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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库"前言

Y 东一隅.史你峙 lli . 怜南丈{巳 . 理远 i班长.采

中 j京之 椅料 . 纳四海之新风 ， 融汇乒华 . 自唱来革 .

在中华六文化之体独树 一市千百年来 ， 为华蔓土

明的 l/j 史长巷精添了绚丽先阜 、 耻重浑厚的盟章 .

进入 19 世吃的南粤， 以其得天蚀"-纯地理环增

加人在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在资本的摇篮和资产

阶辑新寻想的启 章之地继而且'h资产阱盟民主革

命和军-在国内革命战争的草源地和很强地.整个

靳民 主 主立革命时期 ， 产东人 民在反对帝回主 义、封

建主义 和'官自昏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 . 可

歌可过 . 用 鲜血写下丁无噩N.嗣千柱的史诗 . 业绩

埋撞 . 噎当 嚼剖青史 在芳丸运 .

析中国成立且来 . 广东 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 摧枯拉朽 . 奋j，(型，l! . 在社金主义物，贾丈明

理性和 销神 文明建世中卓有建树.当 中国社会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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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迫-会听的历史阶段 . 广东作为国革改革开

放先行-步的试睡宙旺.被置干中国现代经济建设发展的前

泊，沿吐草、开融、挥幸之路吏飞量进 ; 历十年 III 辛 ，章章

烈r..... ， 创造丁中国经济 在展史土的空前伟绩.给南大地.勃

勃生机 . t昏 花争睛 ， 硕果罩罩 .

际此历由遭变的伟大时代 ， 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 .有

必要进 -步认识峙筒、研究峙南 ， 回踵拎商的风云变 '1 . 扭

寻铃甫的历史走向 . 执而 更有利于费设协商 . 在们编辑出版

" ，岭南文库"的目的 ，耻在于于学人 时 属不纯研究成果主困地.

并帮助广大敢者才在挠地了 解岭南的历史文化 认识其过告句

现在 . J}. 而由茸茸国量乡的热情 . ，曾 ;!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s

高自曹远 瞩 . 集且往开来"

"峙南丈库' 涵盖棺是峙南(广东 iV.且与广靠在历史上、

地理上有密切关罪的-些峙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 .

包括历史政 市、是济发 4臣、社全文盐、白棋骨理和人物传田

等方 面 .jf J}. e; f'i.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
典籍，编桂盐 择，选 f非主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11'

在选辑之如'1 • 

"‘争前文库 " 书 E 为 350 钟左右 ， 计剧在五至七年内将主

要门提的重点书野 基本出齐.以后陆费补充 ， 使之埋渐成为

一牵辑为#全呻地城性百科文库.并作为 一 jjt有价值的文化

鞍罩 . 在祖阴丈仕宝库中占 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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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 ft " 品于现恶 t是习然主害频发的主 要根

叫人口 膨烂 、工业 't 、城模~~， 以及人类对自然

伤晴 句 坏'童的东合 理马f Y.t利用.进一 步诱史和加剧

了 自 问虫害的政变强走却用噎 . 产重h，膨响着国 民

1 

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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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芹的稳定发 " 如社会的安定用草 。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提.

当今人类 E临的最紧迫台务 之一. 就是 要加强 付 g /塔 克害 的

研究.提高防主 、 才瓦宜、 j主主柜力 .最大眼硬地减好自然究

与事造良崎人民丁舍时产的损失。 为口 强唔罩 、 环城的管理和保

护 j专制人 υ 增长和人类活动才勾坡的时织 . 乃是当哺控制

和列( fl' 自然 '!d早 的根本书证 。 r 先是我国最旦纯经准开放 区.

经进黄达 . 人:-.i、 城镇 27 草， 可时又是白棋 手Z害频吱区 町 因

此提高自然只 奋的防 站段中 ，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危要 .更

具有重要意又)

1世!戒轻臼 然 5度害，首先必须认识自然 灾害. 了依自然吏

害的分布和形月号规棒 ， 提高防吏、戒吏意识 . 早在 2000 年前.

《 老于 》 一 书 曾经指出‘祸兮福所情.福兮祸所1<气提出丁

福与祸 〈叩虫害)钓叶立与特1t 是手，也就是说毫兴利除害 

J人草种竟立上 ft . 战荒草是造福 e 目前 .虽 然户东年年受灾，

但对自然贺喜且其成害程度的再究尚不够深入，王今还没有

一本 习F z草地反映 r 东 自 然究窑的历史和:m1， 柱的文雄奇科.为

此 ， 中山大学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组织 一些专家， 根据近年来

r 泛调查和研官所积累 的友量资料，撰写了这本 《 广 东的自

黠灾害 )，献给r 大读者 .

