食。

使用万能苏( 适配接头 ）

使用煮食炉具

在郊外行山或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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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灭火筒

拔出安全锁针

1

站在安全距离，对准火源底部

2

左右横向扫射

4

按下操作杆

3

世界各地消防喉辘系统的设计或有
分别，但操作方法大致相同。

• 敲碎火警钟掣的玻璃，以发出
警报和启动消防泵。

• 开尽水管的控制阀。

• 从消防喉辘绞盘拉出喉辘胶喉。

• 站在安全距离，把喉嘴对准火
源，然后将喉嘴开关拨至「开」
的位置。

操作消防喉辘

1

2

4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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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时带备的生命支援包内应备有下列物品： 

识自救：救人、自救

即弃胶手套 - 保护施救者免受感染。

敷料 - 遮盖及保护伤口，帮助止血。

黏贴胶布 - 固定敷料或绷带。 

弹性卷轴绷带 - 固定敷料及减轻肢体肿胀。

創可貼 - 保护轻微伤口。

三角巾 - 固定及承托受伤肢体。

生理盐水 - 清洗眼部或冲洗伤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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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敷料或纱布按压伤口及作
简单包扎。

• 如没有敷料或纱布，可使用
清洁干布／手巾代替。

应
急
三

 「识」

生命支援锦囊

• 除非现场有危险，否则避免 
移动伤者。

• 如必须移动伤者，应先固定 
及承托伤肢。

• 尽快将伤者送院治理。

休息 - 将伤者置于舒适位置，让受伤 
            部位休息。

冷敷 - 冷敷受伤位置。

加压 - 以绷带固定伤处，加压包扎。

抬高 - 抬高受伤部位，有助减少肿胀。

出血

骨折／脱臼

扭伤

9



躺下

滚动

识
自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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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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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停止

• 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伤口，以助降
温和减轻痛楚。

• 切勿刺穿水泡。

• 用敷料或保鲜膜覆盖伤口，减低受
细菌感染的风险。

应
急
三

 「识」

停止：停下来，不要乱动乱跑。

躺下：马上伏在地上，用手掩脸，保护     
       脸部。

滚动：在地上滚动，将火压熄。

烧伤／烫伤

身上衣物着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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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冷静，立即拨打当地紧急求助电话。
• 指示其他人尽快拿取自动心脏除颤器。
• 检查患者呼吸（如患者胸口有明显起伏，代表还有呼吸）。
• 如有呼吸但没有严重受伤，应将患者放置至侧卧姿势。
• 如没有呼吸，应立即施以心肺复苏法和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急救。

• 如确定患者失去知觉，应立即求助及拿取自动心脏
除颤器。

• 如确定患者没有正常呼吸，应立即施以心肺复苏法。
• 如未曾学习或对施行人工呼吸有疑虑，马上施行单

纯胸部按压式心肺复苏法。 
按压位置：胸骨下半部，两边乳头之间 
按压深度：５至６厘米 
按压速度：每秒钟１００- １２０次 ( 约１秒２下 )

• 每次按压之间要确保胸部完全回弹。
• 持续按压，直至救护人员到场。
• 如有其他人在场，应每两分钟换人一次。

 

• 自动心脏除颤器有图像或语音提示
功能。

• 跟着提示即可操作。
• 除颤器分析患者心律及施以电击期

间，切勿触碰患者。
• 电击后尽快恢复施行心肺复苏法。

应
急
三

「识」
不省人事

心肺复苏法

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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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红、干燥及无汗。
• 体温非常高。
• 晕眩或神志不清。

• 苍白冒汗。
• 疲劳虚弱。
• 肌肉抽筋。

高温引致的身体不适

• 将患者移至阴凉处。

• 为患者除下衣物。

• 向患者洒水，为其扇凉降温。

• 密切留意患者的身体反应，以免过度降温。

• 如患者清醒，可给其补充适量水分及盐分。

• 如有需要（例如患者神志不清），尽速将其

送院。

应
急
三

 「识」

处理方法

热衰竭症状 中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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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 申说寒冷难当。

