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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缓发性灾害将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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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和中国 !� 世纪发展经济的主题
,

它的核心是实现环境
、

资源与社会的协调

发展
,

其本质是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

人 口与资源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
,

协调好坏直接关系着

国家的命运
。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的强烈要求
,

有限的资源

承载力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锐
。

在人口剧增
、

资源厦乏
、

能源紧缺
、

食物不足
、

灾害

频发等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前
,

寻找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

这种认识集

中反映在 �� � !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社会经

济工作者认识到
8

单方面强调经济发展不顾环境质量
,

则发展必将难以持久
。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

只有同步进行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进步
。

它标志着世界各国协力保护地球环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缓发性灾害是指自然环境恶化和人类活动不当的综合作用下
,

使地球结构与状态发生了不利

于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化而诱发的一系列灾害现象
。

它是世界各国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难题
,

也是人为

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所致
。

在缓发性灾害中
,

人为因素占到 97 肠
,

自然因素仅占 !7 :
。

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

人 口增长和消费的增加
,

人类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步增长
,

对环境施加的

压力越来越大
。

目前
,

人类过多的需求造成臭氧层破坏
、

二氧化碳上升
,

导致地球温度上升
,

大量的

含硫气体造成酸雨危害
,

毁林铲草造成气候干燥
、

水土流失
、

沙化
、

野生动物灭绝
、

海陆空的环境污

染
,

人们生活在
“

三废
”

包围之中
。

这一切均是由于人口急剧的增长
,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索取
,

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量消费和人们只重视眼前的物质享受
,

而不重视缓发性灾害的防治所酿成
。

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及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环境

是世界各国人民迫切愿望和各国政府应尽的责任
,

也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
、

发展的头等任务
。

地

球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

因为只有地球才具有生命存在所不可缺少的阳光
、

空气
、

水和生物赖以生存

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能再生和不能再生的资源和能源
。

生物是随地球环境演变而产生进化的
。

作

为生物进化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人类
,

也同样是地球的产物
。

人类是与环境发展起来的
,

环境

孕育了人类
;
反过来

,

人类又根据自己的意愿
,

变革开发了环境
。

人类与未来的关系
,

说到底也就是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

可是正是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人
,

同时也用 自己的双手制造

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存的缓发性灾害问题
,

陷我们自身于困境之中
。

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和人类需求欲望的直线上升
,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协调

间题 日渐突出
,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缓发性灾害频次增加
,

人类生存的优 良空间不断缩小
。

为了扭转

这一情况
,

防御和减轻缓发性灾害
,

优化人类生存环境
,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

促进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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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持续发展
,

