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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千百年来，人们趋利避害，防祸祈福，始终追求美好、幸福、平安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难免有灾祸降临。
自然灾害就是其中一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灾祸。
尽管人们不愿意而且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自然灾害也是经常降临，给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带来
了威胁与阻碍。
　　“自然灾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
目惊心的。
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
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
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
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
自然灾害对人类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并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
同主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频度大、分布广泛、损失严重。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以及世界环境与气候的剧烈变化，自然
灾害的发生与演变、危害和影响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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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应急管理经验，制
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初步建立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一案三
制”（体制、机制、法制及应急预案）建设稳步推进。
这些都是今后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实施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础。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适应于
自然灾害发生及演变的现实，与发达国家应急能力与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亟须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
本书在阐述自然灾害及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概况基础上，分别从气象灾害、水旱灾害、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森林火灾、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我国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别角度，阐述分析了各类
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演变情况，并结合我国实际总结、探讨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工作流程、重要环节
、方法手段以及经验教训，同时附以相关的典型案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本书不仅可为应急管理专业人员作工作参考，也可作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应急管理
专业的研究生用书。
全书共分为九章，其中，第一、二、四、五、六、七、九章由张乃平编写，第三、八章由夏东海编写
，并由张乃平负责全书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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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危害　　（1）对城镇的危害　　城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的标志之一。
灾害来势越猛，灾情发展越迅速，城镇受到的破坏和损失则越严重。
在各类自然灾害中对城市影响最大的是地震、洪水、风暴潮等。
此外，龙卷风、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塌陷、冰雪等对城市也构成严重的威胁。
比如广州市的气象水文灾害和地质灾害，在其建设发展中，一方面限制了土地利用和开发的规模，加
大了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成本；另一方面对城市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危害，使城市生态环境和工程地质
条件造成退化。
　　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缓变自然灾害，如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质污染、热岛效应、土地沙漠
化等，也对城市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危害。
我国西北一些古化城市已经被沙漠吞没，现在一些城市也已“沙临城下”。
乌鲁木齐气象工作者最新研究表明，未来10～20年内新疆将进入气象灾害的重灾期，工业和城市灾害
将加重，并逐步超过农业和农牧区，其经济损失将增加l～2倍。
　　（2）对工业的危害　　工矿区是人口密集、社会财富集中的地区之一，因此一旦发生灾害，往
往也是危害程度极高的地区。
工矿企业的生产系统是人一机一环境一资源组成的巨系统；工矿区的生活系统是由人一生命线工程一
环境组成的巨系统。
灾害对其中任一子系统或环节的侵袭与破坏，均会对工业和矿业构成威胁。
　　所有自然灾害中，地震、洪水、大风、风暴潮、滑坡、泥石流等高强度灾害对工矿企业的危害不
容忽视，可以使整个企业或其中一部分顷刻毁灭，造成巨大损失。
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100亿元经济损失中，大部分是工矿企业损失。
地震带来的砂土液化、地面下沉、地裂缝危及厂房基础，矿井中透水、透瓦斯、崩塌、冒顶、透泥、
岩爆等灾害使绝大部分矿井毁坏或停产。
30多年来，我国煤矿因透水淹没全井共58次，部分淹井64次，经济损失达27亿元。
突发瓦斯事件每年1 000次以上，瓦斯突出总量达30亿立方米，每年约损失10亿元。
自然灾害对生命线工程，包括水、电、燃料的供应和交通的破坏，对机器设备的破坏，给工矿企业造
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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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部全面论述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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