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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然灾害有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缓变性自然灾害之分。
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致灾过程，一般是数小时至数日的时间尺度。
其中，地震致灾只有几秒至几十秒，冰雹、风暴潮、飓风也会在短时间爆发，因此也属于突发性自然
灾害。
旱灾、农作物和森林的病虫害等，虽然其发生发展要延续数月，但灾害的形成和结束也是比较快速、
明显，所以也被列入突发性自然灾害。
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历经数年至百年以上的长期积累而逐步显现成灾，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
和盐渍化、“温室效应”与全球增长、气候的长周期演变、地面沉降、海面上升、海水入侵、淡水资
源减少等，这类灾害则称为缓变性自然灾害。
由于突发性自然灾害致灾时间短、危害严重，因此它属于危机事件，是城市自然灾害危机的同义语。
 许多自然灾害危机，特别是等级高、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危机发生以后，常常诱发一连串的其他灾害，
这种现象叫灾害链。
灾害链中最早发生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
自然灾害危机发生之后，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和谐条件，由此还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其他灾害，这些灾害
泛称衍生灾害。
如大旱之后，地表与浅部淡水极度匮乏，迫使人们饮用深层含氟量较高的地下水，从而导致了氟病，
这些都称为衍生灾害。
 当然，灾害的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一种灾害可由几种灾因引起，或者一种灾因会同时引起好
几种不同的灾害。
这时，灾害类型的确定就要根据起主导作用的灾因或其主要表现形式而定。
 6.1.2城市自然灾害危机的特点 城市自然灾害危机种类多样、起因不同，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危机的突发
性、危害性等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不可回避性。
自然灾害危机是以自然变异为主因造成的灾害。
对我国产生严重影响的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和洪水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农林生物灾害等，是由地
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物质异常变化和异常运动造成的，各种异常变化的原因除地球各
圈层自身的变化外，还与太阳活动、月球及行星影响、地球整体运动及其他圈层的影响有关。
各种运动和变化既有趋势性的长期变化，又有韵律性的准周期变化，从而使各种自然灾害均呈现时强
、时弱，渐变与突变相间变化的态势。
因此，可以断言，只要地球在做有活力的运动和变化，就会发生自然灾变，自然灾变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不加防范，就会造成人员、财产损失，引发自然灾害。
 （2）人为性。
自然灾害危机不仅仅是自然因素的结果，也有人为因素的影响。
人类出现以后，便开始对自然界进行干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是十分畏惧自然的。
为了不在洪水、泥石流等天灾中丧生，人类只能顺应自然，因而对自然界改造与破坏的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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