将尤为必要和必须
。

本文仅对缓发性灾害的类型与危害过程作重点分析
,

依据

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相互交叉的观点
,

在综合前人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

根据中国的国

情
,

提出防灾抗灾工作之管见
,

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基本思路
。

二
、

缓发性灾害的四大类型与主要危害

�
、

环境灾害

� 大气污染
。

我国有毒气体排放量大
,

造成严重污染
,

酸雨频繁
。

每年受害农田 � ! 万公顷
,

损坏粮食 ∀# ! 万吨
。 ∃% % ∀ 年

,

全国废气排放量 ∃& 万亿标立方米
,

废气中烟尘排放量 ∋ �( 万吨
,

比上

年减少 ∃! )
,

二氧化硫排放量 ∃ % ∋ 万吨
,

二氧化硫是造成大气污染
,

形成酸雨的元凶
。

二氧化硫易

溶于水
,

与水结合形成酸雨
、

酸雾
、

酸雪
,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大
,

对农业破坏严重
。

水稻受二氧化硫

危害时
,

叶片变成淡绿色或灰色
,

并萎蔫
,

有时叶片出现白色小斑点
,

然后全叶褪成 白色
,

受害严重

时
,

叶尖卷曲
,

稻粒部分或全部褪成白色
,

稻粒批小
,

品质不佳
,

受害时间长时
,

茎杆变白
,

甚至枯死
。

二氧化硫是一种无色有臭味的窒息性气体
,

对人畜的呼吸系统有强烈刺激作用
,

会引起和加重呼吸

系统和心血管疾病
,

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

我国的能源
,

特别是煤炭消耗排放量大
,

对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
。

四川
、

贵州
、

广东
、

广西
、

江西
、

福建
、

江苏
、

浙江
、

湖北
、

湖南
、

陕西
、

甘肃
、

山东
、

上海等 &! 多省 ∗市 +出现酸雨
、

酸雾
、

酸雪
,

徽雨频率

高
,

赣州
、

长沙和厦门酸雨出现频率高达 %! 写以上
。

四川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酸雨区
,

现在可以称之

为
“

酸雨大省
。 ”∃ % % ∀ 年

,

酸雨降水普遍加重
,

分布区域有所扩展
,

据 (# 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
,

降水

年均
,

−. 值低于 �, ∀ 的城市为 # 个
,

长沙降水平均 − . 值达到  , �#
,

为监测城市中最低值
,

降水年

均 − . 值小于 #
,

� 的城市有长沙
、

厦门
、

赣州
、

宜宾
。

酸雨频率大于 ∀! 写的城市有 &# 个
,

其中酸雨频

率大于 %! )的城市有宜宾
、

衡阳
、

长沙
、

赣州
/
酸雨频率大于 (! 写的城市有梧州

、

厦门
、

怀化
、

南昌
、

图门
/
酸雨频率大于 ∋! )的城市有乐山

、

广州等
。

此外
,

全国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趋势加重
,

氮氧化

物 已成为少数大城市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
,

国控网络城市空气中氮氧化物浓度年均值为 �一 ∃�& 微

克 0立方米
,

北方城市平均值为 � 微克 0立方米
,

南方城市平均值为 #∃ 微克 0立方米
,

全国平均值为

#∋ 微克 0 立方米
。

氮氧化物污染主要发生在 ∃!!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

广州
、

北京污染最

重
,

其次是上海
、

鞍山
、

武汉
、

郑州
、

沈阳
、

兰州
、

西安
、

大连
、

杭州等
。

1 水体污染
。

水是生命之源
,

我国淡水资源不足
,

人均拥有为全球的 ∃0#
,

美国的 ∃0�
,

前苏联

的 ∃0  
,

是世界上 ∃ 个贫水国家之一
。

∃% % ∀ 年
,

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 � ! & % 亿吨
,

比上年稍有减

少
,

近三年又处于上升趋势
,

松花江
、

淮河
、

海河和辽河水系污染较重
,

耗氧有机物和挥发酚大部分

监测面超过国家地面水三类标准 ∗非离子氨为 !
,

!& 毫克 0 升
,

23 4 为 ∃� 毫克 0升铬法 +
,

(∀ )的城

市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

使我国政府被迫在 ∃% , ∀ 年 ∋ 月 ∃ 日下达命令
,

关闭淮河流域所有小型

造纸厂
,

以便在 & ! ! ! 年前将淮河变清还给人民
。

我国的长江已成为一条排污大河
,

排入长江的污水

总量达 ∃&( 亿吨以上 /
沿岸几百个城镇和数不清的村庄的污水排入长江

,

尽管长江水势浩大
,

自净

能力较强
,

但大量的污水排入
,

造成长江水质不断恶化
。 ∃% % ∀ 年

,

在 �! 个重点河段中
,

符合一
、

二类

标准的占  ∋ )
,

符合三类标准占  ∃ 肠 /
中上游的攀枝花

、

宜宾
、

重庆
、

涪陵
、

万县
、

宜 昌
、

武汉等城市
,

年排污水数十亿吨
。

重庆市是我国西南一个特大工业城市
,

在  ( &万吨 0天
。

总排水量中
,

工业生产

排放废水 ∃(∋ 万吨 0 天
,

工业冷却污水 ∃∀%
,

 万吨 0天
,

生活排放污水为 &∀
,

∃万吨0 天
。

污水主要排

入长江和嘉陵江
,

其纳污量为 ∃ ∃
,

∋ 万吨 0天
,

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
,

�)
,

排入两江支流的污水为

 &, ( 万吨 0天 /另外
,

全国的湖泊污染也很严重 / 巢湖为 ∀!! 万人提供水源
,

近 ∃! 年来
,  ! ! ! 多家工

( (



, 、 ,

口产

歼

才

丙

厂每年排入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 亿吨
,

造成水质严重恶化
。

5 固体物污染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人口 的增加
,

各类 固体物与 日俱增
。

我国工业固

体物产出率 ∃% % ∀ 年为 ∀
,

∀ 亿吨
,

其中煤矿石和尾矿各 ∃
,

∀ 亿吨
。

粉煤灰 ∃
,

 亿吨
,

化工渣 !
,

∀ 亿
,

吨
。

这些固体废物有效处理率不到 ∃ 写
,

综合利用率  #
·

 )
,

其余大部分堆积起来
/工业固体物历

年累计堆放量 ∀#
,

% 亿吨
,

占地 �
,

