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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关于内陆洪水灾害的文章提供了内陆洪水灾害的一般规律，各章节通过对具体洪灾案例的分
析，对人们现有洪水灾害认识进行了综合评估。
本文对洪水规律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当发生洪水或缺少洪水时，会怎样给生活在河流走廊区域的人类
和生物群落带来灾害。
本文不同章节分别是由地质学家、土木工程师、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生物学家撰写。
我之所以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为某一专题撰写文章，目的是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共同对世界范
围河流流域特性发生变化而带来的灾害进行研究。
整篇文章选择了三个流域：美国和墨西哥的科罗拉多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孟加拉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流
域作为典型，来说明内陆洪水灾害的规律。
随着人类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居住在河流走廊内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对河流系统的压力也在不
断增加。
因此，有必要对自然河流与受到工程调节的河流产生洪灾的规律进行认识。
一方面，洪水灾害将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减少生物多样性和使更多的生物处于濒危状态
。
另一方面，这也更说明了研究洪水灾害的必要性。
在此，我谨向每一位为本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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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陆洪水灾害》共19章，内容极其丰富，几乎包括了内陆洪水灾害相关问题的所有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内陆洪水控制与减轻内陆洪灾损失的新观点、新认识，代表了国外当代防洪减灾的最新成就
。
相关方面有10多位相关专家参与了全书的编写，综合阐述了内陆洪水灾害问题中水、人类、生态的相
互关系。
主要强调了洪水的实际控制、洪水过程及其效应、人类、水生物及临水人类生活社区的防洪措施。
显然，这是一个多学科相关联的领域，因此《内陆洪水灾害》的编辑出版引起了气象学家、生物学家
、植物学家、土木工程师、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及水文学家的广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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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内陆洪水灾害　　1.3　河岸带　　当洪水在河岸带对人类构成了危险或者危害时，洪水
灾害就发生了。
河岸带包括低洼地、滩地以及发生100年一遇洪水时沿河道两岸滩地上生存的生物群体。
河岸带与浅水河道紧密相关。
沿着河岸带生长的森林植被削弱了阳光照射，从而对地面特性和水温产生直接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给河道提供不同大小的有机物质，包括营养物质、动物栖息地等；改变河床糙率进而
影响河道水力学特性和泥沙运动特性；提供给鱼类幼苗所需要的低流速的浅水环境；增加河流外岸部
分的糙率；滞削洪峰，积蓄泥沙和营养物质等。
森林植被还能通过其发育的根系增加河岸的稳定性。
河道的侧向侵蚀以及漫流引起的侵蚀和淤积破坏了原有的生物群落结构，并为新物种的侵入创造了条
件。
　　宽阔的河流谷地具有一种缓冲带的功能，它对于减少水流泥沙流量随时间的变化幅度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也对于减少与之相关的进入水流中的化学和营养物质变化至关重要。
地下水可被储存在流域谷地广大的地下储水层，在具有粗颗粒河床物质组成的河流里，侧向储水带可
以延伸3公里以上，河道与侧向储水带的局部水流流动交换可能产生一种暂时性的溶解氧、营养物、
氨的浓度变化梯度，这种变化梯度可能对水生无脊椎动物及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
洪水期间水流漫溢使流速减缓，当水流含沙量高时泥沙发生沉积，而在含沙量低时泥沙颗粒又被重新
带走。
Dune等人在研究亚马逊河流域河谷泥沙输送规律时发现，在河槽与滩地之间的横向泥沙输送量超过了
流出该河段的总泥沙量。
就洪水灾害而言，河滨的各种植被都与河道断面形态及相应的洪水输送效率等存在相关关系。
植被通过增加糙率和水流对河岸与河床的剪切强度、减小洪水流速、增加泥沙沉积等因素来影响河床
形态。
反过来植被也可能受河床形态变化的影响，这种河床形态变化可能是由于来水来沙条件变化所引起的
。
例如，泥沙沉积就会增加植被密度甚至改变植被种类。
　　滨河生物群体沿河岸下游呈增加趋势。
河流的生物连续性概念强调流域河流中纵向连接的连续性。
河流连续性是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即河流系统中各种物理变量表现出一种组成生物群落所适应的自然
条件变化连续梯度。
这种相互适应性导致生物调节的连续性，最终在这种岸边生物群落的作用下，产生了连续的生物调节
，造成沿河流产生有机物质的携带、输运、利用及储存的一致模式（图1.2）。
比较起来，河流与森林植被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洪水波动变化则主要反映在河流滩地与主河道之间的侧
向联系，它着重体现了季节洪水对形成冲积平原所起的增强作用。
河流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表明一个河流冲积走廊的生物群落已经适应该河流通道的特定生化过程，包括
洪水重现特征及特定河段的洪水局部特性。
居住在洪泛平原的人们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措施减少洪水灾害，包括在洪水期临时迁出危险区、限制洪
泛区的土地利用，限制河流的洪水泛滥等。
现场资料和模型实验都证明，大多数复杂多变的生态系统都与河流冲积环境中的洪水波动变化相关联
。
这样，在河流冲积环境中考虑洪水过程及其灾害就显得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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