• 皮肤苍白冰冷。

• 颤抖。

• 反应迟钝、清醒程度下降。

处理方法
• 将患者移至室内或遮蔽处。

• 为患者除下湿衣物。• 为患者盖毯保暖。• 如患者清醒，可给予高热能饮品或 
暖水。

• 如有需要（例如患者清醒程度下降） 
，尽速将其送院。

低温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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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 将患者移至温暖处。

• 将患处浸于摄氏３７至４０度的温水约２０至３０

分钟。

• 如患处位于耳鼻，可用温暖的手覆盖，使其回暖。

• 切勿将发热物品（例如化学暖包）直接置于患处上

热敷。

• 切勿摩擦患处。

• 用敷料保护患处，免再受冷或碰伤。

• 尽速将患者送院。

症状
• 患处初时有刺痛感觉，其后逐渐失去

感觉。
• 患处皮肤容易破损，并出现白蜡色或

蓝色斑点。

• 如情况严重，患处会逐渐发黑，组织

坏死。

冻疮

14



一旦发生紧急事故，有可能需要进行疏散。有时，撤离前或许尚有一些时间
准备，可是，大部分情况下，疏散都是即时进行。无论情况为何，预早作好
准备，妥善计划疏散安排，乃非常重要，能确保快速及安全地离开现场。

疏散准备
‧ 查看当地政府的灾害预警系统、疏散指引及避难所安排等。
‧ 查看遇到紧急事故时应收听的电台频道，以掌握当地的最新消息及相关
     资讯。
‧ 查看住宿楼层的紧急疏散路线图。
‧ 参加大型节庆或集会活动前，了解举办机构公布的紧急疏散路线。
‧ 多计划几条疏散路线，遇上道路损毁或交通挤塞时，可供选择。
‧ 预先与同伴商定疏散安排，并约定会合地点和联络方法，彼此保持联络。

疏散期间
‧ 留意当地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及当地政府的疏散指引。
‧ 带备应急物品，切勿为取回财物而折返。
‧ 若与同伴失散，不要停留在原地，应前往预先约定的地点会合。

识逃生：疏散、逃生

识
灭
火

识
自
救

识
逃
生

应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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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准备
• 了解目的地的地震风险。
• 留意当地政府的地震预警系统、疏散指引及避难所安排等，预早规划

疏散安排。

地震

如在室内

震动期间，逃离建筑物。

 
如在升降机内

• 紧握扶手。
• 尽量站稳。
• 尽快离开。

地震期间

• 立即跪下来。
• 用手保护头部。
• 躲到坚固的家具下。
• 捉紧家具。
• 远离玻璃或容易堕下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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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户外

• 远离建筑物。• 远离斜坡及架空电线。• 保护头部。

• 仓皇逃跑。

      如正在驾驶车辆
• 慢慢减速。
• 安全停车。 

• 紧急剎车。

      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 紧握扶手。
• 听从工作人员指示。

• 擅自跑出车外。

17

自
然
灾
害

山
泥
倾
泻

水
浸

山
火

龙
卷
风

行
雷
闪
电

地
震

海
啸

火
山
爆
发

雪
崩

暴
风
雪

台
风
飓
风

酷
热
天
气



地震过后
• 留意收音机、电视机或当地政府网页发布的资讯。

• 留意最新地震资讯及紧急避难所的位置。

• 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四周环境。

• 地震过后，可能会发生火灾、构筑物坍塌或海啸。

• 若水电设施损毁，应关掉总掣。

• 若怀疑气体燃料泄漏，切勿在现场燃点火种或打电话，尽快离开建筑物。

• 应尽快离开严重损毁的建筑物。

• 远离岸边、海滩及沿岸低洼地区，防避海啸。

如被埋在瓦砾下
• 等待救援期间，保持体力。

• 切勿高声呼叫，以免吸入有害尘埃。

• 使用哨子或电筒，又或敲击水管、墙壁等发出声响，引救援人员注意。

• 保持镇定，回应救援人员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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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啸
事前准备
• 留意外游目的地有关地震及海啸的报道。