& 万公顷 /若按目前每年产渣 ∋ 亿吨
,

每万吨占用农田 !
,

! ∀∋ 公顷

计
,

每年还将继续 占地 !
,

#∀ ∀ ∋ 万公顷
,

每年占地 ! , ∋一。
, # 万公顷

/到本世纪末
,

农 田因废渣占用达

∋
,

 万公顷
,

一部分有害废渣造成土地和地下水污染
。

我国由于向水体投放废物
,

%! 年代的江河湖

泊面积比 �! 年代减少  !! 万公顷
。

固体物进入水体
,

还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和水资源的利用
。

6公害病
。

它是环境污染引起的地方性疾病
,

属于内生型隐性灾害
。

环境污染引起的地方疾

病
,

往往有多种污染源
,

一般具有长期陆续发病特征
。

目前
,

全球范围内在对这些病缺乏特效治疗方

法
。

全国 目前已出现有痛痛病
、

水误病
、

氟中毒
,

危害人体健康
,

殃及胎儿
,

造成 肾损害
,

内分泌失调
,

营养缺乏
,

出现原始反射
、

斜视
、

吞吐困难
,

功能失调
,

语言发声 困难
,

阵发性抽搐和发笑
,

还危害牙

齿和四肢
,

以致畸形
。

7 地方病
。

由于地质历史发展的原因或人为因素的原因
,

地壳表面元素分布于局部地区内呈

异常现象
。

例如某些元素的过多或过少在当地居民人体与环境之间交换出现不平衡
,

或人体环境摄

入的元素超出或低于人体所适应的变动范围
,

则易形成地方病
。

属 内生型隐性灾害
。

我国现已发现

地方性氟中毒
、

甲状腺肿
、

克山病
、

大骨节病等
,

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
。

如氟中毒出斑釉
、

甲状腺肿

造成人体呆小
、

聋哑
、

瘫痪和肌肉发育迟缓或停滞
/
克山病造成心肌坏死

,

发病急
、

死亡率高
/
大骨节

病造成关节痛
、

增粗
、

晚期发生关节畸形和性功能障碍
。

8城市噪声
。

∃% % ∀ 年
,

全国城市环境的噪声十分严重
,

## 个城市平均等效声级均在 �∃
,

�一

∀�
,

( 分贝以上
,

其 中  # 个城市高于 ∀! 分贝
,

 % 个城市的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超过 ∋∃ 分贝
。

声强

达 �! 分贝时
,

人们很难入睡
/
长期在 ∋! 一%! 分贝环境中生活

,

神经细胞逐渐受到破坏
,

引起冠心

病
、

脑血管系统各种各徉的慢性病
。

我国的噪声污染已严重干扰城市居民的生活和人们上班学习
,

特别是对学校影响极大
。

部分学校受飞机
、

汽车
、

建筑业噪声的影响
,

学生被迫停课
,

单位更改上班

时间
,

甚至个别地方出现居民与有噪声单位发生械斗与武力事件
,

迫使政府出面解决
。

9 化肥污染
。

全国年均施用化肥 &%  。万吨
,

平均 &∋! 公斤0 公顷
,

利用率仅  ! )
。

&0  的氮

肥挥发到空气中污染大气
,

或随水流入河流和湖泊造成富营养化
,

甚至污染地下水体
。

由于大量使

用化肥
,

致使一些地方出现土壤酸化
、

板结
、

不好耕作
,

产量增加甚微等现象
。

化肥引起的耕地环境

污染已成为非常严重的间题
,

山东省磷肥中因含三氯乙醛而造成作物死苗绝产的累计数已达 ∃
,

∀∋

万公顷
,

经济损失达 &! ! ! 万元
。

氮肥流入江河
、

湖泊
、

大海
,

将为这些水源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

诱

发
“

赤潮生物
”

的迅速繁殖
,

破坏江河
、

湖泊或海洋的生态系统
,

导致鱼类
、

贝类死亡
,

并通过食物链

危害人体健康
。

化肥分解后生成的硝酸盐污染饮用水
,

会引起人体中毒
,

甚至诱发癌症等疾病
,

食用

被硝酸盐污染的蔬菜和其它农产品
,

会引起白血病
/土坡中的氮肥

,

经过微生物作用
,

会产生一氧化

二氮和氮气
,

一氧化二氮在大气中会转化成氧化氮
,

而氧化氮能加速臭 氧分子的分裂速度
,

破坏大

气中的臭氧层
。

氧化经过化学反应还会释放出氨气
,

氨气同酸雨一样危害农作物和森林的安全
。

: 农药污染
。

化学农药对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害具有重要作用
,

但其产品的难分解性和余毒

残留于农产品中而造成对人畜威胁
。

我国农药污染农田约为 !
,

∃&∋ 一。
,

∃∀∃ 亿公顷
。

根据农业部调

查
,

农田土壤中
“

六六六
”

总体残留水平为 !
,

∋& 毫克 0 公斤
, 4 4 ; 为 !

,

#& 毫克 0公斤
,

在少数地区大

量难以分解且残留严重有机氯农药在土壤中含量逐年上升
。

福建省
“

六六六
”

最高达 !
,

(% 毫克0公

斤
,

北京最高达 ∃
,

∃毫克 0公斤
,

河南省土壤 4 4 ; 最高达 ∃
,

�∃ 毫克 0公斤
,

使农田普遍污染
。

全国滥

( %



用农药现象十分普遍
,

用量达 !�
<

= 万吨 ∀有效成份 #% 在一些高产地区
,

每年施药达 �7 余次 ∀每公

顷用量多达 �> 公斤 #
,

一些地区的粮食
、

蔬菜
、

牲畜
、

蜂蜜中农药超标严重
。

< 地膜污染
。 ∃%( ! 年我国地膜夜盖面积 !

,

∃∋ 万公顷
,

到 ∃% % ∀ 年达   ∀! ! 万公顷
,

农膜由 ∃% (&

年的 �,  万吨猛增到 ∃% % ∀ 年的 (( 万吨
。

由于不加以回收
,

耕层中农膜残留量高达 #� 公斤0公顷
·

年以上
,

连续覆膜  年
,

则有 ∃ � 公斤 0公顷
·

年以上的地膜埋入土层
,

停留时间长
,

降低耕层透气

性
,

妨碍土壤水分输送
,

影响种子萌发
,

降低根系生长
,

造成作物严重减产
。

= 畜禽排泄物污染
。

随着城镇郊区大型饲养场和家庭专业户的出现
,

使饲养业迅速发展的同

时产生大量的畜禽排泄物集中排放
,

结果使粪尿不能及时地还给土地造成粪尿堆放
,

污染环境
。

它

对环境的污染物主要以污染水质和散发恶臭为主
,

其次是污染土壤
,

孽生害虫等
。

当畜禽粪便过量

使用而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时
,

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卵能在土壤中长期存在或繁殖
,

这样

就保存或扩大了污染物并通过污染源
,

或通过牧草和土壤感染农畜
,

还会影响人体健康
。

&
、

生态灾害

� 水土流失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其中水蚀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风蚀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冻融侵蚀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分布于黄土高原
、

