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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人口急剧膨胀、资源严重短缺和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挑战。
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作为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之一，地质灾害在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伤痛，留下了许多不堪回首的
记忆。
而今，人类活动随其规模与强度的不断增大，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干预着地球表层演化的自然过程，导
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
在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域内，地质灾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综合的地质作用，使地质环境产生突发的或渐进的破坏，并对人
类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地质作用或事件。
由于灾害地质学是一门尚处于发展之中的新兴交叉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灾害地质学的研究范
畴、主要研究内容等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对地质灾害类型的划分也不尽相同。
从灾害事件的后果来看，凡是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产生影响或破坏的地质事件和作用都属于地
质灾害的范畴；从致灾的动力条件来看，由地球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也可看做地球外动
力的一种形式）而使地质环境发生变化的地质现象和事件均可归属于地质灾害。
由此看来，地质灾害的种类应包括火山喷发、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
塌陷、瓦斯爆炸与矿坑突水、地球化学异常导致的各种地方病、沙质荒漠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
、黄土湿陷、软土沉陷、膨胀土胀缩、地下水污深、洪水泛滥、水库坍岸、河岸和海岸侵蚀与海水入
侵，等等。
中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仅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范围广，且有日
益加重的趋势，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矿山地质灾害和土地荒漠化等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0亿元人民币，由于地质环境的恶化而引发或加重的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间接
损失更是无法估算。
因此，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多学科、跨部门联合攻关，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地质灾害研究对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轻地质灾害损失，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已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灾害地质学”课程多年，并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其他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也相继开设了“灾害地质学”。
虽然国内外有关地质灾害研究的论著和文献很多，但国内迄今还没有专门用于开设“灾害地质学”及
相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作者于1996～199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见到了BarbaraWMurek等人所著的
“DanserousEarth——AnIntroductiontoGeologicHazards”（1997）一书，遂萌生了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介
绍给国内读者的想法，但仔细阅读后感觉其内容并不适合作为我国高校地学类专业“灾害地质学”课
程的专用教材，况且中国的地质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高且危害严重，地质灾害的研究程度也比较
高。
因而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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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灾害地质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对灾害地质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对自然作用和人为活动影响下形成的主要地质灾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较全面
地介绍了各种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方法和防治措施。
    本书共分12章。
第1-3章，分别介绍了地质灾害的概念、类型及分布，地质灾害灾情评估与减灾效益分析，地质灾害减
灾对策。
第4-12章，详细论述了地震灾害、火山灾害、斜坡地质灾害、地面变形地质灾害、矿山与地下工程地
质灾害、表生环境地球化学异常与地方病、土地荒漠化、特殊土地灾害、地下水资源恶化、海岸带地
质灾害等各类地质灾害的特点、形成条件与机理、影响因素、发育规律和危害方式，对不同类型地质
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与减灾对策等进行了系统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开设文理
科公共选修课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此外，本书还可供从事灾害地质、环境地质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参阅，对各级国土部门、环保部门和
工程建设规划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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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质灾害的概念、类型及分布从地球演化史的角度来看，地质灾害作为一种地质过程始终存在
于地球的历史中。
而且，最具破坏性的地质事件恰恰又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正常功能。
例如，地震和火山喷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球表面形态的高低起伏；空气和水的作用虽然可以引发
沙暴、洪水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但这些作用又是土壤养分的重要补给过程。
正是这些可以翻天覆地的地质事件使地球成为宇宙中已知的惟一存在生命的星球。
地质过程时刻都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地震、滑坡和地面塌陷等地质过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些地质过程的影响则是复杂而微妙的
，如山体抬升对小气候的控制作用、火山喷发对大气层化学成分的影响、洪水对形成肥沃土壤的贡献
等。
由于地球是一个动力系统，很多地质过程具有危险性，因而它们对于人类自身及其居住的环境可能会
产生负面影响。
人类相对于自己居住的地球显得既渺小又伟大。
在地震、火山喷发等剧烈的地质过程面前，人类表现得无可奈何；而人类违背自然地质规律的主观活
动又使地球表层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地质过程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既微妙又显著、既有益也有害。
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地质资源加剧了地质过程的变异，反过来又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
地质灾害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属性，不同类型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又有其自身的规律。
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已成为当今地球科学领域一门重要的学科。
1.1 地质灾害的内涵、属性与分类1.1.1 地质灾害的内涵（一）灾害的基本涵义1.灾害的定义与类型灾害
是由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起的不幸事件或过程，它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
与环境造成危害和破坏。
联合国减灾组织（unitedNationDisasterRe&lc.tionOrganization，UNDRO）（1984）给灾害下的定义是：
一次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为集中的事故，事故发生期间当地的人类群体及其财产遭到严重的威胁并造成
巨大损失，以至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联合国灾害管理培训教材把灾害明确地定义为：自然或人为环境中对人类生命、财产和活动等社会功
能的严重破坏，引起广泛的生命、物质或环境损失；这些损失超出了受影响社会靠自身资源进行抵御
的能力。
按成灾条件，灾害可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大类。
自然灾害的种类十分繁多，它们的空间分布范围和表现形式各异，其形成条件包括两个方面：（i）自
然动力过程或自然环境的异常变化；（ii）受灾害影响的对象，即人类生命财产以及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资源与环境。
在一次灾害事件中，前者可称为灾害体，后者可称为承灾体或受灾体，二者的对立统一便形成了灾害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灾害地质学>>

编辑推荐

《国家地质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系列教材·灾害地质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开设文理科公共选修课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
此外，《国家地质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系列教材·灾害地质学》还可供从事灾害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参阅，对各级国土部门、环保部门和工程建设规划部门的专业人员也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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