本书重点 itii 了广东自黠灾害的美军和特征 、孕究环哇，

在美虫害的时空分布、弄成规律且其对经济走 展。与影 响 .并

提出 了减束对策 . 全书 35 分+ 二章， 第一章论述自 古民 灾害 的

主义、分类、危害且减 1史研茸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广东的

孕究环坡、虫害特点和地律茸茸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s 第二章



论述广神、 各委 tl 暗?可喜 且 z 锵凹'曾论述"靠的;\，;j(性气阜灾

害 . 包括 台风 暴雨、筐南大 风冰雹、穿卷风等交赛。 第

五章论述气幌 吃害!J_岳 f 阜‘ f民 y且阴市和房事 B 第 六章 ji

连水旱灾害，""'1< 兰沌失 : 第 4 童i1?::i圭诲，至 虫害 · 包括风暴潮

和乔溯虫害 。 'ß 八 章论哇地'"灾 害 j旦括地霞、 'U 悄地盾寅

害和人为地质变号彭:草 巳章论述 生物主事 ， 盹拈鼠菁、南虫

害、士:尊... ;;，咔火变 ， 优 l'幸论述是骨性 灾事 rr岛东的可地

1)有 . 包括草 'li 土才、 F 吨 i 'i 法均水资茸的地串在资t flL z f再卡

一章论述广东自棋究与事';:制 a 解斗 二 章怆 it 咒事 f到 21 和戒灾

对 簸 ，

我们希望非 43 1内止咽不江性提业一份夺忻匾给文献 . 而

目有助于增强~ *i主 者 <t 目民 K 事拘丘响v、矿、 . 提 EE E专寅或

究意识司叶 仅 4号望哇月广实在有关邻半部门制 EI'E 济 it

q要 规划 h硝究可划提 34 --tE参考依培 . -if1.. ~在]iJl.才、1<植为广东

的 " 国际础?可牛丝" 活 ιb起到措波助掘片作用 且严1 为卢草

的;咸宜工作趾在 w 执 啕

4怀书撰写人~ :7-工0: F : 
主编 z 需品提 副主竭 g 叮锵喀.

撰写人，第一 、 二在提:i: \i; .第三章叶喃唔 ，1\ 四章第

一、 二 、 归书 LE 卦辑、罹垣 3F . t宫 内蒙嘻 二 节和~丘章仲最

啦，曹 大章R'。告 . 结七零甘南鸣 - 2胞 ，、 if{ 法 .第 九号在罩

粤i 络、部 芷青 草 i -j害草-节 tt ，自鸣 . 第二二、 1 节时埠咽.第

才 一辈彼时口 镇「二审廿 m 呜 .

不 仍在工作过 程 t和 3 春到六量丈献资忡，革在每章 "过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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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中附有部分来公开走幸的奇科外，在 il 后杭出 I 巳正式

皮表掬主要交融目录. 由于引 ，1f 责科草乒 未盹一一列出所

有参考文献 • tF î:劳资者于四审解 .

本暂的出版得到"冷南文库"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 谨此

表示衷u感晴1.鉴于我 η收罩的资料不完全，写件水平也有

限 . 桔中 辑占蜡军在所疆免 - f桌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

果必聪

1 9 92 年 12 归 24 8 于 中山大学



目录

前吉

第一章绪论

事一节 自然l'害的定立和类型…….. ..…. . ..… 1 

第二口 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4 

鄂三节减'X研究的必要性 … ….. 7 

第二章 孕灾环境和自然灾害特征……... ... . . . ..• 12 

第 17

宵
节
二
三
啬
手

第
第
三
第

第"

广东的孕宽环境….. . . .. ... .. …. .. . . . . 12 

广东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 19 

白然贾害时f'京经济的影响……… 23

自然灾害史 ………… ….. 27 

十罕芬〈吉史………………… 28

第一节水吏<t…-…………….. . . .. .... . . . .• 36 

第二 75

第四节

第五 iy

第六节

第七节

风吏史 ……… . 50 

持峰在害虫 · … ……"刷

出爸在害虫 … .. ………·白

地震灾害虫…"…"…………………… 72

虫、鼠、 使灾害史· …….. .…. 8. 

