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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建立和发展灾害科学

郭 方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

提 要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
,

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
,

社会安定与进步为发展生产

创造了条件
,

科学本身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 日趋交叉
、

渗透和综合
。

国外灾害研究进展相对缓慢
,

措

施不力
,

损失严重
,

威胁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

灾害科学巫待建立和发展
,

各部门要齐心协力
,

互相支

持
,

夭灾人祸是能够战胜的
。

人类社会是在发展生产和抗御灾害中不断前进 的
,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 已达到新 的高度
,

引起新的产业革命
。

对灾害研究
,

虽有进展
,

但相对落后
。

重大的灾害还难 以预测或控制
。

我国

生态脆弱
,

对灾害敏感 , 灾害种类多
,

抗灾能力差 ; 人 口众多
,

灾害后患大
。

在生产翻两番的凤

时
,

一定要注意灾害问题
,

尤其要重视灾害科学的研究
。

一
、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

加强灾害研究
,

首先要跟上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
。

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
,

科学技术对生产
、

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日益加强
。

科学身各分支学科之间
,

相互交 叉
、

渗 透 和 综合
。

主要特征是
:

1
、

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
。

基础
、

应用与技术开发之间周期缩短
。

六十年代从基础研

究到技术应用要 30 年滞后期
,

现在降到 10 年
。

生物技术产业的崛起
,

主要靠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

计算机 3 一 5 年就更新换代
。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发展
,

几乎与基础研究齐头并进
。

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中
,

科技因素约占50 %
,

高的可达 70 %
。

发展科技已成为增长国力的主要战略任务
。

2
、

社会安定与进步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

因此科学技术向社会生态系统的管理领域迅速扩

展
。

当今人类活动规模空前扩大
,

从地球进入宇宙空间
,

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
。

与此 同时
,

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领域
,

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

诸如人 口膨胀与城市化
,

资源衰减与能源河

题
,

环境污染
、

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问题
,

并由此引起气候异常
、

灾害增多
,

导致饥荒动乱
,

等

等
。

这些都是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 问题
,

也都是 自然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错综

复杂的问题
,

常常带有区域性和全球性
。

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
,

往往要依靠科学技术与社会管理

相结合
,

因此
,

科学技术与管理结合也是一个特征
。

3
、

适应社会经济 的发展
,

科学本身的发展也 日趋交叉
、

渗透和综合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规模

的扩展
,

科学研究组织也由国家范围发展到世界规模
。

社会科学研究
,

应用科学的进步成果
,

也

取得新的进展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
,

向知识整体化的新阶段发展
,

这又是一个特征
。

我们在探讨如何建立灾害科学这个重要问题时
,

花点功夫来分析
,

弄清当前世界上科学发展



哟趋势是很有必要的
,

它可以避免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

二
、

灾害科学水平的估价

摆脱灾害的威胁
,

是人类 自古 以来就梦寐 以求的
。

人们在同灾害斗争中
,

不断总结经验
,

破
卜

除迷信
,

积累知识
,

研究灾害发生的前因后果
,

建立起一些学科或专业
,

如地震学
、

气象学
、

水

土保持 以及植物保护
、

天气预报
、

灾害测报
、

灾害救援和抗灾防灾技术等
。

在天气 预 报 方 面
,

已利用卫星进行大规模观测
,

应用电子 计算机对各种大气现象进行试验
、

天气分析与预报自动化
,

一

提高了预报尺度和准确度
。

在气候形成理论
,

大气和海洋关系
,

边界层物理方面的研究
,

都取得

进展
;
地震学也跨出只研究地震发生 以后的现象这个阶段

,

从工程抗震减轻灾害后果的研究
,

进

入预测预报
,

探讨地震波传播理论
,

地震前兆理论与震源机制等间题
;
但总的来说

,

重大灾害研
一

究还没有大的突破
。

许多灾害可能预测到发生 的地方
,

但难以确定具体时间或地点
。

防灾
、

抗灾
一

研究力量与水平相对落后于生产领域
。

在世界范围内
,

各种灾害不断增多
、

加重
,

每年大约发生

功起严重 自然灾害
,

平均死亡 8
.

3万人
,

经济损失 40 亿美元
。

联合国 已为 3 00 起严重自然灾害提供 31

亿美元援助
。

非洲早灾波及 36 个国家
, 1 9 8 3年饿死 16 万人

, 1 9 8 4年饿死 50 万 人
,

约有 1
.

7亿人处

于饥饿状态
, 1 / 3 的儿童营养不 良

,

濒于死亡
, 1

,

0 00 多万灾民逃荒
。

1 9 8 5年通过联合国提供的
一

救济粮达 50 。多万吨
。

这次大饥荒
,

除天灾干旱外
,

与 非 洲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有关系
:

一是多年忽视农业
,

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 ; 二是人 口增长很快 ; 三是生态破坏
,

土地肥力减退
。

六十年代非洲人 口 2 亿
,

现在达 5
.