长江流域和南方丘陵地区
。

年均

损失粮食  ! 亿公斤
,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

黄河
、

长江两大水系每年入海洋的泥沙约 �! 万吨
,

相

当于 # ! 万公顷良田沃土
。

其中
,

氮
、

磷
、

钾的含量 ##!。万吨
,

超过我国化肥一年的施用量
,

折合人 民

币 &# 亿元
。

黄土高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
,

流失面积占总面积 ∋! )
,

�! )的侵蚀量达 �! ! ! 吨 0平方公里
·

年
。

由于降水集中
,

特别是 ∀一∃! 月大暴雨引起了严重的水土

流失 /一次最大降水的侵蚀量占年侵蚀总量的 ∀ )一 %( )
,

一次大的降雨输沙量
,

别占输沙量的

 ∀
,

�一 %%
,

 写
。

特别是坡耕地
,

一次最大降水的侵蚀量占年侵蚀总量的 (! )以上
,

最大超过 %( 写
。

1 土地沙化
。

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面积 ∃�  
,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 ∃∀ 写
,

超过全国现有

耕地面积的总和
。

(! 年代共有沙漠化土地 ∃∋
,

∀ 万平方公里
。

%! 年代则发展到 &!
,

∃ 万平方公里
,

速度之快
,

令人吃惊
。

沙化土地分布于西北内陆
、

东北和华北 > 个省 ∗区 +
,

形成长达 � ! ! ! 公里的风

沙危害线
,

有 ∃0 的国土受到危害 / ∀! )的贫困县集中在这里
,

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 亿

元
,

损失粮食 ∃� 亿公斤
。

我国沙化频率加快
/
沙漠化土地面积由 �! 年代的 ∃�∀! 平方公里扩展到

( ! 年代的 &∃! ! 平方公里
,

尤其是农牧交错区
,

∋! 年代中期到 (! 年代中期
,

沙漠化土地年均增加

∃#∋
,

% 平方公里
,

年均增长 �)一∃! )
。

严重的沙化土地和中度沙化土地所占比重上升
,

有些地方形

成
“

沙进人退
”

的局面
。

内蒙古伊克昭盟自 ∀! 年代以来
,

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 !
,

∀& )的速度增加
,

沙化面积占总面积的 ( ( ) /
粮食总产近 &! 年长期在 &亿公斤徘徊

,

牲畜保持在 ��! 一 ∀!! 万头

∗只 + /
公路每年受沙害侵蚀百余处

,

长达 &∋! 公里
,

用于清沙修路费用达 &(! 万元以上
。

5 土地盐碱化
。

我国盐碱化土地达 %∋ ! 万公顷
,

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
、

黄土高原及内陆区
,

东北平原和沿海地带也有大面积的盐碱地
。

西北内陆最为严重
,

盐碱地面积占该地区耕地面积的

∃� )
,

新疆盐碱地面积达 ∃∀ ∋ 万公顷
,

占耕地面积  ! )
。

耕地盐碱化有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原因
,

其中
,

农田灌溉不合理
,

灌溉过量
,

只灌不排
,

灌排不分和排水不畅等
,

使土壤中的盐分上升到地表
,

形成次生盐碱化
,

加之近几年来
,

人们倾向于经济作物
,

短期行为严重
,

土地盐碱化改造投入逐年减

少
,

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

∃% % � 年与 ∃% %# 年相比
,

盐碱化面积增加了  %
,

∋ 万公顷
。

6土地次生潜育化
。

土地次生潜育化在我国南方分布广泛
,

制约着水稻产量的提高
。

全国土

地次生潜育化面积达 #  万公顷
,

分布于南方山丘沟谷
、

河流沿岸
、

水库及渠道附近
。

我国南方稻区

降水集中
,

地势低洼
,

江水高烷 田低
,

地下水位高
,

排水不畅
,

土地潜育化严重
。

湖北省四湖地区潜沼

化面积达 (# )
,

对小麦
、

水稻和油菜生长产生严重影响
。

∃% % � 年江陵
、

洪湖
、

监利小麦受害面积达

% !



沂

琴

丙

?
<

≅ 万公顷
,

损失产量 = 万吨 ;
水稻受害面积 �

<

 万公 顷
,

损失产量 ≅> 万吨 ;油菜受害面积 !
<

 万

公顷
,

损失产量 7
<

 万吨
。

7 水资源量减质退
。

水资源量减质退
,

水源已亮
“

黄牌
” 。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 &
,

( 万亿立方米
,

其中地下水资源为 ( ∋ ! 。亿立方米
,

居世界第六位
。

每人平均水量不足 &#!。立方米
,

名列第 ∃!% 位 /

每公顷均水资源量 &∀ � � ! 立方米
,

约为世界每公顷水量的  0 # ,

为世界人均量的 ∃0#
。

据 ∃% % ∀ 年全

国 ∀∋ ! 个城市调查
,

全国缺水城市达  ! ( 个
,

其中严重缺水达 ∃!( 个
,

一些地方淡水供应 已接近极

限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约有 �! ! ! 万人
, #! ! !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