• 了解当地的海啸预警系统，并留意当局的公布。若察觉这些先兆，应立
即逃生，不要等待海啸警报和疏散令发出。

      海啸期间 
• 立即前去内陆地势较高的安全地方。

• 远离岸边、海滩及沿岸低洼地区。

• 如赶不及逃去内陆或高地，可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高厦的

高层找地方暂避。

• 得知警报时若身处海啸风险较低的地区，除非当局另有指

示，否则应留在原处。

• 如果身处水中，抓紧可浮水之物。

• 如在船上，把船朝海浪方向驶出大海。

• 如在港口，往内陆逃生。

水上活动。

海啸先兆
• 看到海水的水位忽然退至海床

外露，又或急速上升。

• 听到有如火车行走般的咆哮声。

• 感到地面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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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过后
• 第一个巨浪过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巨浪来袭，因此危险尚未消除，切勿

掉以轻心。

• 避免涉水而行，因洪水可能夹杂瓦砾，构成危险。

• 小心触电。

• 留 意 当 地 警 报 和 政 府 资 讯， 以 了 解 应 避 免 前 往 的 地 方 和 可 供 避 难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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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爆发期间
• 留意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依从有关的撤离安排。• 如在室内，应关闭门窗。• 如在室外，则找地方暂避，以免火山灰刺激皮肤、呼吸道及眼睛。• 用毛巾或口罩掩盖口鼻，避免 吸入火山灰。

在顺风处或河流下游逗留。

  火山爆发
事前准备
• 搜集资料，了解目的地火山的活跃程度、火山爆发的风险。
• 留意当地政府的火山活动预警系统、疏散指引和紧急避难安排。
• 认识熔岩流、火山灰、火山碎屑和火山气体的危害。
• 如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应先征询医生意见。
• 带备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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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爆发过后
• 留意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依从撤离指示，准备好随时离开危险区

域。

• 避免在大量火山灰充斥的环境驾车，因为行车时扬起的火山灰会堵塞引
擎，令车辆「死火」。

• 如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应留在室内，避免接触火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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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
雪崩是大量积雪快速滑下山坡的现象，较常发生在约３０至４５度的雪坡。
遇有雪崩，被困积雪内的人可能会因窒息、身体受伤或患上低温症而死亡。

事前准备
• 认识雪崩迹象，例如雪坡发出爆裂声。
• 留意当地最新的天气报告和紧急警报。
• 结伴同行，并由经验丰富而且知道何处有雪崩风险的导游陪同。
• 接受急救训练，学习如何识别及处理窒息、低温症和身体创伤情况。
• 学习如何使用个人保护装备和救援设备。
• 佩戴头盔，减低头部受伤的机会，遇上雪崩，亦可留有呼吸空间。
• 带备雪崩信标，有助救援人员找到你的位置。
• 带备雪崩安全气囊，以防被冰雪没埋。
• 带备雪崩探测器和小型雪铲，协助拯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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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期间

• 使用雪崩安全气囊。

• 从滑落的雪块上跑到雪流边缘，

并抓紧朝山下方向的树干。

• 把身体转至背部向下，双脚朝向

山下，然后采用背泳姿势，奋力

划动四肢，让身体向上移。

• 双脚可插入雪床，以减慢下滑

速度。
• 雪崩速度减慢时，尽量将身体任何一部分

伸出雪面，并在口鼻附近挖出呼吸空间。

• 保持镇定，等待救援。

头部被埋雪下。

如同伴被困
• 高声呼叫，引其他人注意。
• 注视着被埋者，并标识最后见到

其人的位置。
• 拨打１１２求助。
• 考虑会否有另一次雪崩或其他危

险，以确保搜索行动安全。
• 选出领导者，然后定下计划，进

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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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雪及极端寒冷天气
事前准备
• 查看目的地的天气报告、遭受冬季风暴吹袭的风险和暴风雪预警讯号。

