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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旱灾害长期预报》

前言

　　我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水旱灾害损失占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大部分，长期水文预
报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水旱灾害预测是一项重要的非工程措施，在防灾减灾事业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范垂仁、夏军、张利平、李秀斌四人的专著《中国水旱灾害长期预报》是一部
集方法、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其特点是：在针对我国历史旱涝灾害系统分析、深入研究
和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从天文、气象和地理等各方面探寻水旱灾害的成因机制和发展规律，提出了相
应的预测方法，其中既包括常规的预测方法，又包括作者自主创新提出的危险区法、太阳黑子年月比
例系数法、日月食代码值法、综合系数法和属相年法等定性和定量的预测方法。在对特大旱涝巨灾及
超长期预测方面，提出了通过日、月、地三球相对位置和可公度网络图等方法，详细阐明了各种预测
方法的适用条件、预见期及优缺点等。书中通过高度概括的文字和图表，列举了许多预报案例，集作
者多年从事科研探索和长期水文预测实践之大成，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书中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对国
内外早涝巨灾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进展和突破。该书的出版将有
利于促进我国旱涝灾害长期预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水文气象长期预报和系
统水文学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辞辛苦，矢志于水文预报攻坚，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该书是作者对40多年来预报实践经验的总结，既有理论研究，又有预报方法、预报实例，还有预
报效益分析，是一部难得的水旱灾害中长期预测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将对我国水旱灾害预测事业的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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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旱灾害长期预报:理论·方法·实践》共分十章。第一章综述了水早灾害长期预测的重要性与
必要性、国际国内研究前沿、水旱灾害中长期预测的流程等；第二章介绍了天体物理学旱涝灾害预测
法；第三章介绍了旱涝灾害预测的大气环流特征量法；第四章介绍了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系统分析方法
；第五章介绍了基于相空间的中长期水文预测；第六章介绍了综合系数预测法；第七章介绍了洪水峰
现时间长期预报方法；第八章介绍了谚语预测法；第九章介绍了中长期预报方法在干旱、粮食产量和
水资源中的应用；第十章介绍了早涝预测的集成发布与效益分析。“危险区法”、“黑子年月比例系
数法”、“日月食代码值法”、“综合系数法”、“鼠相年法”等旱涝巨灾定性、定量方法是作者独
创的，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中国水旱灾害长期预报:理论·方法·实践》适用于省地县农业、水利
部门及基层水文站，可供全国务大中型水库发电厂应用，亦可供海洋、天文、地震、气象、保险、农
业、电力等部门有关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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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综述　　第一节　水旱灾害长期预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水旱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和带来的巨大损失已经成为世界性关注的重大问题。来自国际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
期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水旱灾害事件频发并重的阶段。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世界上受旱灾影响
的人口最多；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受旱灾人口明显下降，受水灾人口急速上升；90年代后期
～2002年，不仅受水灾人口居高不下，而且受旱灾人口再攀新高。从水旱灾害事件发生的区域看，35
％发生在以季风气候为主的亚洲地区，29％发生在非洲，20％发生在美洲，13％发生在欧洲，3％发生
在大洋洲。根据国外有关的统计资料，2002年全球因灾死亡10576人，其中亚洲8570人，占81％。死亡
成因中洪水占42％。同时资料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因灾死亡人数约为发达国家的l3倍。而从经济损
失来看，洪水造成的损失占了50％。　　我国地理气候条件特殊，人口众多，降雨量在时空上的分布
相当不均匀，水旱灾害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灾害损失占各类突发性
自然灾害总损失的30％以上。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干旱化有
关的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干旱化使20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上游的年天然径流量
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24．4％，在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下游实际径流量减少68％，致
使黄河连年断流，每年经济损失超过100亿人民币，其中胜利油田减产8％。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非地
区连年干旱，使22个国家的2．5亿人口遭受百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21世纪水资源将成为制约全球
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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