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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水灾害系统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典型复杂系统。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洪水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与日俱增。
近年来，人们在总结经济发展与洪水灾害相互竞争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新的防洪减灾策略，这就是，
对洪水灾害进行管理，调整人与水的关系，由“防御洪水”转向“洪水管理”，实现人水和谐。
洪水灾害风险管理是洪水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它是分析、评价、预防和处理洪水灾害风险的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
因此，洪水灾害风险管理，对减轻洪水灾害损失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洪水灾害风险，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建立起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洪水灾害风险
管理的理论框架。
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洪水灾害风险的形成机制，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由洪水灾害危险
性、洪水灾害易损性和洪水灾害灾情组成的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系统，以此为基础把洪水灾害风险管理
的系统理论进一步展开为洪水灾害危险性分析、洪水灾害易损性分析、洪水灾害灾情分析和洪水灾害
风险决策分析四个具有相互联系的部分。
本书从工程的观点和实用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系统理论、洪水
灾害危险性分析方法、洪水灾害易损性分析方法、洪水灾害灾情分析方法和洪水灾害风险决策分析方
法，给出了大量的应用实例，并尽可能反映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
　　作为作者们六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本书共分7章：第1章为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的基本
概念和研究进展，由魏一鸣、金菊良执笔；第2章为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的系统理论，由魏一鸣、黄诗
峰执笔；第3章为洪水灾害危险性分析方法，由金菊良、黄诗峰执笔；第4章为洪水灾害承灾体易掼性
分析方法，由金管生、魏一鸣、范英、张林鹏和金菊良执笔；第5章为洪水灾害灾情分析方法，由魏
一鸣、杨存建、陈德清、黄诗峰和金菊良执笔；第6章为基于历史灾情数据的洪水灾害风险分析方法
，由黄诗峰、魏一鸣执笔；第7章为洪水灾害风险决策分析方法，由魏一鸣、金菊良和黄诗峰执笔。
魏一鸣负责本书的构思和统稿。
　　本书可供从事灾害管理、风险管理和洪水管理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管理人员、科研工作
者阅读和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值得指出的是，在全书的撰写与课题的研究中，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但是受知识修养和理论水平所限，书中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术前辈、各个领域从事洪
水灾害研究的专家以及同行学者，不吝赐教，是作者衷心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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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水灾害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洪水灾害风险是由洪水灾害危险性、洪水灾害易损性和洪水灾害灾情组成。
全书从工程的观点和实用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洪水灾害系统理
论、洪水灾害危险生分析方法、洪水灾害易损性分析方法、洪水灾害灾情分析方法和洪水灾害风险决
策分析方法，给出了大量的应用实例，并尽可能地反映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
　　《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理论》可供从事灾害管理、风险管理和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工程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阅读和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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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一鸣，1968年3月生，江西安远人，工学博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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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一鸣教授长期从事管理科学的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资源与环境管理、复杂系统与复杂性。
在资源开发战略、能源与环境政策、灾害评估与管理、复杂系统分析与建模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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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内滞型洪水灾害：指地势低洼、紧依江河、仰承江河沿线的、湖群水网地区内发生的暴雨
或洪水，由于区域排水不畅使得大面积区域积水造成明涝，或由于长期积水，使区域地下水水位升高
造成区域渍涝灾害的现象。
内涝型洪水灾害多发生于湖群分布广泛的地区，如中国的洞庭湖堤垸区和太湖流域。
1991年太湖洪涝灾害就是典型的内涝型洪水灾害。
　　（4）行蓄洪型洪水灾害：指山谷或平原水库以及河道干流两侧的行洪、蓄洪区（它们通常是一
种天然的洼地或人工湖泊）由于河道来水过大难以及时排出而被迫启用，从而导致人为的空间转移性
洪水灾害。
从牺牲局部、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观点出发，以小的行洪、蓄洪区的淹没损失换取江河堤防的安全是
一种重要的防洪减灾手段。
行蓄洪型洪水灾害是一种可控洪水灾害，通过洪水的优化调度和管理，达到最大的减灾效益。
例如淮河干流上的蒙洼、城西湖、城东湖蓄洪区。
　　（5）山洪型洪水灾害：泛指发生于山区河流中暴涨暴落的突发性洪水灾害。
它影响范围较小，但由于山区地势起伏大，具有洪流速度高、冲刷力强、历时短暂、挟带泥石多、来
势凶猛、破坏力巨大等特点，且常伴生泥石流灾害，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山地自然灾害。
据估计，平常年份因洪水灾害死亡的人数中，有80％是由山洪造成的。
山洪的发生，有暴雨、融雪、冰川消融等多种因素，其中以暴雨山洪最为多见。
由于山洪通常在夜间暴发，因而更具威胁性。
　　（6）风暴潮型洪水灾害：指台风或热带气旋伴随着大风暴雨登临海岸上空并引发海岸洪水，造
成堤岸决口、海潮人侵或受高潮影响和潮水顶托、海水倒灌，导致河水漫溢、泛滥的灾害。
中国海岸线长18000多公里，台风每年平均在沿海登陆9次，因此多风暴潮型洪水灾害。
在渤海湾与黄海沿岸北部，春、秋过渡季节的寒潮大风均可引发风暴潮。
1992年特大风暴潮袭击南起福建北至辽宁长达几万公里的海岸，受灾人口达2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约
占当年洪水灾害总损失的四分之一。
在风暴潮洪水灾害中以溃决型最为严重，1895年4月风暴潮袭击渤海湾，大沽口建筑物几乎全毁，整个
地区成为泽国，死亡2000多人。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港湾，也深受风暴潮型洪水灾害的影响。
例如，1970年11月孟加拉湾风暴潮，夺去3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无家可归；1972年6月飓风使美国佛
罗里达州及东部各州死亡122人，损失14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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