• 认识冻疮和低温症的症状，学习初步处理方法。

• 带备足够御寒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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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暴风雪和极端寒冷天气期间
• 留意最新天气资讯和警告。
• 留在室内保暖。
• 在室内使用气体暖炉时必须保持空气流通。
• 尽可能远离路面，如被困于车内，应继续留在车内。• 如出现冻疮或低温症的症状，立即处理。
• 做好准备，以防停电。

• 在室内生火取暖。
• 逗留在户外活动。
• 长时间留在引擎空

转的汽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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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

• 留意天气报告。
• 立即前往避难所或地下室躲避。
• 如没有地下室，前往建筑物最低层躲避。
• 远离门窗及外墙。
• 用手臂保护头颈，并将家具或毛毡等物品围着自

己，加强防护。
• 卷起的杂物碎屑可造成伤亡，应小心注意。

‧ 尝试驾车穿越龙卷风。

龙卷风期间

 龙卷风
事前准备
• 查看目的地的天气报告、遭受龙卷风吹袭的风险、龙卷风预警讯号及避难

所安排。

龙卷风先兆
• 天上出现低沉、旋转、漏斗状的黑云。

• 天色昏暗，通常呈绿色。

• 天降大颗的冰雹。

• 卷起杂物碎屑的云渐渐迫近。

• 听到类似货运列车驶过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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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浸
事前准备
• 留意当地的天气报告，看看曾否出现热带气旋引发的风暴潮、特大暴雨，

又或海啸。
• 低洼地区、排水系统欠佳的地区或容易泛滥的河道都容易出现水浸。
• 如留宿地点位于低洼地区或经常出现水浸的地带，应预早定下疏散的 

安排。
• 将重要的身分证明文件及旅游证件放入防水袋，并准备充足的水和食物，

方便随时带着逃生。

水浸过后
• 小心触电。
• 慎防积水及污泥中的蛇虫或其他动物，

免被咬伤。
• 食水可能受污染，勿随便饮用，以防

染病。

水浸期间

走避时靠近河道或山坡。
尝试在洪水中行走、游泳或
驾驶。

• 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 如洪水不断涌入屋内，应到屋内的最高处暂

避。
• 如在户外，应立即往高处暂避。
• 远离洪水上面的桥梁。
• 车辆如被洪水所困，应留在车内。
• 如车内水位不断上升，应爬到车顶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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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
• 留意电台或电视台广播的最新台风或飓风消息及

当局的指示。
• 如有需要，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

• 关好门窗，并远离当风窗户。
• 如在户外，立即前往室内的安全地方暂避。

• 如身处的地区发生水浸，立即前往高处暂避。

• 远离岸边。

水上活动。

台风或飓风期间

  台风或飓风
事前准备
• 查看目的地的天气报告、遭受台风或飓风吹袭的风险。
• 查看目的地的台风或飓风警告讯号。

台风或飓风过后
• 台风或飓风可能引发水浸及山

泥倾泻，应继续留意当局发布
的最新消息及指示。

• 勿在被水淹没的路上涉水而行
或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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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

• 立刻走进建筑物躲避，并留在室内。

• 如在户外空旷地方，应蹲下并尽量

减少身体与地面接触。

• 如正驾车经过高速公路或天桥，应

提防强劲阵风吹袭。

行雷闪电期间

• 在高处或空旷地方逗留。
• 在户外空旷地方，打开雨

伞、使用手提电话或在大
树下躲避。

• 触摸天线、铁丝网等金属
装置。

• 在室内使用固网电话或其
他带有插头的电器。

• 水上活动。

  行雷闪电
事前准备
查看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及雷暴警告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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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泥倾泻
事前准备
• 留意当地的天气报告。查看当地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地区的资料。
• 暴雨时，大量雨水渗入泥土，会导致河岸和山坡的泥石下滑。挡土墙如

