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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洋灾害地质学》是我国第一部海洋灾害地质学的专著。
全书共分19章，第1章至第3章论述了海洋灾害地质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进展以及我国海域的灾害
地质环境，提出了海洋灾害地质分类和海洋地质灾害的分类分级方案；第4章至第17章对我国海域主要
的海洋灾害地质类型作了专题论述，专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类海洋灾害地质的孕灾环境、灾变机制、
发育规律与成灾过程、存在的或潜在的危险性以及防治对策等；第18章对我国海域海洋灾害地质类型
的分布规律与发育的基本特征作了简要论述，并提出了海洋灾害地质区划方案；第19章论述了海洋地
质灾害的灾情评估和风险分析方法，为海洋地质灾害的减灾防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海洋灾害地质学》可供从事海洋地质、环境地质、海洋工程和防灾工程等专业科技人员及
有关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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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例如，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的突破有赖于对地震规律的科学揭示，包括地震的成因问题（
地震孕育的深部构造环境、构造活动和构造变形的动力机制、地震发生与活动断层关系等）、地震的
机理问题（强震震源孕育发生的物理过程、强震孕育的构造物理基础、地震临界破裂失稳的非线性理
论问题、地震破裂失稳的物理力学成因与空隙流体的作用、地震破裂规模的决定因素等）、地震前兆
机理问题（地震与前兆的关系、地震前兆成因的微观物理力学机制、地震前兆复杂性的物理成因等）
以及地震前兆观测中的基础性问题等。
　　由上可见，只有加强基础研究，不断地揭示这些基本的科学问题，才能使海洋灾害地质学得以不
断发展。
　　三、重视海岸带地质灾害研究　　全球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大约60 km的范围内，约占地球
面积8010的海岸带向全球贡献出大约1/4的生物生产力，提供了90%以上的海洋水产资源和其他有价值
的生物资源（中国科学院海洋领域战略研究组，2009）。
海岸带目前已成为承受巨大压力的生态系统：一方面是来自沿海系统不断变化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来
自人类活动的干扰。
海岸带是现代地球系统科学的重要学科前沿领域，也是全球变化响应敏感区域和全球生态环境的脆弱
带，在为人类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占我国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2%的人口，创造出全国60%以上的国民经济产值
。
近二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大幅度增加，对海岸带作用
的强度也越来越大，在为我们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我国海岸带地质灾害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广泛。
其中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海面上升、地面沉降、滨海湿地退化等灾害，发生的地域广，持续时间长
，治理难度大，已对我国海岸带的生态系统以及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构成全面而持久的威胁。
　　迄今为止，我国陆地区域性灾害地质调查研究已经完成，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灾害地质理论体
系。
相比较而言，我国海岸带地质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程度较低。
自1980年以来，我国相继完成了“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等
以及近10年来若干重要的海岸带地质灾害的专项调查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但迄今尚未建立起可持续、系统的海岸带地质灾害调查研究体系，特别是在海岸带地质灾害防治领域
还缺乏足够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支撑，还不能适应沿海和海洋经济发展对减轻海岸带灾害工作
的需要，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
因此，在当前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要特别重视海岸带地质灾害的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加
强海岸带地质灾害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海岸带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判模型；在相应
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编制1：20万或更大比例尺的中国海岸带灾害地质图和风险区划图；研究和建立基
于我国特点的海岸带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预报系统等，这对于21世纪我国的海洋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
大。
　四、推动海洋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　国土资源部为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
的国家中长期（2006-2020年）科技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曾于2003年8月组织了“地质灾害防治领域重
大科学技术问题研讨会”（吴树仁，等，2004）。
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从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关键科技问题研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和风险评估与土地利
用、重大地质灾害治理与应急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的关键科技问题
、瓶颈制约和解决这些难题的若干重大科研计划，迄今对海洋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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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银灿 等所著的《中国海洋灾害地质学》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近几十年来海洋灾害地质领域的调查研究
成果，对这一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已取得的研究进展做了全面的阐述，对我国海域主要灾害地质类
型的孕灾环境、灾变机制、发育规律与成灾过程、工程危害及其防治等作了专题论述，简要地总结了
我国海域灾害地质类型的分布规律与发育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我国海域灾害地质的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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