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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洪水资源化》

前言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人类已进入全球风险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难以预料的全球性气候反常和难以控
制的自然灾害(印度洋大海啸、美国飓风及海侵、巴基斯坦大地震、马来西亚大地震等)时有发生，恐
怖事件接连不断，事故灾难频频发生，跨国性的重大疫情等不时出现，这一系列突发事件给人类带来
的灾难是沉重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刚刚闭幕的2006年国际减灾会议
上，会议主席沃尔特·阿曼博士说，当今，世界面临多方面的复杂风险，涉及自然灾害、技术、生物
化学、流行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地方病等领域，各种风险的处理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形
势下，国际社会必须有一种新的风险处理观念，一种跨领域、跨部门的风险处理方式，以便更有效地
抵御和减少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风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再加上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
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与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
素增加。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瞬息万变而又充满挑战和风险的时代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如何确
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和检验政府是否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试
金石，同时也成为各国学者日益关注的重大课题和施展才干的舞台。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
业委员会组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出版的《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国际丛书，为国内外学者系
统发表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详实介绍风险分析及危机反应案例等，提供了难
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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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洪水资源化》

内容概要

《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洪水资源化: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从全球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科学的角度出发，以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和自然一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与恢复力
为切入点，借助风险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灾害学、水利学等多个学
科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对流域沿线区域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对洪
涝灾害演进过程进行模拟，并且从生态风险综合管理、洪水资源化等方面探讨降低流域生态风险、提
高资源利用效益的具体措施，为流域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流域综合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洪水资源化: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可供流域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风
险评价与管理等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科研人员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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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陕西省渭河流域资源环境概况1.1　陕西省渭河流域概况1.1.1　地形地貌渭河是黄河的
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三省，在宝鸡凤阁岭附近流入陕西省
，自西向东流经宝鸡、咸阳、西安、渭南，于潼关注入黄河（刘秉正等，1996）。渭河由西向东贯穿
关中平原，南靠秦岭，东临黄河干流，北至子午岭、黄龙山与陕北黄土沟壑区相连，全长818km，流
域面积13.5×104km2，其中在陕西省境内总长502.km，流域面积达6.71×104km2。宝鸡以上为上游，
河谷狭窄，川I峡相间，水流湍急；宝鸡峡至咸阳为中游，河道宽，多沙洲，水流分散；咸阳至潼关为
下游。河道淤积严重，比降较小。陕西省渭河流域有两大地貌单元：一是黄土高原，主要分布在延安
地区，总面积2.2×104km2，海拔900－2000m，其中大部分地区为黄土覆盖，由于水流侵蚀，多被切割
得支离破碎，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二是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
长约420km，南北宽约120km，总面积4.51×104km2，占省内流域总面积的2/3，素有“八百里秦川”之
称；地势西高东低，渭河干流横穿盆地中部，由两侧山地向渭河依次分布有山前冲积洪积平原、黄土
台塬地和河谷阶地等地貌类型，以北的阶地比较完整、宽大，以南的阶地除西安以南的比较完整外，
一般都狭小、残缺（王晗生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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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洪水资源化: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国际丛书。当
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从“9.11”、SARS、印度洋地震海啸、南亚地震巨灾
、吉林石化双苯厂大爆炸，到北京京广桥路面大塌陷和来势汹汹的禽流感，人们不得不将风险与危机
作为当今社会的紧迫问题看待。为了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系统地反映国内外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专
家的科研成果，推动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水平的提高，《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国际丛书由中国灾害
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组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额资助出版。本丛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
大面积、高标准、高水平、有特色，突出学术性、实用性、创造性、新颖性、先进性、代表性，使本
丛书成为全世界风险分析与危机反应界人士重要的知识宝库，成为该领域国内外科学家科研成果的缩
影，在国内外形成审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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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书，包含的内容多，实用性强
2、这本书不错，学习了再来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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