无妥善维修保养，山泥倾泻亦有可能发生。
• 认识山泥倾泻的迹象或先兆。
• 如留宿的地点位于山区或容易发生洪水泛滥的地方，应预早计划疏散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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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

• 留 意 当 地 政 府 发 布 的 最 新 天 气 资

讯、山泥倾泻资讯及疏散指示。

• 留在室内。
• 如认为斜坡不稳固，应前往安全地

方暂避。

山泥倾泻期间

• 前往受山泥倾泻威胁的建筑

物。
• 靠近陡峭的斜坡和挡土墙。

• 驾车前往山区或竖立了山泥

倾泻警告标志的道路。

山泥倾泻先兆
• 斜坡传来破裂声、隆隆声或压碎声。
• 斜坡附近道路出现裂缝。
• 斜坡附近道路有泥石塌下。
• 挡土墙突然有大范围渗水。
• 从斜坡或挡土墙流出的水突然变了色（由清转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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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火
外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和树木的种类及分布情况有别于香港，一旦发生山火，
规模与香港的会有所不同，有些的火势更为猛烈，波及的范围亦广阔得多。
因此，进行山岭活动时，切记小心处理火种，以免酿成山火。

事前准备
• 留意当地天气报告，掌握逃生路线。
• 小心处理烟蒂、打火机及一切其他火种。
• 在进行山岭活动时，只在指定的地点生火；离开前，熄灭所有火种。
• 山火的蔓延速度极快，其威力之大，不容忽视，要随时留意飞灰和火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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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工具

• 保持镇定，立即逃离火场。

• 循现有小径逃生。

• 选择植物较少的地方走避。

• 若山火迫近又无路可逃，应以衣物遮蔽身

体，然后逃进焚烧过的地方，尽量减低受伤

的机会。

山火期间

• 跟着山火蔓延的方向走。

• 朝着顺风方向逃往山上较斜的草

坡，消耗体力。

• 走进矮小的密林或草丛，那里火

势蔓延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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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室内，空气要流通或设有空调。

• 穿着轻便、浅色和宽松的衣服。

• 多喝水。
• 定时查看婴儿、小童和长者的状况，

他们较易因酷热而感到不适。

酷热天气期间

• 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

• 留在已停泊并关上门窗

的车辆内。

• 进行剧烈活动。

  酷热天气（热浪）
事前准备
• 查看目的地的天气报告、遭受热浪侵袭的风险及酷热天气警告讯号。
• 认识热衰竭和中暑的症状，以及处理这些情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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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期間
• 保持镇定，叫所在单位／客房内全部人离开。
• 携带「逃生三宝」（即流动电话、单位／客房门匙、湿毛巾）逃生。
• 循最就近的走廊╱楼梯逃生。
• 打破走廊火警钟玻璃，启动火警钟。
• 到达安全地点后，致电１１２报警求助。

 
事前准备
• 查看该处的间格布局。
• 查看该处的紧急疏散路线图，了解走火通道位置及逃生路线。
• 如结伴同行，应预先约定失散时的集合地点和联络方法。

  火灾

火灾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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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改用另一条楼梯逃生。

如最就近的楼梯有烟

为取回财物而折返。

如浓烟密布

• 在烟的下方爬行，因为接
近地面的空气较为清新。

• 返回单位／客房待援又或前去附近单位／客房求 
助，直至找到安全地方暂避。

• 致电１１２通知消防人员被困的位置。
• 到未受浓烟波及的房间暂避。
• 关闭大门，用胶纸或湿毛巾密封门边罅隙。
• 在露台或窗户悬挂被单或挥动毛巾，以示所在位置。

如没有楼梯可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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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交通事故

事前准备
• 出外旅游时，往往需要乘搭大型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渡轮、火车或飞机

