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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是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和应用价值,是山洪灾害理论研究和防治措施设计等方面的较好参考书。
山洪灾害防治区划的有关理论和技术方法解决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编制中出现的
相关技术难题,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治规划工作提供了指导。
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方案的提出为因地制宜制定我国山洪灾害防治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山洪灾害防
治试点工作也证明了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也将为今后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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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山洪灾害概念　　本书所称山洪灾害是指由于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
及由山洪诱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
其内涵包括：　　（1）山洪是山丘区小流域由降雨引起的突发性、暴涨暴落的地表径流。
山丘区小流域的流域面积原则上小于200km2，对于山洪灾害特别严重的流域，面积适当放宽。
山丘区小流域因流域面积和河道的调蓄能力小，坡降较陡，洪水持续时间短（历时几小时到十几小时
，很少能达到1天），但涨幅大，洪峰高，洪水过程线呈多峰尖瘦峰型。
　　（2）此处泥石流为由降雨引起的山洪诱发的泥石流。
泥石流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有丰富的松散固体物质、短时间内有大量水的来源和有一定坡度的利于
集水集物的沟状地形三个基本条件。
　　（3）此处滑坡为由降雨引起的山洪诱发的滑坡，指坡体的前缘高程低于历史最高洪水位，受到
山洪冲淘，或由于山洪水人渗滑体内，可能失稳的滑坡。
　　第二节  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区划必要性　　我国对山洪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我国山
洪灾害研究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山洪灾害问题逐步得到了社会上和学术上的重视，
研究和防治工作也因此得到了不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初步开展了1：50万全国环境地质调查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工作，并将山洪灾
害性评估的研究列入&ldquo;十五&rdquo;计划攻关课题，开始着手编制区域性和流域性的山洪风险图
。
但是，直到21世纪初，专门针对山洪灾害的有关调查和区划工作并未系统开展，全国缺乏对山洪灾害
防治的整体规划，远远不能适应防御山洪灾害的实际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近年来山洪灾害的不断发生与灾害加剧，山洪灾害防治越来越引起各级党政领导
和人民群众的重视，对科学研究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必须加大这方面的研究、规划和治理
力度。
因此，针对我国山洪灾害防治工作的问题和现状，进行相对系统的山洪灾害成因、时空分布、山洪灾
害防治区划等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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