3亿
;
粮食 自给率从六十 年 代 初 的 98 %

,

降到现在的 70 %
。

灾害研究进展迟缓的原因
,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
,

人们仍受
“
上天法则

”
不可抗拒的观念的影

响
,

认为灾害难免
,

不可知
;
资本家宁愿多付保险金

,

不乐意资助灾害研究
。

学术界面对灾害科
·

学的难题
,

又缺乏资助和支持
,

也难有作为
。

日本自认为天灾之国
,

仅台风损失每年平均 2
,

15 0亿
’

日元
;
伊势湾台风死亡 5

,

: 00 人
,

损失 2
,

7 00 亿 日元
。

近年来不得不承认对 防 灾意义认识不足
,

认为灾害损失不低于资源开发的增加
。

另外还不能只算经济账
,

生命损失和给人们造成生活上的
{困难

,

影响十分广泛
。

因此
,

在科技规划中检讨灾害对策不力
,

提出防灾
、

抗灾研究计划
;
指出

、随着经济发展受害也愈来愈大
,

加大防灾对策投资是迫切要求
。

上述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验值

得注意和借鉴
。

从灾害研究本身来看
,

进展不快的原因
,

则是没有把灾害作为多学科的综合性问 题进 行 研

究
;
迄今仍按老学科的传统

,

分 门别类孤立地进行单科性
、

单因子的研究
。

没有跟上当今科学技
.

术交叉
、

渗透
、

综合和系统研究的趋势
,

因此难有重要突破
。

比如地震是极其复杂的过程
,

地震

预报需要综合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

地质学
、

海洋学
、

电学
、

磁学
、

声学
、

力学 以及生物学等学

科的知识
,

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
水土保持也是生物

、

地学
、

化学
、

物理
、

气象
、

农

学
、

经济
、

土壤与工程技术多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课题
;
又如森林火灾

,

除森林工作者外
,

气象

学者
、

社会科学家和消防人员也都要参加
,

共同进行综合考察
,

从总体上研讨
,

才能弄清前因和

后果
,

得出科学结论
。

看来
,

进行跨部门
、

多学科的综合和系统研究
,

是提高灾害科学研究水平

钓重要方向
。

这是建立灾害科学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

关于灾害科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
。

灾害种类很多
,

大的方面可分为 自然灾害
·

与人 为 灾

害
。

自然灾害指 自然界物质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灾害
,

如地震
、

滑坡
、

泥石流
、

岩崩
、

水土流

失
、

水灾
、

早灾
、

风灾
、

冰雹
、

寒潮
、

盐渍化
、

沙漠化
,

病
、

虫
、

草与兽害
、

海啸
、

台风
、

海水

倒灌
、

火山爆发以及瘟疫和地方病等等
;
人为灾害主要指人类活动

,

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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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各种公害
,

如工业排放
“ 三废

” ,

产生大气
、

水体
、

土壤与生物系统的污染
,

以及噪声
、

振

动
、

恶臭
、

酸雨
、

化学品
、

电磁波和核污染
,

还有资源开发
、

工程建设引起气候 异常
、

森 林 消
一

失
、

地面下沉
、

水土流失
、

土地退化
、

物种灭绝
,

以及人口失控
,

城市膨胀产生的种种公害病
,

造成生态危机
。

近年来
,

人类活动规模剧增
,

对 自然界进行猛烈冲击
,

不断产生许多人工诱发
,

或人为与 自

然因素交互作用
、

叠加作用
’

的新灾害
,

如人工诱发地震
、

工业排放引起气候异常
、

臭氧层破坏
,

以及开发 利用资源不 当
、

破坏生态平衡发生的种种灾害
,

如抗药性引起新的病虫草 害与鼠害
,

滥

砍滥伐乱占土地
,

加剧滑坡
、

泥石流和水土流失
,

早涝灾害增多等
。

此外
,

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

只顾提高生产速度和经济效益
,

忽视生态和社会效益
,

决策

失误也是造成灾害增多
、

损失加大的原因
。

今后灾害研究
,

必须摆脱过去只按学科分类孤立研究的倾向
,

要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

势
,

迎头赶上去
。

树立预防为主
,

防灾
、

抗灾与救灾相结合的思想
。

首先建立灾害研 究 的 整 体

观
,

以人类生 态学的观点
,

应用系统论
、

信息论与控制论
,

把 自然和社会两大系统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
。

这也是当今建立灾害科学
、

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意义所在
。

对我国来说
,

尤其迫切
,

这

不仅因为我国是个多灾国家
,

农业平均年受灾近 3
,

00 0万公顷
,

成灾面积 1 3
,

0 00 万公顷
,

而且正在

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
。

从事灾害研究
,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

’