等。为了遇到紧急事故时能够避险，途中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四周
环境。

• 留意船上的逃生路线，以及救生衣的摆放位置和穿着方法。
• 留意车上的紧急出口位置及系上安全带。
• 留意航机上的逃生路线及紧急出口位置。

海上交通事故

• 如船上响起一般紧急讯号（即一分钟内连

续发出七短一长的声响讯号），保持镇定，

立即穿上救生衣，依从船员指示离船。

• 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弃船），应依从船员

指示，登上救生艇逃生。

• 尽量远离出事船只，以防被卷入船只下沉

时造成的漩涡。

• 如堕海，尽快攀上漂浮物件，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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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镇定。
• 紧握扶手。
• 待车辆停定后，立即循紧急出口或最近的出口疏散。

道路交通工具

携带大型行李逃生。
疏散到路轨时高举物件，因为若该物件太接

近高压架空设备，可能会使你触电。

• 保持镇定，留意现场疏散广播。

• 依照现场职员指示，循亮起的出口标志疏散。

• 将物件放在座位上，保持通道畅通。

铁路交通工具

陆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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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镇定。• 依航机广播的指示，系上安全带及使用紧急
氧气面罩。• 航机紧急降落后，按照机舱服务员指示， 

尽快循逃生路线及紧急滑梯疏散。携带行李逃生，以免阻碍其他乘客。

航空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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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岭活动事故
事前准备
• 预先计划路线，宜选有管理和明确路标的山径而行。
• 留意天气变化，预早作好安排，必要时改变计划或取消活动。
• 穿着合适衣服，携带充足装备。
• 装束应轻便，宜穿浅色长袖衫和长裤，以及可保护足踝的胶底远足鞋，鞋

底应有凹凸纹，并戴上合适帽子遮挡阳光。
• 除足够食物和水外，应携带地图、指南针、全球卫星定位导航装置、电筒、

雨具、生命支援包、哨子、流动电话及备用电池。

41

紧
急
事
故

生
化
辐
核
事
故

大
型
交
通
事
故

山
岭
活
动
事
故

水
上
活
动
事
故

火
灾

恐
怖
袭
击

大
型
节
庆
及
集
会
活
动
事
故



留意警告牌。

活动期间

• 乱抄快捷、乱闯密林或另辟绕路，

以免迷途。
• 独自远足，最好结伴同行，互相

照应。
• 乱闯山涧、站近崖边或攀爬峭壁，

以免发生意外。
• 尝试前往高危地点。

如遇迷途
• 保持冷静，利用指南针、地图或全球卫星定位导航装置，设法找出所处位

置。
• 设法回忆所经过的路，尝试经原路折返；若不能这样做，则留在原地等候

救援。
• 勿继续前进，这样只会消耗体力及增加救援难度。
• 立即致电国际求救电话号码１１２求助，并尽量提供所处位置的资料，例

如全球卫星定位位置及附近的主要地标等。
• 利用哨子、电筒或灯光等发出国际山岭遇难讯号或摩斯电码求救讯号。前

者是一分钟内发出六次讯号，然后每隔一分钟重复这个步骤。后者则是依
次发出三短、三长、三短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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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险时，高声呼救。

• 小心照顾儿童。

• 游泳前，先做热身运动。

• 如发现鱼羣表现异常，或有异常大量的鱼

羣聚集，应尽快离开水面。

活动期间

• 在阳光下曝晒。• 长时间浸在水中，以防失温。• 在风高浪急的水域游泳。• 单独游泳。
• 正在流血，或身上有伤口时下水。• 游泳时，依赖游泳圈或其他辅助浮物。• 饱餐后，立即游泳。

  水上活动事故
事前准备
• 留意天气状况，如天气欠佳，甚至行雷下雨，应避免进行任何水上活动。
• 选择在有救生员当值的泳池或泳滩游泳。
• 留意鲨鱼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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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人遇溺
• 保持镇定。
• 观察环境是否安全。
• 高声呼救，并请旁人协助报警。
• 伸手施援，或向遇溺者抛出浮泡等辅助浮物。
• 如未接受过拯溺训练，切勿下水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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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
• 如发现人羣开始聚集喧闹，保持