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寄~ /\节

第四章

事节

第二肯

第 ....:.. W

w;四节

第五章

第一 15

第二节

第三节

饥饿灾害史 . .. . .. .... .. .........……… 91 

突发性气象灾害 .. . .. . . .. .. . . .. .. • ... . …… . 99 

气靠灾害的分类与地区叶布…… … 99 

台风'火苦…… · … … 103 

暴耐宽害' … ….. ...……… . 118 

周地强风暴究寄……·…………... ... 130 

气候灾害…………....………...... ..、"……. 144 

「丰气候*害…........ ....... …… …… 144 

低温阳副主喜"… … ... .. ......… ....... 152 

冲需 ……….. .……......……….. 160 

第六章水旱灾害与水土流失…汀a …….. ................... 169 

第节 Jj( 早在吉慨况 3 …………川 叫"….. 169 

第 1 口 洪涝占百……… ……….......…. 171 

<;f\兰协

第四肯

第扛节

第七章

第节

第1 节

第二节

水土亚失……………· ………... 175 

罕寅…………… ………… l8 l 

防*现状及规剧， …………... ...………..... l B:1 

海洋灾害….... ..……...........…… ·…..... 189 

(' 11、海洋虫害的将 tze…·国……… . ......... 189 

台风暴潮灾害

赤潮

190 

198 

第八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 p

地质灾害 … ...…....... .....……-… 202 

E 

地质灾害类型………·………..… 202

跑震

山地地质虫害… ...…

204 

208 



第四节 人为地质灾害 ·……"……… …… 21 3 

第九章生物灾害… . ..….. ...... ..……… 24 2 

第 17

"
们
俨
抖
p
u
p

二
三
四

第
第
第

生物灾害分布且真恃征...... ..,.....……….... 24 2 

鼠害、水稻病虫害和恶性杂草页害"…. ..…...... 244 

柑桔黄龙病害 … …....... ...…….. 250 

来林病虫害 ………. . . ..…………...... 251 

第五TJ 森林火吏 - …υ………"………….. 256 

259 

259 

响影能可的东广对害灾性势趋
妇
们V

书
节
+
节
在
阜

章
一
二
二
一

+
第
第
第
十

第
第

第 i~'

第二节

第十二章

第一 13

第二节

第二13

第四节

海平面 k开 " 

环境污主任 …..………...... .………… 26 3 

点资洲的潜在危机…- …... ...………… 28 2 

广东自然灾害区划…… … ……...... 289 

区划的原则 …·…............…............... 289 

区划的方军 …… …….....………… 29 0 

灾害的预测与对策… . ..……… 29 9 

史害的战略防御对草........ .....……….. 29 9 

'k害的 E程对策-…-……. 302 

'k害的社会学对策…… ........ 304 

防灾减业管理系统… ..…….. . … 30R 

擎嗜立献 …. ..……... …………………·…… 311 

3 



第一章绪 论

第一节 自然灾害的定义和类型

锻而言，凡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租生存条件

的各类事件都叮以称之为宽害，而灾害的宜生，一

是自然变异的结果， 是人为影响所造成，我们称

前者身自然灾害，后者为人为灾害 . 地球上的自然

变异过程是千变万他的，无时无地不发生的.当自

然变异强度达到人类难以抗拒， 以至对人类的生命

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危害时，便构成自然宽害.人

类插副吁能加剧和引发白蜡灾害.由人类活司弓l发

的自然宽害，陈为人身自然灾害， 实质上，自然吏

害就是自然变鼻过程对人类社会经济最统严生危害

性后果的事件。 强大的自然灾害常号i盘 ← 连串的其

他吏吉 而构成灾害群或灾害链‘在吏害链中起主

导作用的1(吉林为原生灾害，而由它诱发出来的吏

害称为次生古害. 自然灾害发生后，连可能导生出

一系列真他灾害， 即衍生吏害。例如，一次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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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害，地震是原生灾害M 它诱发的滑坡、海啸等灾害则 ;Ig恒

生灾害.而地震发生后 可能出现的挠、杀、抢等犯罪行为

阳瘟瘦蔓延等 . EIJ衍生直害"

民广义牵说，自然定害既包括短时间的突发性灾害，如

台风、暴潮、 ìJ\Jt 、地震、提白捷、}/;卷风等.真发展迅速.

来势凶猛，易造成人员俑亡和严重破坏;也包括长时间的缓

变性宽吉.相干早、内涛、连阴雨、水土流失等，这类灾害

影响范围大，呵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z 还有 种是演变周期

更长的趋势性吏害.如海面1:J卜上地抄漠业、 士壤盐旗化、

环撞污JIl和中态变异事，这类灾害可能构成极大的潜在危害.