综上所述
,

灾害科学研究对 象
,

自应包括自然灾害
、

人为灾害以及人为与 自然相互作用产生
`

的灾害
。

研究它们发生的前因和后果
,

控制其危害
;
具体说

,

就是探索灾害发生的机制和发展的

过程
,

研究预测预报的模型
,

调查观察灾害发生的实情
,

判别危害程度
,

提供救济方法
,

减轻灾

害影响
,

研究符合生产
、

社会
、

生态效益三统一的抗灾
、

防灾
、

救灾技术与经济政策
。

在研究方法上
,

应吸收各学科之长
,

以多学科综合
、

系统研究为主
,

诸如现场调查观测
,

建

立探测系统
,

收集信息数据
,

资料整理分析
,

数学模拟测报
,

评价危害影响
,

损失经济计量
,

发

展技术系统
,

研制测试仪器等等
,

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

三
、

我国灾害研究亚待加强和发展

1
、

对我国灾容研究工作的回顺
。

建国初期
,

政府面对历史遗留的灾害后患
,

采取有力措施
。

针对洪水泛滥
、

水土流失
、

早涝灾害
、

病虫害
、

地方病 以及沙漠化
、

盐碱化等问题
,

发动群众治

山治水
,

抗灾救灾
,

收到实效
。

与此同时
,

建立了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机构
。

如中国科学院的西 北水土

保持研究所
、

沙漠冰川冻土泥石流研究所
、

大气物理所
、

地球物理所
、

土壤所
、

林业土壤所
、

地

理所… … 等等
。

各地区还设立生物
、

地学研究所
,

都积极开展自然灾害研究
。

中国科学院建立的

地震工作委员会
, 1 9 6 6年邢台大地震 以后

,

以科学院地质和地球物理所为核心
,

把全国有关力量

合并成立国家地震局
,

建立了全国地震灾害的研究中心和测报系统
。

七十年代初
,

接受国外
“ 公害

”
教训

,

对人为灾害开始注意
,

调查环境污染
,

进行工业
“
三

废
” 和噪声治理

,

并开展污染对生态
、

健康影响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首先建立环境化学研究所
,

伺时有生物
、

地学
、

化学
、

数理和新技术学部所属 30 多个研究所开辟了环境污染与生态影响的研

究
。

这为促进多学科交流
、

渗透
,

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首次制定 了环境科学发展规划
,

并建立

中 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

全国也建立 了环境科学学会
。

七十年代末
,

我国开辟了国土经济学研究领域
,

成立研究会
,

促进国土整治事业的发展
。

其

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国土划规
,

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
,

积极防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

保持生态



稳定
,

增强防灾和抗灾能力
,

并把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加以统一考虑
,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

2
、

建立我国灾容科学综合研究体系
。

上面简要的回顾
,

可以看出我国灾害研究的机构 有 了
-

一定的基础
,

但仍处于按学科传统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
,

很少横向联系
。

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和
a
六五

”
科技攻关奖励与表扬的优秀成果中

,

灾害研究成果很少
。

在
“
六五” 科技 攻 关 项 目

中
,

安排了农业病虫害和污染防治
; “

七五
”
科技攻关分别在气象中增加灾害性天气预报和海洋

环境灾害预报研究项 目
,

未见总体安排
。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近年灾害与隐患增多的情况
,

对加强灾害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

1
、

在国土经济研究会中尽快建立灾害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或专业组 )
,

统筹研究建立和

发展灾害科学问题
,

不断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
;

2 、

由国家计委
、

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草拟灾害科学发展规划
,

并 以两院有关
-

研究所为基础
,

建立我国灾害科学综合研究中心
,

与计委共同领导
。

3 、

以计委国土局为基础
,

逐步建立我国灾害的综合管理体系
,

增加灾害研究经费
,

设立综

合性灾害科学基金 ,

4
、

尽快把
“
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预测和对策研究

”
列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

由于人类活动使大气中的 C O
: 、

C H `
等微量气体急剧增加

,

据推算到 2 0 3 0年左右
,

其浓度将
-

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 2 倍
,

将导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 1
.

5一 4
.

5 ℃ ,

从而海水热膨胀和冰川融化
,

致使海平面平均升高20 一 1 40 厘米
。

大气环流对这种变化条件的适应
,

将使降水量发生变化
,

中纬
·

度大陆夏季干早频率增加
。

我国生态环境不仅受上述影响
,

还受酸雨
、

臭氧层破坏
、

水土流失等人类活动造成的威胁
,

特
-

别是我国地处气候与环境变化脆弱区
,

大部分粮食生产基地将不断受到气候与环境变化异常的猛
烈冲击

。

我国干早半干早地区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5 2
.