年平均受旱面积 !
,

&∃ 亿公顷 /
华

北缺水严重
,

河北白洋淀  条河流干枯
。

黄河不少河段 出现断流
,

天津
、

大连
、

青岛
、

北京面临
“

水

荒
” 。

在北方沿海地区海水通过地下含水层侵染平原地区
,

整个地下水源相继发生海水入侵总面积

超过 &� ! 平方公里
。

海水 自地下向陆地扩侵距离达 ∃! 平方公里
,

山东省因海水入侵损失粮食  亿

公斤
。

目前
,

我国 ∃亿公顷耕地中
,

约有 !
,

�� 亿公顷没有灌溉条件
,

有 !
,

%∃ 亿公顷缺水草场
。

严重

影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

8植被破坏 我国现有森林面积 ∃
,

  ∋ 亿公顷
,

森林覆盖率为 ∃ ? %& )
,

活立木蓄积量 ∃∃∋
,

(�

亿立方米
,

据 ∃% % ∀ 年调查
,

∃% % � 年全国林木资源消耗量为  ! ∃( ∀
,

∃万立方米
,

毛竹消耗量 #% ∀ ∃�

万根
。

林木火灾 �! �� 次
,

受害森林面积 ∃( ∀ ∀ ∀ ∀ 公顷
。

森林面积锐减
。

据近 ∃! 年统计
,

全国森林面

积减少 & )
,

森林蓄积量和采伐量下降 && )
。

(! 年代中期
,

森林破坏面积达 “% 万公顷
,

森林资源

年消耗量超过年生长量
,

计划外采伐量大
。

在国家重点林区的 ∃ ∃ 个林业局中
,

&� 个局可采资源基

本枯竭
, #! 个局只能维持 �一 ∃! 年

,

&# 个局可采 ∃! 一 ∃� 年
,

到 &!。。年
,

∋! 写的林业局无林可采
。

海

南省森林夜盖率由 ∃% #% 年的  � 写下降到目前的 ∋肠
,

砍伐量超过生长量  倍多
,

难以控制
。

我国农

村生活能源的 (! 肠来自生物能源
, ∋ ! !。万农户每年缺柴  一∀ 个月

,

乱砍滥伐
,

破坏植被
。

森林火灾

及病虫害损失也很大
,

∃% ( ∋ 年 � 月大兴安岭火灾一次损失达 ∋! 亿元
。

9 草场退化
。

我国现有草场面积 # 亿公顷
,

是我国耕地面积的 #倍
。

长期以来
,

对草地低投

入高索取
,

进行掠夺式经营
,

导致草场生产力下降
。

现在草场严重退化面积 ∋  ! ! 万公顷
,

缺水草场

∀ ∋ ! ! 万公顷
,

牧草单位面积产量与 �! 年代相比下降了 ∃0 一 ≅ 0&
。

∃% % ∀ 年
,

我国北方 ∃∃ 省草地鼠

害面积  %  ∃ 万公顷
,

其中鼠害面积达 ∋(
,

∋)
,

虫害面积占 &∃
,

 )
,

超过防治临界密度成灾面积达

& #。万公顷
,

比上年增加了 %
,

 )
。

近 #! 多年来
,

国家对草场的投人为 #∀ 亿元
,

平均给可利用草地

仅 &!
,

(� 元 0公顷
。

∃% % � 年草原鼠害面积 !
,

(% 亿公顷
。

如果不加强对牲畜头数的控制和草场的保

护改良
,

草场将进一步退化
。

民以食为天
,

畜以草为天
,

由于人 口增长的失控和草场利用不合理
,

长

期滥垦
、

滥牧
,

且土地自身的承载力也有限
,

人 口与草场矛盾越来越大
。

由于人为的破坏
,

我国北方

的草场已无
“

牛马街尾
,

羊群塞道
,

畜牧为天下饶
”
的景象

。

特别是在近代
,

由于历史原因
,

土地的兼

并和苛政暴敛
,

迫使农民依靠荒闲坡山原为业
,

致使植被遭到长期持续破坏
。

: 野生动物锐减
。

我国野生资源丰富
,

约占世界种类总数的 ∃! )以上
,

然而野生动物破坏严

重
。

大规模的乱捕滥杀
,

倒卖走私案件不断发生
,

每年被猎枪射杀的达 ∀� ! ! 万只
,

还有数不清的套

夹
、

陷井
、

网兜等
。

如云南这个野生动物的天堂
,

仅在 (! 年代末 %! 年代初的二年多的时间内
,

就有

几百头珍稀动物惨遭捕杀
。

西双版纳曾破获一起解放以来罕见的捕杀国家一类保护大象的特大案

件
,

罪犯陈运初等 ∃& 人全部落网 /
仅在 ∃% %  年 ∃一∃! 月

,

就查处类似案件  ∀ 起
,

处理违法人员 (&

人
,

收缴赃款  万元
。

∃% % 年一 ∃% % # 年冬
,

随着青海湖封冻
,

湖区几个县的许多群众不顾政府三令

五申和渔政管理人员的劝阻
,

纷纷涌向湖中
,

每天多则上万
,

少则三几千人
,

对徨鱼进行大扫荡
,

使

国家重点保护青海徨鱼遭到严重破坏
。

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
,

偷猎者放下大批套夹
,

肆意捕

抱子
、

梅花鹿
、

马鹿
、

紫貂等珍稀野生动物
。

娃娃鱼是我国独有的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

% ∃



物
,

主要产地是鄂西竹溪县万江河流域
,

年产千吨以上
,

近几年由于不法分子大肆捕杀
,

濒临绝境
。

< 海平面上升
。

海平面上升直接影响沿海地区 &∃ 世纪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中国是一

个海洋大国
,

有 ∃
,

(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 ∃
,

#万公里的岛屿岸线
。

沿海地区现拥有或临近海岸线

的大中城市  ! 余座 /
有重要港 口近 &! 个

,

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轴线和改革开放的前沿
,

并已成为

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最具经济活力的地 区之一
。

由于我国沿海地区工业中化石燃料的燃烧
,

使大

气中二氧化碳由 &∋! 毫克 0升增加到现在的  # ! 毫克 0升
,

照此发展到 &!  。年
,

二氧化碳含量将达

∀! ! 毫克 0升
。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
,

使大气圈产生
“

温室效应
” 。

地球表面温度升高必将引起

大陆和山岳冰川的融化
,

从而引起全球性海平面上升
。

我国在过去 ∃!! 年中
,

沿海地区平均海平面

上升 ∃# 厘米
。

未来几十年中
,

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海平面仍有上升趋势
,

到 &! � ! 年上升幅度可为

&! Α � ! 厘米
。

海平面上升加速各种自然灾害的发展
。

= 赤潮
。

赤潮是海洋中的一种自然灾害
,

它是由环境因子急剧变化而导致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引起的一种灾害
,

如
?