狭义而言，自然灾害通常是指成灾过程不超过→年的突变性

相缓变性灾害，

且上述可知.自然在害是由各忡自然变异和人为影响所

造戚.按足成因吁l1J分为 6 大费 2

( 1)大气主害 主要囱大气圈变异所造成，如卡早、 洪

谱、 台风、 暴雨、理潮 、 冷害、高温、连阴雨、雪暴、 雪崩 、

哗雹、}/;卷风、霄耐大b鸣 、 酸雨等。

(2) 陆地吏害: 仨要由岩石固变异所造成，如地震、 Lh

崩 、 滑坡、 ìil'.li 流、业l1J喷发、地裂缝、地面沉降 、 在土流

失、主地抄漠化、土填盐渍化、水污染和土壤污~等。

(3)海洋>Jc:害主要由 Jt圈变异活动J所形成，如风暴潮、

海啸 、 海浪、赤潮、海阵、晦水入侵、梅岸侵蚀、海面上升、

海洋污串等.

问)生物吏吝 主事由生物阳变异所引起，如鲤菁、病



虫害、鼠害、毒草、 生物污染 、 生志环境恶化等.

( 5 ) 天文灾害 由于天体引潮力相太阳活动 《如太阳黑

于、磁罪、太阳微拉流等〉的变异.可能引发或加剧大气、海

洋灾害.而天体变鼻活动也可直接造成灾害，如陨石坠蔼、天

悻冲击、小行星碰挠、火球流等e

(6)人为白帽'iI<:害: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 ， 如地面

沉阵、地陷、地裂缝、在土说失、革库地震、矿井突水、森

林火究、环境污染等。

广东地处热带、 亚热带，又面临海洋，自然灾害频繁，吏

种也较多，主要宽害拥表 1-1 所示 . )1;中叫大气主害最多.

台风、暴潮、洪溃、 干旱灾害最严重.

表 1→ 1 广东自然灾害类型

要型 自然虫害忽称

台风 、 暴南、洪荡 、 子孚、低掘霜I摩 、 监阴

大气灾害 帽、寒露且需降i矶 、 雷雨大风 、 周也 . 冰笆‘Jt

卷风 、 高温、 醺丽

酷地灾害
地震、 山湖、滑放、坦石流、 地面沉降、 地裂

缝 、 水土流失、王穰盐精化和沙漠化.地氟扁

梅佯灾害
风暴糊、海啸海浪、 梅雾、白f<\ 、 季风潮赤

湘、梅水入侵、 梅雨上升、海洋污弟是

生物灾害
煌害 、 农作啕病虫鲁、森林睛虫害、果树嗣曳

宫、 且害、毒草‘生物币2丧

人为自然灾斟~ . 地面配降、地陷、地裂缝、 1眨石流 、 }j(土流失 ‘
水库地震、矿井赞水、森林火灾、环场白第

3 



第二节 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自然灾害是当+人费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 ， 官严重地

威胁人类的生存，世界各国政府对于自然虫害虫其叶社会相

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引起极大关在.而且这+问题已成为国际

科学界所瞩目的重大研究课题. 因此， 198 7 年 12 月 1 2 日第

12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69 号决议，指出"认识到减轻自然

灾害的影响和危害，对圭人类、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

足.并确定 20 世纪 90 年代 J3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年";

1 989 年联合国卫通过第 44/236 号决议和"减灾卡年"国际行

动纲领，号召 "j匾泣致的国际行动.以减轻由于自然灾害.

如地震、风暴 (热旋风、 周风、龙卷风、台风〉、 海啸、洪在、

滑坡、火山喷1蓝、 自然大火、 盟友、干旱与沙漠化.以且其

他自然虫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经济失调气 1989

年 4 月我国成 Z f "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其宗旨是响

应联告国倡议.积极开展减灾活动.增强全民、全社会减灾

意识，提高防灾 、 抗灾、救灾能力，减轻自然灾害损生.到

本世纪束达到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30%的目标.

| 白然贯害自占以来就是人类的大敌·官破坏人类赖以生

| 存的生态环撞，在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影

i 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未来十年可能面临自然灾害群
! ;茸的新时期， 自然环堤正在日趋忠化， 1 万多种动植物面临灭
1 绝的危险人类中在受到新的威胁.据联合国公布的材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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