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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数千年委底市内的洪涝、干旱、低温冷害、冰

冻、大风、冰雹及雷击等气象灾害史料，并闸述了各种气象灾

害的发生规律、分布特点及成囚，提出了趋利进害、防灾减灾

的对策，是一本适用性科学性强的科技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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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气候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人类在不断地改变着气候 ，气候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人类。

气候灾害对人类的危害正在日益加剧。 认识和掌握气候变化

的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生产和生活对气候的不利影响，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把气候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予以合理开发

和利用，兴利除弊，造福人类，是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课题。

委底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臣海洋 700 多公里，

深处内陆。在季风和地形的共同支配与影响下，水、热时空分

布不均，冬有短寒，夏有长热，春温多变，雨量集中，有涝有早，

反映大陆性气候特色较浓，旱 、涝、风、雹、雷击等灾害性天气

频发。但也有丰富的气候资源，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认识和掌握委底的气候特征，合理的开发利用类底的

气候资源，无疑对委底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该书是气象科技工作者经历长期资料积累，查阅浩瀚的

历史文献，爬山涉水，勘察气象灾害现场，一丝不苟地搜集了

从公元前 1766 年至今的气象灾害史料，经去伪存真，归纳整

理而成，书中阐明了各种气象灾害发生的特点、规律及成因，

提出了防御各种气象灾害的对策措施，为指挥防灾抗灾的正

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一部难得的科学史书。

我相信〈委底气候灾害志》的出版，对于婪底社会经济各

界认识委底气候特点，合理开发利用粪底气候资源，最大限度

地减少气象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等都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建议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认真阅读此书，认识

和掌握气候变化的规律，为促进全市经济的稳步、健康、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 00 二年十一月于委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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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昌

"凡，直接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自然异常事

件称为自然灾害。气候灾害是自然灾害中的一个重要灾害

类型。人类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前进和发展，人类为了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与自然作斗争，并谋求对人类有利的

生态平衡。 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经常遭到自然灾害的破坏，

正是人们不断与之斗争才推动了自身的生态进化。经历与第

四纪冰期冰天雪地斗争使原始人类走出森林进入洞穴，学会

了怎样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觅食和生存，提高了人类对气候的

适应性 。 灾害在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人类创造了文明，

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类组

织起来防御和减轻灾害的斗争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 人类社

会发展就是一部人类与灾害拼搏的斗争历史。

在悠长浩瀚的中华典藉中，留下了先辈们遭受灾害折磨

的血泪疾苦。 "垃龙出水，山洪爆发， 漂没民庐，死者元弈，久

不雨，天大旱，赤地千里，婷尸载道……"在方志史书中屡屡可

见。

类底地处湘中腹地，位于欧亚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大

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同时又处于世界两大构造带交汇部，致灾

因素多，加上生态环境的长期破坏，使得类底成为气象灾害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经济实力较弱也使承受抗御和灾后恢复能

力也较差。

为了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妥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与

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把减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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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中去;继续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的基本方针，

增加投入，加强防灾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的指示

精神，由类底市气象局长吴齐家主编，副局长何登科、办公室

主任贺爱吾 、高级工程师陈者验为副主编 ，王艳青、谢友文、肖

新凡、吴丰色林、李永成、彭磊、刘久国、刘志雄、段红梅等参加的

编写旗子，搜集整理了晏底市境内历年的洪涝、干旱、低温冷

害、冰冻、大风冰雹、雷击等气象灾害及气象衍生灾害如地震、

泥石流、森林火灾、病虫害等等灾害，归纳提炼升华成《类底气

候灾害志》。 也是委底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中国管理科学院

研究员陈者验从 1956 年至今 46 年心血的结晶，从青年到白

皮，从元到有，亲自建立气象站，观测、调查、考察，四处搜集史

料，积累了五十多万字的气象灾害资料，并整理归类编写初

稿，为本志提供了蓝本，凝束 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全

市气象科技工作者多年观测、调查、考察，辛勤劳动的血汗 。

方使本志在短期内得以正式出版。为各级领导指挥决策防灾

抗灾救灾提供了科学依据。是一本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防灾

减灾的工具书。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南京气象学院冯定

原教授、中国气象局苏振生教授、委底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科

院研究员李云才、省气象局局长祝燕德、副局长常因刚高级工

程师、副局长刘家清和原省气象局副局长曾庆华高级工程师、

市档案局贺志副局长等领导专家的支持指导，成书后又承蒙

中共类底市委副书记赵协卿同志作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匆促，难免有许多疏漏，甚至谬误之处，祈请领

导专家与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不断补充完善。

编著者

二 00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2 



b. 1996 年 7 月 19

日，冷水江市洪水人

城冷水江大厦被淹，

水深 l 尺

淤涝灾害

b. 1996 年 7 月 18 日中午，新化县

城关镇街道被淹，超历史水位 5.6

米



[> 1996 年 7 月 19

日，冷水江市街道被

洪水淹没情形

<] 1996 年 7 月 18 日新化

县城关镇最大的街道，火

车站路被淹

<] 1996 年 7 月 18 日，

新化县城资江东岸被

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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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旱灾害

c> 1992 年 7 月 7 日-

11 月 6 日的特大干

旱，涟源珠梅乡四介水

库干捆的情景

<J 1992 年 7 月 7 日一·

由 11 月 6 日特大干旱，涟

源市珠海乡四介村株

木扩村民小组晚稻干

死的情形



/::::"1992 年 7 月 7 日一11 月 6 日特大干旱，新化

崇山水库干酒开诉情景

1> 1992 年 7 月 7 日

-11 月 6 日特大干

旱，持续 123 天，涟

源市珠梅乡四介村

株木大扩底开白诉

的情形



[> 1992 年 4 月 7 日

大风冰雹冷水江禾

青房屋倒塌

大凤冰雹
<J 1992 年 4 月 4 日双

峰县大风 19 米/秒，

龙田乡宋运生家房屋

被大风冰雹摧倒，连根

拔倒

<J 1992 年 4 月 21 日涟源雷

雨大风三甲乡龙民村三组梁

化短房屋摧倒情景



[>1998 年 4 月 11 日 13-

20 时，大风 29.8 米/秒，

委星区大科乡直径 30cm

大树被大风摧倒，连根拔

出

<1 1992 年 4 月 21 日 23-1 时 ，

涟源市雷雨大风冰雹，三甲乡

龙民村一株树围 90cm 水桐树

连根摧倒

<1 1998 年 8 月 19

日 23 时 41 分大

风 20.4 米/秒，

涟源钢铁厂河畔

大树被连根拔起



也 ιjal

61991 年 12 月 28 日积雪，

小麦被雪盖

c> 1989 年 1 月 18 日，

委底气象局大雪，积

雪情景

瓢'雪灾掌i

\7 1991 年 12 月 28 日积雪

使道路受阻

<J 1985 年 1 月 28 日，委

底气象局观测场积雪情

景



冰冻灾害

- <J 1991 年 12 月 28 日双

峰县冰冻，极端最低气温

-1 1. 7'C 

.6. 1991 年 12 月 28 日，委底市雨淤积雪

压断树枝

<J 1991 年 12 月 28 日，委底市

雨漱压坏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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