季风更替
、

暴雨过后
、

海域富营养化等都可造成赤潮爆发
。 ∃%( % 年以来

,

随着

工农业的发展
,

造成了部分海域富营养化
,

加上其它因子作用
,

使福建沿海主要港湾和养殖区不断

发生赤潮灾害
/
赤潮造成近海海洋生物大量死亡

,

给水产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 ∃% ( %一∃% % & 年间发生

在福建沿海赤潮 ∃& 起
,

其中四起造成大量鱼虾死亡
,

损失惨重
, ∃ 起造成了四人死亡

。 ∃% ( % 年 # 月

&! 日至月底
,

在福清县沿海滩涂养殖区
,

发生了夜光藻赤潮
/
赤潮发生区海水呈红色

,

海上有发光

现象
,

溢蛙受害面 !
,

∃  万公顷
,

经济损失 ∃! ! ! 万元 以上
,

对虾死亡 ∃亿尾
,

经济损失 &!! 万元
。

‘

 、

地面变形灾害

� 地面沉降
。

我国平原地区
,

由于长期大量或过量地抽汲地下水
,

使地下松软地层压缩
、

压

密
,

造成地面沉降
。

现全国已发生的 &! 个地面沉降的城市中滨海三角洲就占 &0  。

如上海最大沉降

速度每年达 ∃∃! 毫米
,

最大累计沉降量达 &
,

∀ 米
。

研究和观测试验表明
,

地面沉降量是随地下水水

位降低幅度和地下水开采量发生相应变化
。

这是一个在人为因素影响下产生的重大地质间题
。

1 地面塌陷
。

这类灾害 ∋! 写是 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

如广东的凡 口铅锌矿
,

因矿坑排水导致地

面开裂
、

塌陷
,

产生大小陷坑 ∃∀! 多个
,

近 ∋! 公顷的农田受损
, # ! ! ! 米铁路和 ∃�! 米公路遭破坏

,

∋ ! ! ! ! 万平方米建筑受到影响
。

河北秦皇岛市的柳江水源地
,

自 ∃% ( ( 年投入运营后
,

出现了大面积

地面塌陷
,

塌陷坑总数达 &%& 个
,

总面积 &(
,

 & 公顷
,

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
。

清

5 地裂缝
。

地面沉降本身
,

在一定土层条件下
,

会产生一系列地裂
/
城市高层建筑的深基坑施

工和疏于排水
,

对附近地区和相邻建筑物影响很大
,

处理不当
,

就会引起地表及建筑物开裂变形
。

此

灾害涉及全国  ! 多个大中型城市
。

古城西安从东向西出现三条地裂缝
,

钟楼
、

大雁塔
、

小雁塔等古

迹文物深受其害
,

钟楼墙体出现数条裂缝
,

昆仑机械厂三座三层 四门幢家属楼因出现裂缝
,

单位只

得从中间拆掉一个门洞
,

成为真正的
“

半边楼
” 。

6斜坡破坏
。

,

因铁路
、

公路建设
,

露天矿开采和深挖基坑
,

沿海岸建的工厂
、

码头和各种设施
,

破坏了自然斜坡的稳定平衡条件
,

促使斜坡体失去平衡而塌落
。

如秦皇岛市由于不合理毁林垦荒和

工程建设
,

破坏了北部山区自然斜坡平衡条件
,

泥石流滑坡灾害加重
。

仅 ∃% ∋ % 年 ∋ 月 &( 日沿长城

一线
, #天内降暴雨 #� 毫米

,

使该区发生大小泥石流 ∃% #! 处
,

冲毁耕地 &#! 公顷
,

死亡 ∃& 人
。

Α

7 建筑地基失稳与失效
。

我国沿海地区就自然条件而言
,

有滨河平原和滨海山地两种类型
。

滨海平原城市第四纪堆积物厚度较大
,

沉积物时代较新
,

场地地下水埋藏浅
,

地层强度低
,

并多有数

米至十几米的人工堆积杂物填土层覆盖
,

致使场地和地理条件复杂化
/
滨海山地城市第四纪松散沉

积物分布面积小
,

厚度薄
,

基岩直接露出地表或埋藏很浅
,

故建筑物地基和场地多以基岩为主
。

但由

于一些海滨具有埋藏型泻湖沉积或海滨松软沉积物
,

所以
,

在较小范围内场地和地基土类型
、

工程

% &



鸽

地质特性变化很大
。

复杂多变的场地地质条件
,

加之人类活动的强烈改造
,

使地基稳定性遭到破坏
。

如打桩引起软土层的挤压而影响相邻建筑物的安全
;
深挖基坑引发粉砂土层的流动

,

在越江隧道和

地下铁道施工中
,

触破砂包
,

引来涌砂喷水之灾
;
地下空间开挖可能破坏相邻建筑物的地基条件

。

沿

海地 区的河 口和三角洲地带
,

粉土和细砂可液化层分布广泛
,

位于七度以上地震烈度区范围的城

市
,

场地地基上振动液化成为其主要灾害
。

: 坑道突水
。

它是受区域性质地质条件控制
,

在人为工程活动影响下发生的
。

当矿 山开采和

地下工程掘进
,

改变了岩体与水的压力平衡时
,

沿孔隙
、

层面
、

裂隙
、

断层岩溶穴和管道大量突泥与

突水
