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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气象业务丛书：气象防灾减灾》介绍了自然灾害和气象灾害的概念与内涵，概述了我国主
要气象灾害的种类、影响及其分布特征，分析了我国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包括气象和非气象因
子），阐述了致灾气象因子的监测及致灾临界气象条件研究方法和模型，并在识别灾害风险的基础上
，介绍了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思路、方法、模型，以及气象灾害调查和评估的指标、内容、方
法。
《现代气象业务丛书：气象防灾减灾》还从气象灾害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防御措施以及科
研、人才队伍、国际合作等方面介绍了气象灾害防御的综合防范和保障体系，对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
组织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现代气象业务丛书：气象防灾减灾》可供从事气象防灾减灾和灾害风险管理的业务、管理和研
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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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我国气象灾害概况及影响　　气象灾害是由于气象因素作用于人类社会，并造成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对公众工作生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是一种影响范围大、致灾损
失重，且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位于东亚季风区，西部地处内陆，天气和气候系统复杂，地形地貌多样，又有青
藏高原大地形的作用，是世界上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气象灾害是自然灾害中的原生灾害之一，也是自然灾害中最为频繁而又严重的灾害。
气象灾害一般包括天气、气候灾害和气象次生、衍生灾害。
　　1.1.1 我国气象灾害主要特征　　我国气象灾害呈现出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
成损失重等主要特征。
　　（1）灾害种类多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特定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致使我国气象灾害的种
类之多属世界少见。
世界高纬、中纬和低纬度，内陆和沿海各国发生的气象灾害，我国均有可能发生。
黄荣辉等(2005）将我国气象灾害大致划分为10大类20余种，如洪涝、干旱、热带气旋、冷冻害、连阴
雨、局地风暴、沙尘暴、雾、霾、酸雨等，如果细分还可达数十种甚至上百种。
　　由于地球各个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关系，气象灾害往往会诱发更多的次生、衍生灾害。
如台风和强冷空气带来的强风，严重威胁沿海地区和海上作业、航运；持续性的强降水会导致江河洪
水泛滥并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大面积持续干旱、洪涝、连续高温或低温则会导致农牧
业严重受损、疾病流行等。
　　(2）分布地域广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多种气象灾害的侵袭。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气象灾害都出现过，如台风、暴雨洪涝、高温、干旱、低温冷（冻）害、冰雹、沙
尘暴、雷电、暴风雪、大雾、龙卷风等。
有时，很多地区还会在同一时间段内连续或间断地遭受多种灾害的侵袭。
　　我国70%以上的国土、50%以上的人口以及80%的工农业生产地区和城市，每年不同程度受到气象
灾害的冲击和影响，同时我国气象灾害也具有明显的局域性特征。
如我国西北地区及内蒙古、西藏等地属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常年干旱，冬季冻害严重。
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黄淮地区北部一带，干旱和霜冻发生较为频繁。
江淮、江南、华南是全国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雷雨大风、龙卷等灾害性天
气多发区。
西南地区中东部一带地形复杂，干旱、冰雹、低温阴雨和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灾害发生
频繁。
　　(3）发生频率高　　世界上最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为热带气旋、水灾、地震和干旱，气象灾害占
了大半。
在我国，根据1951-2000年的气象灾害数据资料统计，每年较大范围的旱灾平均为7.5次、涝灾为5.8次，
登陆热带风暴及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为6.9个。
如黄淮海地区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每三年出现一次较重的旱灾。
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平均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洪涝灾害，华南地区平均三年出现1-2次、江南地
区北部至江淮地区平均2-3年出现一次较为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性气候，气象灾害还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春季以干旱、沙尘暴、寒潮、雪害、低温连阴雨等灾害为主；夏季的暴雨洪涝、台风、干旱、风雹、
雷暴、高温酷热等灾害影响最大；秋季台风、干旱、冷害、连阴雨、霜冻等灾害最重；冬季主要有寒
潮、大风、雪害、冻害等。
而对国民经济影响严重的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灾害等多发生在每年的5-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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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小峰主编的《气象防灾减灾》从业务角度阐述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还是第一次，填补了气象防灾减灾
业务用书的空白。
如何科学、系统地阐述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对编著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
视角阐述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应当做什么、怎样做，也试图回答大家所关心的气象灾害预报、风险与区
划以及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建设等问题，努力使本书既紧密结合基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实际，有较强的
业务指导性；又立足于反映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以满足气象灾害防御管理、业
务和研究人员提高相关素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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