5 %
,

戈壁和沙漠面积占陆地总面积 1 3
.

6 %
。

据研究
,

近半个世纪以来
,

西北冰川退缩
,

湖水位下降
,

径流量减少
,

西北
、

华北和东非沙漠化

了约 5 万平方公里土地
,

而 目前潜在沙漠化土地约 1 5
.

8万平方公里
,

涉及 12 个省 (区 )
。

水资源也

是极严重的间题
。

世界发生气候异常
,

在我国上述地区常发生强烈影响
,

是世界上气候变率最大 的地区之一
。

另外
,

海平面上升
,

将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面临海水倒灌
、

土壤盐演化与影响沿海城市设施等河

题
。

这些地区是我国知识技术密集区
,

四化建设的基地
。

总之
,

气候与环境变化
,

已成为我国政

府各部门作出社会和经济发展决策时
,

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

我们必须在科学研究上
,

及早开始

进行
,

不能延误
。

这也是灾害科学必须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
、

紧迫性的重大课题
。

建议在中国科

学院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

升级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

组织多部门
、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

作为我国

建立灾害科学综合研究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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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e t

T h e t e n d e n e y o f d e v e l o P xn e n t o f m o d e r n s e i e n e e s h o w s m a i n l y t h a t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a r e 七u r n e d a e e e l e r a t i v e ly i n t o p r Qd u e t i v e f o r e e s
.

T h e s o c i a l s七a b i l i t y a n d p r o g r e s s e r e a t e p r o p e r e o n d i七i o n s f o r d e v e l o P i n g

P r o d u e t i o n
。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s e i e n e e i t s e l f h a s b e e o m e e r o s s i n g a n d

i n f i l t r a t i v e e a e h o t h e r , a n d e o m p r e h e n 习i v e ,

b u t t h e w o r k i n 七h e d i s a s七r o u s

s e i e n e e s h a v e m a d e p r o g r e s s s l o w l y a s a r e s u l t o f t h e f a i l u r e 切 t a k e f o r -

e e f u l m e a s u r e s a n d e o r r e e 七 p o l i e i e s , r e s u l t i n g i n h e a v y d i s a s t e r ,
h e a v y 1 0 5 -

:
s e s a n d 七r e a t t o t h e p e o P ] e i n t h e i r p r o d u e t i o n a n d d a i l y

.

T h e w o r k o f t h e

d i s a s t r o u 3 s e i e n e e n e e d s t o b e e n h a n e e d a n d d e v e l o P e d
。

I f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

t s w o r k w i t h o n e h e a r七 a n d m i n d
, a n d w i t h 3 u p p o r t i n g e a e h o t h e r ,

七h e

n a t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e a n b e e o n q u e r e d s u r e l y
。

( 上接 第80 页 ) 农药在指定 日期施用
,

并作为 E P I C模式耕作活动的一部分
。

三
、

模式试验结果

研究人员在美国大陆的 1 50 个地点和夏威夷的 13 个地点做了 E P I C模拟试验
,

并对水 文 和水

蚀因子作了广泛测试
。

尼克斯等人 ( 1 9 8 3 ) 的气象因子试验结果是成功的
,
库勒 ( C ol e ,

19 8 2)

等人的风蚀因子有限试验结果令人满意 , 琼斯等人 ( 1 9 8 a3
, 1 98 3 b) 报导的营养模式的结果很有

说服力
,
作物生长模式的局部试验 ( W i l l i a m s

,

1 9 5 3 ;
W i l l i a m 。和 R e n a r d

, 1 9 5 3 )结果 也可 以

信顿
。

确定模式对侵蚀敏感性的方法
,

是把作物产量与模拟期间50 年的累积侵蚀相连系
,

把最后得

到的线性 回归方程用于比较 50 年始末的预计产量
。

回归分析表 明
,

作物产量的增减取决于土壤和

气候特征及施肥率
。

在一些侵蚀率高
、

亚表土条件不 良的地区
,

作物产量比一般地区减少 40 %
。

实践证明
,

E P I C模式是可 以采用的
,

对于不同气候条件
、

土壤特点和管理措施引起的土壤

侵蚀
,

它都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

E P 工C模式从作物产量的下降程度上
,

也显示出它反 映侵

蚀的敏感性
。

除此以外
,

E P I C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有应用潜力
,

包括
: 1

、

国家土壤保护 政 策 的 研 究 ;

2
、

国家水土保持规划的制定与评价 ; 3 、

科研项 目的计划与安排
, 4

、

作为一个研究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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