。

它属外生型
、

显露性灾害
,

分布于地下深处
,

在我国铁路和建矿山开采过程中常常发生
。

大瑶

山隧道 % 号断层突发性大量水涌砂
,

被迫三次停止施工
,

涌水量 &( ! ! ! 吨 0天
,

涌砂量 &! ! ! 立方米
,

凡 口岩溶床坑道突水量  ! ! ! 立方米 0年
,

被迫停工半年
。

9 河港淤积
。

河流水是外动力地质作用的主要动力
。

上游以侵蚀作用为主
,

下游以沉积作用

为主
,

常造成河道与港口淤积
。

属外生型
、

显露性灾害
,

分布于地表浅层
。

珠江三角洲淤 (! 一∃!! 米

0年
,

泻湖和河口三角洲最为严重
,

广东阳江东平港
,

惠来与神泉港已变为废港
,

现 已不能使用
。

: 软土变形
。

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滨海相和三角洲相厚层软土淤泥
,

具有透水性差
,

强度低
,

压缩度高
,

能变形大的特点
,

属软弱土
。

它属外生型
、

隐性灾害
,

分布于地表浅层
。

韩江三角洲浅部

淤泥层厚  ! 米
。

本区属于强震危险区
,

砂土液化
,

震陷显著
,

经济损失平均在 ≅一& 亿元人民币
。

# 、

生物灾害

� 病害
。

农作物
、

森林和牧草在雨水
、

气流
、

昆虫等的传播下
,

使病原侵入寄主之后
,

遇到适宜

的条件
,

作物
、

森林
、

牧草出现病状
,

病害由少增多
,

由点到面传播扩大
,

流行成害
。

它属内生型
,

隐露

性灾害
。

如麦类赤霉病是我国麦区的主要病害之一
,

以淮河以南
、

长江中下游地区
、

黑龙江北部发生

最重
,

被认为是长江 中下游麦区的首要病害
。

过去曾有
“

南霉北锈
”

之说
,

近些年
,

赤霉病发生危害日

趋扩大
。

∃% ( �年河南省与陕西省赤霉病大流行
。

发生面积 #&� 万公顷
,

损失小麦达 >
,

&万公斤
,

经

济损失达 ∃& 亿元人 民币
。 ,

1 虫害
。

由于栽培技术的变化
,

加上环境条件的综合作用
,

使农作物
、

森林
、

牧草在生长过程

中的农作物产量
、

木材量
、

产草量均受到影响
。

尤其害虫分布广泛
,

远距离迁飞的习性
,

突增突减现

象无规律性
,

繁殖力强
、

繁殖快
,

具有暴食性
,

对农作物
、

森林
、

牧草危害猖撅
。

如宁夏林木稀少
,

森林

夜盖率只有 ∀ )
,

而沙漠占总土地面积的  & )
。

在这片生态环境恶化的土地上
,

光肩星天牛在 ∃! 年

的时间内
,

毁掉 ∃! 万公顷森林
,

损失木材 ∃! ! ! 万 立方米
,

直接经济损失达 �! 亿元
,

受害县数达

%! )
。

∃% % & 年
,

黄河流域发生棉铃虫大暴发
,

发生量大
、

面积广
,

发生期早
,

世代重叠
,

出现第五代损

失巨大
,

致使全流域有 ∃! )棉田减产 (! 写以上
,

其余棉田也有不同程度减产
,

弃治棉田几乎绝收
,

有些棉田每株成铃仅 !
,

� 个
/
同时

,

其它作物也受到危害
,

部分绝收
,

直接经济损失达 ∋� 一 ∃!! 亿元

人民币
,

如再加上防治费
,

损失更为严重
。

5 草害
。

由于杂草具有极高的繁殖力和再生能力
,

草种子具有早熟性
、

寿命长
、

传播能力极

强
,

这就形成 了比农作物与牧草高大
、

生长势强
、

发生密度大
,

抑制作物生长
,

造成田间管理费用加

大
,

人畜中毒
。

农业草害对我国牧业影响巨大
。

尽管各地农民采用各种栽培耕作技术和化学除草技

术
,

不断与农 田杂草作斗争
,

我国仍有 !
,

�# 亿公 顷耕地受到中等以上程度的草害
,

使农作物减少

∃ 
,

#)
,

损失粮食达 ∃
,

∋� 亿公斤
,

减产皮棉 &
,

�� 亿公斤
,

牧区各地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牲畜因采

食毒草而中毒死亡
。 ∃% ( ∋ 年春

,

呼伦贝尔盟的牛羊误食河滩草的毒芹
,

到当年 � 月底死亡 �∃ 。头

牛
,

&� # 只羊
,

损失达 �! 万元
。

人工牧草中
,

受杂草危害每年都减少优质牧草饲料达 ∃� 一&! )以上
。

6鼠害
。

随着人 口的增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

对综合治理 鼠害有所疏忽
,

加之管理失误
,

致使

%  



老鼠的密度加大
,

数量增多
,

就形成了对农作物
、

森林
、

牧草的危害
。

它属外生型
、

显露性灾害
。

� � ?  

