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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更新也更加迅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形成

了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它们使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人类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其中以气象科学为中心的各学科交叉研

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它们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我

们人类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当中。为了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并

掌握这些科学知识，我们组织编辑人员编写了这套《学生气

象知识丛书》。

《学生气象知识丛书》共分为１５册，全套丛书运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前气象科学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内容涉及到气象科技的发展简史、人工影响天气以

及气象与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人类的健康活动等各个方

面的联系和影响。在本套书中，揭示了大量有关气象的科

学奥秘，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我们

力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拉近气象科技与当前青少年的



距离，将之打造成具有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青少年

科普读物。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

在一些错误和纰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指正。此

外，我们在部分书中引用借鉴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与著

作，我们已经与之商讨了相关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无法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在这里深表歉意。希望本人及

知情读者及时告知我们，以便于我们寄发样书及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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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与气象灾害

第一节　走近气象灾害

一、气象灾害概述

（一）气象灾害的概念

气象灾害就是指大气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建

设及国防建设等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它是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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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生灾害之一。

（二）气象灾害的特点

气象灾害的特点是：①种类多。主要有暴雨洪涝、干

旱、热带气旋、霜冻低温等冷冻害、风雹、连阴雨和浓雾及沙

尘暴等其他灾害共７大类２０余种，如果细分；可达数十种

甚至上百种。②范围广。一年四季都可出现气象灾害；无

论在高山、平原、高原、海岛，还是在江、河、湖、海以及空中，

处处都有气象灾害。③频率高。我国从１９５０～１９８８年的

３８年内每年都出现旱、涝和台风等多种灾害，平均每年出

现旱灾７．５次，涝灾５．８次，登陆我国的热 带气旋６．９个。

④持续时间长。同一种灾害常常连季、连年出现。例如，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华北地区出现春夏连旱或伏秋连旱的年份

有１４年。⑤群发性突出。某些灾害往往在同一时段内发

生在许多地区如雷雨、冰雹、大风、龙卷风等强对流性天气

在每年３、５月常有群发现象。⑥连锁反应显著。天气气候

条件往往能形成或引发、加重洪水、泥石流和植物病虫害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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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产生连锁反应，⑦灾情重。联合国公布的１９４７

～１９８０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人员死亡达１２１．３万人，其

中６１％是由气象灾害造成的。

（三）气象灾害的危害

气象灾害是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而且经济越发展，

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越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气象灾害

在各类自然灾害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全球气象灾害在自然灾

害中所占比例。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３０年中，

全球出现的气象灾害约占自然灾害发生数的６２％，如果加

上气象因素诱发的灾害，则所占比例高达８５％。据有关权

威资料记载，建国４０多年来，我国因灾害死亡人数呈急剧

下降的趋势，但由于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

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按照１９９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２０世纪的５０年代自然灾害年

均直接损失为４７６亿元，６０年代为５６４亿元，８０年为７６０

亿元，９０年代前半期为１０００余亿元，而９８大洪水造成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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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１６６６亿元，从而使９０年代的经济损

失达到２６６６亿元。据有关专家对各类自然灾害造成损失

的分类分析结果表明，洪涝、干旱是我国自然灾害中最大的

心腹之患。

二、气象灾害记事

（一）２０世纪世界十大自然灾害

１．北美黑风暴（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１日）。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１

日凌晨，美国西部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

有的黑色风暴。这场黑色风暴整整刮了三天三夜，形成了

一个东西长２４００公里、南北宽１４４０公里、高３４００米的迅

速移动的巨大黑色风暴带。黑色狂魔移到哪里，哪里的肥

田沃土顿时被携带而去。狂暴所到之处，溪水断流，水井干

涸，田地龟裂，庄稼枯萎，牲畜渴死，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次

黑风暴起源于加拿大西段边界和美国西部草原地区。在最

初的几个世纪里，由于资源相当丰富，那些开发者们毫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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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顾之忧”，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但是，经过

若干时间的过度开发，大自然终于发怒了。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１

日，这里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色风暴。人

类听到了自然界的严厉警告。黑风暴从５月９日刮起，前

后持续了三天三夜，横扫了美国２／３的大陆。在高空气流

的作用下，尘粒沙土被卷起，股股尘埃升入高空，随风向东

越过北达科塔、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１０多个州。从西部的

沃尔斯堡刮到东边的沃耳巴尼，最北到圣保罗，最南达纳希

准耳，形成了巨大的灰黑色风暴带。

２．秘鲁大雪崩（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１日）。秘鲁位于南美洲

西部，拥有一望无垠的海岸线，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它又是

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著名的安

第斯山脉的瓦斯卡兰山峰，山体坡度较大，峭壁陡峻。山上

常年积雪，“白色死神”常常降临于此。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１日，

这里发生了一场大雪崩，将瓦斯卡兰山峰下的容加依城全

部摧毁，造成两万居民的死亡，受灾面积达２３平方公里。

２０时３０分，不少人都已沉睡于梦乡之中。突然，远处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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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雷鸣般的响声。随即大地像波涛中的航船，顿时失控，在

