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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1979年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制订了一个在气候影响科学领域
的研究和发展计划。
在1976-1977年，包括大平原、上中西部和沿太平洋西北部在内的美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近期以来非
常严重而又短暂的干旱情况。
这次干旱促使内布拉斯加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一个以研究为主的机构，主要研究上述和类似地区的干
旱影响，以及研制农业防旱策略。
我获得了参加与该项目相关的工作机会，并制订工作内容，准备工作组的前期材料。
尽管我把研究生的课题重点放在气候变化和干旱气候学上，但我的意图是把几个气候有关领域中的干
旱研究作为唯一课题，并定为我的职业生涯研究方向。
这个工作组承担两个干旱研究项目，研究方向是评价政府的干旱应对政策。
25年来，我一直从事干旱研究工作，并撰写相关论文。
这个研究课题魔力般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因此，作为一个气候和地理研究者，我一直致力于做这类课题研究。
针对“自然”灾害的监测、应对和为应对做准备等方面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越来越激发我的研究
兴趣。
为什么干旱这个概念这么令人费解？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科学界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为什么政府部门面对干旱总是措手不及？
为什么政府部门没有一个处理干旱问题的政策？
从科学和政策两个方面观察，在有关改进社会管理干旱的问题上，大部分问题的处理方面，已经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与干旱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中，诸如水的综合管理、可持续发展、气
候变化、缺水、环境恶化、边境（边界）用水冲突、人口增长和贫困等问题，研究还很肤浅。
《干旱与水危机：科学、技术和管理》试图通过研究干旱的复杂性，来揭示科学、技术和管理在解决
防旱管理相关问题和世界范围内水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
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在旱情监测、检测，以及把信息传输到各个层次的决策者面前等方面，已经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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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越来越肆虐的旱魔，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主动应对。
本书提倡的干旱风险管理的理念，是进行防旱减灾的有力思想武器。
围绕这一理念而阐述的干旱多重属性、监测预警方法、抗旱机构能力建设、抗旱规划编制方法以及抗
旱新技术、新研究成果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应用经验等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译者期望本书能给我国防旱减灾工作带来帮助，提高防旱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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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综述干旱作为一种灾害：了解它的自然和社会属性1.1 概述干旱作为一种难以把握的
自然灾害是由于缺乏降水产生的。
在一个季节或更长的时期内，当降水量比期望的“正常”值少且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时，干旱就
发生了。
干旱是否会演变成旱灾，取决于它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和环境的影响。
因此，了解干旱的关键是了解它的自然和社会属性。
干旱是正常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正常气候变化之外的现象（Glantz，2003）。
后一观点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把干旱这一复杂现象当作稀遇的随机事件。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个人、群体、经济、地区和生态受干旱影响的风险程
度（wilhite，2000）。
改进干旱对策和危机对策的规划比危机发生时再采取措施会更具有前瞻性，也会更高效，更能使得水
资源管理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减少政府不当的干预。
因为前者目标在于降低风险，而不是在于应对危机（Wilhite等，2000a；见第5章）。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从自然特征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来讨论干旱这一术语。
有关干旱这一术语的概念、特征和影响的讨论会为读者全面了解干旱这一复杂现象及其如何影响人类
和社会提供一个基础。
相反，人类社会正确或不当使用自然资源，以及政府的不当政策，都将使这种自然灾害更加恶化。
换句话说，我们鼓励使用全局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应对干旱。
这些讨论对于理解本书第二部分“科学和技术”的作用部分以及第三部分中各类案例研究的内容是非
常重要的。
我们用“灾害”这一术语来叙述干旱这种自然现象，同时，用“灾难”这一术语来叙述干旱给人类和
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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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干旱与水危机：科学、技术和管理》试图通过研究干旱的复杂性，来揭示科学、技术和管理在解决
防旱管理相关问题和世界范围内水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
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在旱情监测、检测，以及把信息传输到各个层次的决策者面前等方面，已经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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