年新疆农田小家鼠害大发生
,

损失粮食 �> 万吨
。

草原鼠害发生面积 7
<

= 亿公顷
,

致使草原面积严重

退化
,

� � � > 年全国草原被害面积 。
<

9� 亿公顷
;辽宁

、

黑龙江
、

内蒙古
、

甘肃四省区林木鼠害 =7 万公

顷
,

被害率达产% :
,

严重达 9> 纬
,

死亡达 >7 :以上
。

同年
,

全国农田鼠害发生面积 7
·

≅ ? 亿公顷
,

一

般减产 > :
,

高的达 !7 一 ≅7 :
,

有的颗粒无收
,

损失粮食 � > 7 7 万吨
。

� � � > 年湖北省被老鼠咬伤咬死

耕牛 � �? � 头
,

猪 = 7 7 ? 头
,

鸡鸭 = ! 7 7 万余只
。

� � =  年东北鼠害疫大流行
,

死亡 ≅ 万余人
。

新疆和田

地区皮山县棉田里老鼠成群
,

爬上棉杆
,

啃开棉桃
8 吃掉棉籽后

, “

顺手牵羊
”

将棉花带走
; 田里鼠洞

大如碗 口
,

里面窝藏着成堆棉花
,

多的达 � 77 余公斤
。

� � � > 年冬
,

当地一个乡供销社收购站收购质

量低劣的
“

鼠洞棉花
”

竟达 ≅! 吨
。

三
、

初 步 结 论

综合分析我 国缓发性灾害的基本类型
、

成因与对社会的危害
,

结合多年来研究成果
,

借鉴国内

外先进防灾经验
,

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
、

分布广泛 水土流失面积达 =� ! 万平方公里
,

几乎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
,

而且面积在逐年扩

大
,

已经威胁到城市与工矿企业的安全
,

全国各省 ∀区市#均有分布
。

我国干旱
、

半干旱沙漠化土地

!7
<

� 万平方公里
,

共涉及 ( 省 ∀区 #的 !� ! 个县 ∀旗市 #
,

危害 =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和 =
<

? 万平方

公里天然草场
。

海平面上升涉及沿海 �! 个省 ∀市# ;生物灾害在农作物区处于上升趋势
; “三废

”

危害

各地均受到影响
;
噪声在大中城市干扰居民生活

;
水源不足

,

制约 ≅ 79 个城市的发展
。

!
、

危害严重 缓发性灾害造成我国土地丧失
,

环境变坏
,

粮食
、

牧草
、

森林减少
,

生活设施与建

设工程均受到破坏
。

水土流失年损失粮食 ≅7 亿公斤
,

直接经济损失 ?7 亿元
;
沙化年损失粮食 �> 亿

公斤
,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
农业生物灾害共造成 = �。。。万吨粮食损失

,
<

� >7 万吨棉花损失
,

经济

损失达 !> 亿元
。

森林火灾一次损失高达  7 亿元
;
海域水污染年损失上百亿元

;
崩滑流损失粮食 �7

亿公斤
,

经济损失 =7 亿元
。

沿海的废渣污染环境与占用农田年损失高达五百亿元
。

≅
、

面积扩大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我国的缓发性灾害将不断扩大
。

水土流失中的水蚀面积在下个

世纪初达 !77 万平方公里
,

比现在增加 !Α 万平方公里
;
沙化总面积达 !≅

<

≅ 万平方公里
,

比现在扩

大 ≅
<

! 万平方公里
;
海平面上升加快

,

到 ! 7 > 7 年上升幅度达 !7 一 >7 厘米
;
草场退化加速

,

生物灾害

蔓延
。 “

三废
”

由城市向乡村扩展
。

=
、

危害升级 水土流失将日益增强和加升
。

预计到下个世纪初
,

我国长江的水土流失由现在中

轻度变成中重度
,

长江有可能变成我国的第二条黄河
。 “

三废
”

污染在沿海城市进一步升格
,

昔日秀

丽的港湾将变成污染最为严重的海区
。

我国沙漠灾害有 99 个旗由轻度上升为中度
,

” 个由中度上

升为重度
。

总之
,

我国的缓发性灾害具有空间分布上广泛性
、

时间上长期性
、

造成损失严重性与多面

性及未来发展严峻性的特点
。

所以
,

防治缓发性灾害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
,

为

了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

保护《中国 !� 世纪工程》的顺利完成
,

必须把防灾抗灾
、

援灾救灾

作为一项任务来抓
,

把减灾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

并根据我国的灾害情况
,

做到以下

几点
8

� 扩大宣传
,

转变观念
,

提高灾研
/ 1 共同攻关

,

积极参与
,

全面防灾
/ 5 制定政策

,

规范管理
,

依法制灾 /6培养人才
,

开发智力
,

提高素质
/ 7 面向世界

,

扩大开放
,

通力研灾
/ 8加强领导

,

精心组

织
,

全面援灾
/9 逐级指导

,

准确预报
,

系统监灾
/ :加强建设

,

发展保险
,

推动减灾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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