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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山西省是各种自然灾害较多的省份之→。

本书首次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了有史料记载以来，山西省发生的

系列自然灾害。汇集了丰富的资料，融贯各有关专业的最新研究成

果，揭示了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环境条件、扩展过程、规律特点及减

轻灾害的措施对策。全书共分八篇，内容包括气象灾害、干旱与洪水

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病虫草鼠灾害和水土流失灾害等.

本书可供有关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序

《山百自然灾害》今天和读者见富了，这是响应 1990-2000 年"国际减灾十年"市

编写的。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提失，是不以人钉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存在。大家都还记得 1976 年唐山地震，辑时间将一座历史悠久的中等城市

变为废墟。世界上多次发生雷电击火烧毁大面积森林，火山爆发、泥石流的发生电雪

崩、地裂断层、暴雨造成的大江大河决堤，以及表作物大面积的病虫害等等，都会给人

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在漫长的社会历史长河中，人类为了自救生活，曾在劳御吉

然灾害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份，并逐渐如深了对它的认识，由长时期的听天由命，转变为

积极防治，弘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这就使人们对自然异常现象的认识从观念上起了深

刻的变化。

搓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靡提高，人的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也逐步深化，目前人妇对自

然异常现象，有些认识较深并能进行理测和防御，有些黯还达不到准确预测和有效防

御。嚣此，应当看到，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一旦造成灾害，除了和自然异常现象本身的强

度等E素有关外，也和当今社会的抗灾能力有关，同样能自然异营现象，由于不需的 E

家或地区防挥能力不同，所以造成的灾害程度差别是银大的。 E 前或在今后较长的时期

内，对于一垄自然异常现象仍然难以避免，那么要想减少这些自然异常现象造成灾害，

或者将灾害碍低到最低限度，重要的问题是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增强社会的抗灾能

力。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然市，也

是一个各种吉然灾害较多的地区。这就要求我幻必须在远景规划、国土开发、各项建设

中注意防灾这个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山西的各项建设旗利进行，使山西人民在

和谐的大自然环境中生存。

1990- 2000 年是"国际减灾十年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根据各吉的国情和特

点，积极采取措施，并广泛褂作，互相交流，共同对付白然灾害的拉战。在此之际，山

西省计划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编写了《山茜自然灾害》这本书，系统地

，研究总结了有史料记载以来山西的一些主要吉然灾害，这也是我11'1对"罢际减灾十年"的

积极响应和具体行动。它必将对中百的经济建设、环境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为今后更深

入地进行这方窑的专题研究奠定基础。

我们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将进一步推动山西防灾工作的颇剥开展，使

w西各种自然灾害的提失藏轻到最纸程度。

主 f乏户'1989 年 8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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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山西省是各种自然灾害较多剖省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世世{-t代的劳

动人民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付出了沉重的代铃，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丰富的
经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减轻自然灾害，提高人民的防灾意识，增强全社会的防灾
能力，总结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史实，研究提出一些对策和措腿，便成为人仨不可忽视的

一个重要问题。
对各种自然灾害的研究，前人作过不少的工作，得出一些有益结论。但从灾害学角

度综合性地研究出西的自然灾害，并提出捂应的减轻灾害的对策措施还没有过。因此，
编辑出捏一部《出西自然灾害)).是非常必要的，必将产生巨大民社会效益。

2. 1988 年 5 月，有些同志提出把自然灾害作为国土整治的一个研究课题的建议，

得到省计划委员会的重视，进丽又联系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有关科技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讨论了此展课题的意义及研究宗旨。邀请郭雅儒出任主编，确定了《山西自然灾害》编
辑委员会成员。

1988 年 7 月，召开了各篇章作者会议，通过了各篇的章节，讨论了编写中应注意

的问题，安排了进度和完成的时期。在这次会议上确定增加病虫草鼠和水土流失灾害的

内容。

1988 年 11 月，受主编委托，由副主编负责，召开了各篇章作者会议，讨论了编写

过程中遇到的闰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1989 年 4 月全书现稿。
3. 全书共分八篇，第一篇介绍山西自然环境及国土开发史，望土开发与自然灾

害。第二篇到第七篇，分别对六种主要的吉然灾害进有论述。交情模述力求资料确切;

灾情去己实由于资料较多，由作者作一定归纳，力求在不舍资料的情况下达到精琼;规律
特点力求依据充分，解释合理;减轻灾害的措璋对策，力求结合山西实际，以便有关部
门参考费用。第八篇问题和震望，只能说是提出了一些问题，以引起社会重视，问题的

解决还有待今后各方面的努力。

各篇章完成后分裂送请有关专家学者审稿。第一篇至第七篇分别由山西财经学院琼

敦义醋教授，山西省气象科研所王余初高级工程师，离京市商海大学于维忠教授，太原

工鱼大学李世温教授，山西省地矿局韩凤才、孙富国高级工程师，山西省农业办公室杨宝茎

副研究员，丘l西省袁业科学院史光中高级农艺师，出西省水利厅李远芳高级工程师审稿。

4. 各篇章的学科柱贯差弄较大，南各篇章的作者又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式如论述

风格，持到是论述，风格很难一致，国此，在最后修改和审定时，基本上保留了各篇章票
有的方式和岚格。

5. 全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山西省有关部门租单位前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涉及内容广泛，编写水平有限，不是和进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数评指正。

《山西昌然灾害》结辑委员会

198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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