警觉。
• 保持镇静，远离人羣。
•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离开现场。• 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尽快前去

选定的安全地点。
• 若与同伴失散，应前往预先约定 

的地点会合。

• 尝试接近或对抗人

羣，慎防摔倒，遭

到踩踏。

• 停留在原地。

  大型节庆及集会活动事故
外地常举办形形色色的大型节庆及集会活动，例如巡游、音乐会、倒数、体
育赛事等。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数众多，一旦发生事故，现场可能会非常混乱，
甚至会发生人羣互相践踏的意外。

事前准备
• 如决定参加大型节庆或集会活动，应预早准备如何应对突发事故。
• 了解当地举办机构公布的紧急疏散路线和救护站位置。
• 了解当地政府的封路措施和交通安排。
• 若与朋友结伴同行，应预先约定失散时的集合地点和联络方法。

45

紧
急
事
故

生
化
辐
核
事
故

大
型
交
通
事
故

山
岭
活
动
事
故

水
上
活
动
事
故

火
灾

恐
怖
袭
击

大
型
节
庆
及
集
会
活
动
事
故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持续对全球安全构成严峻的威胁。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
怖分子，可能在无预兆的情况下，于世界各地发动袭击。

虽然香港未曾成为特定的施袭目标，但过往的确有香港居民在外游时遇上
恐怖袭击而受伤，甚至死亡。

常见的施袭目标
恐怖分子偏向选择人多挤迫的地方及保安措施较薄弱的目标施袭，以造成
大规模恐慌和严重伤亡。常见的袭击目标包括：

地标和重要建筑物
羣众聚集的地方
( 例如：餐厅、商场、
市 集、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和 热 门 旅 游 胜 地 )

当地政府代表及 
具官方象征的设施

根据过往经验，恐怖分子会利用大型活动、节日或具象征意义的日子发动
袭击，而他们的施袭手法亦趋多样化，除了使用简单的工具（例如刀和汽
车），亦会利用较复杂的武器（例如土制炸弹）施袭。

泰国（2015 年 8 月）

两名港人在曼谷四面
佛爆炸事件中死亡，

另有六名港人受伤。
该恐袭造成２０死
１２５伤。

德国（2016 年 7 月）
一个四人香港家庭在德国南部乘坐火车时，被一名持斧头的凶徒袭击受伤。

西班牙（2017 年 8 月）

一名港人在巴塞罗
那兰布拉大道遇上
汽车冲入人羣的袭
击， 走 避 时 脚 部
受伤。该恐袭造
成１３死１３０

伤。 

  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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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风险的安全提示

出发前，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尤

其是可能影响自身安全的事件。

留意当地新闻以掌握事态最新发

展。市民可透过「外游警示制度」

网页及「保安一站通」流动应用

程式得到「外游警示制度」覆盖

国家最新资料。

身处公共场所或人多挤迫的地方时，应保持警觉。留意形迹可疑人士或无人看管的物品，如有需要，可按实际情况通知当地警方。无论你身处何地，都 应 时 刻 留 意 紧 急 出 口 的 位置。

离港前，将你的行程和联络
方法通知家人或朋友，并透
过入境事务处的「外游提示
登记服务」，登记外游行程
和联络方法。遇有紧急事故
时，入境事务处可作紧急联
络以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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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恐袭的方法

万一遇上恐怖袭击，应按实际情况采取「闪（逃走）、避（躲藏）、求（举 
报）」三步曲，以保障自身安全：

闪
尽快远离施袭者的视线范
围，选取安全路线离开现场；
紧记不要为拍摄而停留现
场，应立即离开，以免令自
己陷于险境。

避
假若无法逃离现场，
应寻找有掩护物的地
点或可以上锁的房间
躲藏。尽快将手机转
为静音模式，关闭震
动功能，并不要使用
任何会发光或发声的
物品，以免引起施袭
者注意。保持冷静，
等待警察到场。