疯狂、猛烈地颤抖着。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房屋便东倒

西歪、吱吱作响地坍塌下来。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地震灾祸

已经降临。那些还未及逃离屋子的人们，都被压在倒塌下

来的乱砖碎石之中。忽然，又一阵惊雷似的响声由远至近，

从瓦斯卡兰山峰方向传来。一会儿，山崩地裂，雪花飞扬，

狂风扑面而来。原来，由地震诱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巨大雪

崩爆发了。刚遭受地震袭击的容加依城，人们惊魂未定，又

被随之而到的冰雪巨龙席卷，大多数人被压死在冰雪之下，

快速行进中的冰雪巨龙，又使许多人窒息而死。这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悲惨的雪崩灾祸。

３．孟加拉国特大水灾（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７月，孟

加拉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连日的暴雨，狂

风肆虐，这突如其来的天灾，使毫无任何准备的居民不知所

措。短短两个月间，孟加拉国６４个县中有４７个县受到洪

水和暴雨的袭击，造成２０００多人死亡，２．５万头牲畜淹死，

２００多万吨粮食被毁，两万公里道路及７７２座桥梁和涵洞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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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冲毁，千万间房屋倒塌，大片农作物受损，受灾人数达

２０００万人。水灾的发生，加剧了人民的贫困程度，联合国

就此展开了两项粮食供给计划。仅一项计划的实施每年就

要耗资２０００万美元。这样巨大的损耗却仍未得到政府的

重视。水灾给人民带来的不仅是贫困、饥饿，同时也滋生了

大量的细菌。各种疾病在受灾区流行，约有８０万人染上痢

疾，近百人丧生。这无疑又使孟加拉国人民的生活雪上

加霜。

４．印度鼠疫大流行（１９９４年９、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９、１０

月间，印度遭受了一场致命的瘟疫。泉神节过后的第二天

苏拉特市医院接收到３０名病情相似的患者。起初医生并

不知道病人患的是鼠疫。但接二连三有人死亡，又传来马

哈什特拉附近的拉杜尔流行鼠疫的消息，这才意识到一场

灾难已经降临。一时间，火车站、汽车站都挤满了成千上万

的逃难者。３０万苏拉特市民逃印度的四面八方，同时也将

鼠疫和这种恐惧的心理带到了全国各地。不到两周时间，

这种可怕的瘟疫已扩散到印度的７个邦和新德里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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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流行，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这种恐惧犹如大火一

样，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中止了同印度的各项

往来。这对印度来说，经济方面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据

有关方面统计，用于治疗和预防鼠疫方面的费用就高达数

百亿美元。

５．喀麦隆湖底毒气（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１日）。１９８６年８月

２１日晚，人们正在酣睡之中，突然一声巨响划破了长空。

不少人还没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晚，位于非洲喀麦隆西北部，距首都雅温得４００公里的帕

梅塔高原上的一个火山湖———尼奥斯火山湖，突然从湖底

喷发出大量的有毒气体，它犹如泛滥的洪水，沿着山的北坡

倾泻而下，向处于低谷地带的几个村庄袭去。次日清晨，水

晶蓝色的尼奥斯河突然变得一片血红。草丛里到处躺着死

去的牲畜和野兽。湖畔的村落里，房舍、教堂、牲口棚完好

无损，但是街上却没有一个人走动。走进屋里探个究竟，令

人震惊的一幕映入眼帘，那里都是死人。死者中有男人、女

人、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从幸存者的口里，人们知道了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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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生的经过，伴随着昨晚飞响的，还有一股幽灵般的圆柱

形蒸气从湖中喷出，整个湖水一下子沸腾了起来，掀起的波

浪袭击湖岸，直冲天空，高达８０多米，然后又像一柱云烟注

入下面的山谷。这时，一阵大风从湖中呼啸而起，夹着使人

窒息的恶臭将这朵烟云推向四邻的小镇。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场灾祸中，至少有１７４０人被毒气夺去了生命。加姆尼

奥村受灾最为严重，全村６５０名居民中，仅有６人幸存。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专家们一致认为，喷出的气体主要

有二氧化碳，而恶臭则来自硫化氢。

６．伦敦大烟雾（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４日，伦

敦城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连续的浓

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

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期

间，有４７００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８０００多

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１２月４日，

一个气旋中心到了伦敦以西几百公里处，沿着通常的路径

向东南方向移动。上午风速变小，云层几乎遮蔽了整个天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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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时至中午，乌云把太阳全部遮住，伦敦上空阴霾弥漫。

１２月５日，伦敦处于死风状态，空气中积聚着大量的烟尘，

经久不散，风太弱又无法带走林立的工厂烟囱与家庭排出

的各种有害的烟尘。于是，大量的煤烟从空中纷纷飘落，美

丽的泰晤士河谷被烟雾笼罩。雾云在城市上空悬浮了５

天，逐步变得更脏和更有毒。伦敦市中心空气中的烟雾量

几乎增加了１０倍。烟雾使数千受害者患了支气管炎、气喘

和其他影响肺部的疾病。最后，到１２月１０日烟雾散去时，

估计已有４０００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年长者。

７．百慕大地区神秘灾难。“百慕大魔鬼三角”名称的由

来，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１９飞行队在训练时突然失

踪，当时预定的飞行计划是一个三角形，于是人们后来把美

国东南沿海的西大西洋上，北起百慕大，延伸到佛罗里达州

南部的迈阿密，然后通过巴哈马群岛，穿过波多黎各，到西

经４０线附近的圣胡安，再折回百慕大，形成的一个三角地

区，称为百慕大三角区或“魔鬼三角”。在这个地区，已有数

以百计的船只和飞机失事，数以千计的人在此丧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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