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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灾害与人类同行，又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
据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98年11月27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仅1998年的前11个月，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
害给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初步估计就达890亿美元，比20世纪80年代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和还高
出340亿美元；在自然灾害中丧生的人数达3.2万人，有3亿人被迫逃离家园。
联合国曾连续在1987年、1988年、1989年的第42届、43届、44届联大会议上通过了相关决议，确立1990
～1999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减灾工作
。
这表明减轻各种灾害及其危害后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自2000年至今，人类又频遭灾害的袭击，如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海啸，2008年5月3日缅
甸遭受强热带风暴袭击，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的8级大地震等，更加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防灾减灾的
高度重视。
我国为世界上少数多灾国家之一，各种灾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损失日趋严重。
我国每年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5000万公顷，影响人口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3％。
据报道，2006年中国自然灾害死亡人数3186人，紧急转移安置1384.5万人（次），农作物灾害面积4109
万公顷，其中绝收540.9万公顷，倒塌房屋193.3万间。
党和政府对减灾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减灾方针、政策，投入了极大的人
力、物力、财力，兴建了大批减灾工程，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
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后发优势明显，开发潜力巨大。
其区位条件优越，自然、人文资源丰富，是全国拓展发展空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潜力、优势所在
，其开发与建设一直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支持。
党和国家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先后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山东省
将黄河三角洲开发列入跨世纪工程，2008年3月17日又制定和颁发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
规划》，这表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和建设已纳入国家和山东省的决策层。
但黄河三角洲地处渤海湾和莱州湾，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和生态环境条件，决定了其成为我国
多灾地区之一。
该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范围在蔓延扩大，生态环境灾害不断显现，重发展、轻减灾的现象仍然存在，
减灾工程落后于经济建设的进程，减灾意识和宣传也存在很多薄弱环节。
因此，黄河三角洲地区防灾、减灾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控制和减轻灾害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为此，及时开展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灾害研究，提出减灾对策和建议，对于保障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
和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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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灾害与减灾对策》共分七章。
第二章介绍了黄河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黄河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第二章概述了我国古代灾害
问题与现代灾害科学研究状况与进展；第三章明确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灾害的主要研究方法；第四
章至第六章分别详细研究了黄河三角洲自然灾害、人为社会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的种类、成因、发生
规律及经济损失等，对主要灾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减灾对策；第七章论述了减灾与黄河三角洲可持续
发展和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系，在分析黄河三角洲综合减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综
合减灾对策和建议。
　　《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灾害与减灾对策》可供从事地质、地震、海洋、气象、农业、林业、水利
、环保、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管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政府决策部门、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的
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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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黄河三角洲概况黄河三角洲由黄河携沙填海造陆而形成，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也是世界闻
名的河流三角洲。
它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的地理中心，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一环，又是京津唐经济区与山东
半岛经济区的结合部，也是环渤海经济区与中原经济区海陆通道的最佳衔接点，还是天津滨海新区的
辐射带。
从亚太地区范围看，它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枢部位，隔海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相望。
优良的区位优势，决定了黄河三角洲将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资源供应地、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的一
座重要桥头堡。
黄河三角洲自然、人文资源丰富，是山东省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山东省将黄河三角洲开发纳入了跨世纪工程，国家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正式列入“十
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纲要。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和建设已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第一节 黄河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一、黄河的形成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也是世界闻名的万里巨川。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5442m的雅拉达泽山以东，约古宗列盆地。
流经9省区，由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km。
黄河发育在秦岭和阴山两个走向近东西的构造带中间，大体上在中生代末期，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和长
期的外营力作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盆地。
到新生代第四纪中期，在陕甘宁盆地堆积大量的黄土，以后地面又抬升，形成黄土高原，接着，又由
于长期的流水侵蚀，各个盆地逐渐联通，最后切过我国地势上以地质构造不同为其骨架的三大阶梯，
自西向东，由高及低，形成黄河注入大海。
据考证，黄河现代水系形式出现于距今130万-110万年的全新世初，定型于8万-1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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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灾害与减灾对策》可供从事地质、地震、海洋、气象、农业、林业、水利、环
保、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管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政府决策部门、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的有关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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