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水易损性评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洪水易损性评价>>

13位ISBN编号：9787801638106

10位ISBN编号：7801638107

出版时间：2004-4

出版时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作者：高吉喜 等

页数：1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水易损性评价>>

前言

尽管中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但洪水对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的危害却在不断加剧。
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影响了中国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充分表明了洪水灾害
的严重性。
这场洪灾也提醒我们，并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期忽视环境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水土流失、陡坡
地开垦、森林砍伐和无节制的围湖造田是造成河流调节能力下降、灾害加重的重要原因。
在1998年特大洪水尚未完全退去之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规划署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
领导人就于同年8月在北京会晤，商讨开展关于洪水的预防、减缓和防备的合作活动。
此后，联合国人居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署于1998年12月和1999年1月先后派了两个考察组到中国进行了
调查，提出并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共同成立了长江流域洪水灾害及其影响专家工作组。
199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专家工作组会议。
1999年9月、10月和12月在北京又先后召开了三次技术研讨会。
会议对中国现有的技术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存在的差距，并就日后的行动提出了建议。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专家工作组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开展一项针对长江流域洪水对人居和
环境影响的易损性评价研究。
易损性评价曾被广泛应用于地震等各个领域，但用于水灾影响评价尚属首次。
易损性评价的优点是，对洪水灾害的预防和控制并不仅仅局限于水利工程，而是将环境要素、非工程
措施和传统的工程措施结合考虑，并最终提供可为政府决策的综合性政策框架。
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率先开发了洪水易损性评价通用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组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在长江流域进行了初步应用。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专家工作组会议，专门对该方法进行了讨论研究，并提出以洞庭湖区
为案例，开展更为详细的应用研究和示范。
2002年4月，在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人居规划署于湖南岳阳召开的研讨会上，
对中方专家完成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大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首次全面地从多因子、全方位对洪水灾害进行了综合研究与评估，改变了传
统防洪观念，对未来洪水灾害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报告明确指出了哪些区域可合理开发，哪些区域需进行严格保护，针对性强，对洞庭湖区产业结构调
整、避洪、农业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利用与规划布局有现实意义，对地方政
府及相关部门编制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以及政策制定与措施实施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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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易为人们理解的指标体系，采用了数字地图和高分辨遥感数据等先进技术，利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权重，从而使该方法很容易为决策者所理解和接受。
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人民规划署（前联合国人居中）将以洞庭湖研究案例为基础，对上述方法加以
完善，并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加以运用。
这本书提出的方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类似情形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国家也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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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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