求 成功逃离及远离受袭地点
或确定自身安全后，应尽
快报警联络当地警方。

以上内容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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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冷静。
• 保护呼吸系统，尽量减少呼吸。
• 设法用布之类的对象掩盖口鼻。
• 立即离开现场，前往安全地方等待救援。• 尽快脱去衣服，用肥皂和水洗擦身体，这样有助清除皮肤沾上的化生辐核制剂，减轻所造成的伤害。

• 听从紧急应变行动人员的指示。

• 揉擦受伤部位，尤其是眼睛。

• 移走现场任何物件。

• 接触他人。
• 恐惧只会令呼吸急速，血液流

动更快。

遇到化生辐核事故

  化学、生物、辐射及核子物料（化生辐核）事故
化生辐核事故迹象
发生化生辐核事故，通常会有一些迹象，例如同一地点有多人同时出现
无法解释的不适症状，包括呼吸困难、头痛、视觉模糊、流鼻水、流眼
泪、呕吐、皮肤灼伤、虚脱或突然失去知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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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筒及备用电池

电池驱动的收音机及备用电池 
或手摇式收音机

毛巾

锁匙 手提电话及充电器

灾害或紧急事故会随时随地发生，建议带备下列应急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逃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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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急
用
品

饮用水 干粮

个人使用的药物及一般药物保暖衣物

雨具

婴儿用品

生命支援包哨子

身分证明文件及旅行证件副本

现金

口罩 万用刀

维生物品

求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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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入境事务处

入境事务处
https://www.immd.gov.hk

保安局

保安局
https://www.sb.gov.hk

渔农自然护理署

渔农自然护理署
https://www.afcd.gov.hk

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
https://www.cedd.gov.hk

香港斜坡安全

香港斜坡安全 
http://hkss.cedd.gov.hk

卫生署

卫生署
https://www.dh.gov.hk 

卫生防护中心

卫生防护中心 
https://www.chp.gov.hk

渠务署

渠务署
https://www.dsd.gov.hk

香港消防处

香港消防处
https://www.hkfsd.gov.hk

香港天文台

香港天文台
https://www.hko.gov.hk

香港警务处

香港警务处
https://www.police.gov.hk

参
考
网
站

https://www.immd.gov.hk/hks/index.html
https://www.immd.gov.hk/hks/index.html
https://www.sb.gov.hk/sc/about/welcome.htm
https://www.sb.gov.hk/sc/about/welcome.htm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www.cedd.gov.hk/sc/home/index.html
https://www.cedd.gov.hk/sc/home/index.html
http://hkss.cedd.gov.hk/hkss/sc/index.aspx
http://hkss.cedd.gov.hk/hkss/sc/index.aspx
https://www.dh.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dh.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dsd.gov.hk/SC/Home/index.html
https://www.dsd.gov.hk/SC/Home/index.html
https://www.hkfsd.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hkfsd.gov.hk/sc/index.html
https://gb.weather.gov.hk/contentc.htm
https://gb.weather.gov.hk/contentc.htm
https://www.police.gov.hk/ppp_sc/
https://www.police.gov.hk/ppp_sc/

	目录
	外游重要资讯
	外游警示制度
	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
	香港天文台世界天气资讯及全球地震资讯
	外游协助
	国际求救电话

	应急三「识」．旅游篇
	识灭火：防火、灭火
	识自救：救人、自救
	识逃生：疏散、逃生

	自然灾害
	地震
	海啸
	火山爆发
	雪崩
	暴风雪及极端寒冷天气
	龙卷风
	水浸
	台风或飓风
	行雷闪电
	山泥倾泻
	山火
	酷热天气

	紧急事故
	火灾
	大型交通事故
	山岭活动事故
	水上活动事故
	大型节庆及集会活动事故
	恐怖袭击
	化学、生物、辐射及核子物料（化生辐核）事故

	应急用品
	参考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