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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灾害学的理论、原理、方法，同时反映本学科最新进展。
全书共8章，30余万字，主要介绍了灾害与灾害系统等基础知识以及灾害学研究理论体系，并对自然灾
害区域分异规律与制度灾害链、灾害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减灾系统工程、主要灾害的防治措施、现
代高新技术在灾害监测分析与管理中的应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地震、地质、环境、资源、农业、水利、经济等相关专业的本科或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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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阐明灾害系统的发生、演化及其时空分布规律这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灾害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体系，总体特征，动力学机制，发生、演化及其时间、空间分布规律，灾害系统的群发与
链发机制与规律，灾害效应与损失评估分析等研究内容。
　　（2）灾害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　　1999年11月24日，联合国通过了“A/C.2 /54/L.44”号决议，同
意将“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发展为“国际减灾战略”（ISDR）活动，这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共同行动
的基础。
其目标是提高社会对灾害的抗御能力，并将原来对灾害的简单防御变为对风险的综合管理；并确定了
“使21世纪成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减轻灾害和降低风险”的减灾战略。
由此可知，从灾害控制到灾害风险管理是国际减灾趋势，其包括如下主要研究内容：灾害风险分析的
步骤与方法、灾害风险决策分析过程与方法、灾害风险管理的步骤与内容等。
　　（3）灾害应急管理灾害应急管理是指对即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灾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包括
紧急灾害期间的具体行动（紧急转移、防洪抢险、消防灭火等），灾害发生前的各种备灾措施，灾害
发生后的救灾工作，以及避免和减少可能由于自然灾害和社会相互作用而导致灾害出现的减灾措施等
（Mitchell.2 004）。
所以，灾害应急管理是一个有效地组织协调可利用的一切资源，应对灾害事件的过程。
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灾害进行系统的监测和分析，进一步改善灾害应急管理周期中减灾、准备、
响应和重建等方面的措施，以尽最大可能通过有效的组织协调，来保护公民生命，使他们免受灾害危
害，并将经济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灾害应急管理内涵、主要灾种应急预案的编制、灾害应急管理内容等方面。
　　（4）减灾系统工程与措施研究减轻灾害损失与不利影响是灾害学研究的目的。
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灾种、多部门、多层次、多环节，需要跨学科研究与多方面协调，因此
研究减灾系统工程非常必要与重要。
其主要研究内容有：减灾系统工程的设计依据、减灾系统工程的内容，中国减灾系统工程建设。
针对城市灾害的特点，特别要加强城市减灾系统工程建设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提出主要灾害的防治措施。
　　（5）高新技术方法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高新技术手段和新方法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
是现代灾害学研究的特征、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
灾害种类多、成因复杂、时空变异强、灾情重、影响范围广、灾害现场可达性差等特点决定了“3S”
技术应用的内在要求和独特功效。
所谓“3S”即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
“3S”技术组成现代最为完整的数据源、数据采集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
要研究“3S”技术在灾害监测预警、灾害数据提取与建库、灾害快速评估等方面的应用。
定量化是现代灾害学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应用的定量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数学方法、系统分
析方法和模型方法等三大类，数学方法又包括数理统计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几何代数方法等；系统
分析方法包括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功能分析方法、线性与非线性系统分析方法等；模型方法包括机制
模型、结构模型、规划模型、决策模型等。
其中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方法、混沌动力学方法等方法是当今应
用较多的先进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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