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6076

10位ISBN编号：7030216075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马玉宏，赵桂峰　著

页数：3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前言

　　风险是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活动而存在的，人类经常会遇到地震、台风、火山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以及战争、火灾等人为灾害的风险。
灾害风险管理是对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估计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组合各种风
险管理技术，做出风险决策，从而对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妥善处理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期望以最小
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防震减灾事业的实质就是对地震灾害风险进行管理的工作。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起源于美国。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美国大公司发生的重大损失促使高层决策者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风险管理的概念、原理和实践逐渐从美国传播到加拿大和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
些国家。
近年来，我国在金融、经济等领域十分重视风险管理的工作。
在地震工程领域，虽然地震灾害风险管理的工作很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大多从地震危险性分析、震害
预测、损失估计等角度开展研究，即大多重视灾害风险分析工作，对灾害风险评价（如可接受的风险
水平）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目前国内外的相关书籍也大多是针对地震灾害风险分析中的某一专
题撰写的，而没有形成地震灾害风险管理与决策的整套研究体系。
此外，在目前的国内外高校土木工程学科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中，大多开设了《结构抗震设计》、《地
震工程学》等课程。
但是，这些课程多侧重于讲解各类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地震动特性与反应谱、结构动力特性及结构
地震反应分析等相关基本理论，而对地震工程的专业知识，如地震危险性分析、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方法、震害预测、地震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损失估计、可接受地震风险水平等知识的讲解则相对较少
或重视不够，从而造成了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不完整。
例如，大多数学生懂得使用“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但很少有人了解区划图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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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展地震灾害管理、防震减灾工作实质上是对地震灾害的风险进行管理，研究地震、对结构抗震减震
的最终目标也是将地震灾害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本书以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较为系统、完整地介绍了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的慨念、内容
和方法，从灾害风险分析、灾害风险评价、灾害风险管理三大方面，形成地震灾害风险管理与决策的
整套理论体系。
本书主要包括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地震基本知识、地震危险性分析、震害预测、地震经济损失估汁、
地震生命损失研究、防震减灾规划及应急预案、城市灾害管理、地震保险等内容。
    本书可供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工程力学等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研究生和高等院校的教师和
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工程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城市及企业的管理人员及保险从业人员参考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绪论  1.1  灾害基本概念    1.1.1  城市灾害的定义及分类    1.1.2  城市灾害的特点    1.2  灾害风
险    1.2.1  风险的定义    1.2.2  风险的分类    1.2.3  灾害风险  1.3  灾害风险管理  1.4  灾害管理  1.5  地震灾害
预测研究与风险管理    1.5.1  地震灾害预测研究    1.5.2  地震灾害风险管理    1.5.3  地震灾害预测研究与风
险管理之问的关系    参考文献第2章  地震及地震灾害  2.1  地震的成因及分类  2.2  地震的分布特征    2.2.1
 地震的时间分布特征    2.2.2  地震的空间分布特征  2.3  地震动与地震烈度    2.3.1  地震动三要素    2.3.2  
地震仪及其工作原理    2.3.3  地震烈度    2.3.4  地震动与地震烈度的关系  2.4  地震烈度的分布    2.4.1  影响
地震烈度分布的因素    2.4.2 极值的渐近分布率及地震烈度的概率分布  2.5  地震烈度的衰减  2.6  地震灾
害    2.6.1  地震灾害的分类    2.6.2  城市地震灾害的特点    2.6.3  农村地震灾害的特点    2.6.4  地震灾害的
成灾机制  参考文献第3章  地震危险性分析  3.1  概述  3.2 相关基本概念    3.2.1  潜在震源区    3.2.2  地震发
生的概率模型——泊松模型    3.2.3  震级一频度关系    3.2.4  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3.2.5  震级上限  3.3  地震
危险性分析方法的发展    3.3.1  国外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的发展    3.3.2  我国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的发展
 3.4  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分类  3.5  地震危险性分析确定性方法  3.6  地震危险性分析概率方法    3.6.1  基
本假定    3.6.2  分析步骤    3.6.3  地震危险性概率方法    3.6.4  地震危险性分析不确定性的校正  3.7  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3.7.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3.7.2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分级    3.7.3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步骤及具体内容  3.8  地震危险性曲线及危险性特征研究    3.8.1  烈度的危险
性曲线公式    3.8.2 中国地震危险性特征分区    3.8.3  不同地震危险性特征区内的地震烈度危险性曲线   
3.8.4  地震烈度发生概率的计算    参考文献第4章  震害预测  4.1  概述  4.2  国内外震害预测研究现状   
4.2.1  国外震害预测发展状况    4.2.2  我国震害预测发展状况  4.3  震害预测的分类  4.4  建筑结构的分类方
法    4.4.1  我国建筑结构的分类    4.4.2  美国建筑结构的分类  4.5  房屋建筑震害等级的划分  4.6  建筑结构
震害预测常用方法    4.6.1  经验分析方法    4.6.2  理论分析方法    4.6.3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震害预测   
4.6.4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4.6.5  基于地震动参数的震害预测方法    4.7  现有震害预测方法存在的问题  4.8
 震害预测的步骤    参考文献第5章  地震经济损失估计  5.1  概述  5.2  地震灾害损失及其分类  5.3  地震灾
害损失分析的概念、分类及数学模型    5.3.1  地震灾害损失分析的分类    5.3.2  地震灾害损失分析的数学
模型  5.4  地震经济损失估计方法简介  5.5  地震经济损失估计的累积损失法    5.5.1  直接经济损失分析   
5.5.2  问接经济损失分析    5.5.3  地震救灾直接投入费用    5.5.4  地震总经济损失分析  5.6  地震经济损失
分析步骤  5.7  地震经济损失风险分析    5.7.1  工程结构抗震设防标准决策分析基本变量    5.7.2  工程结构
抗震设防标准决策分析目标函数    5.7.3  最优决策模型的约束条件    5.7.4  抗震设防标准决策的数学模型
和分析框图    5.7.5  抗震设防标准决策分析    参考文献第6章  地震生命损失研究  6.1  概述  6.2  地震造成
人员伤亡的原因及死亡的主要形式  6.3  影响地震人员伤亡数量的因素    6.3.1  地震因素    6.3.2  环境因素
（含结构）    6.3.3  防范程度  6.4  减少地震人员伤亡应当采取的措施  6.5  地震生命损失的特征    6.5.1  我
国地震人员死亡的时空分布    6.5.2  地震人员死亡度与其频度的关系    6.6  地震生命损失估计目的及分
类  6.7  生命损失的货币衡量方法  6.8  估计地震人员伤亡数量的方法    6.8.1  不考虑结构易损性的方法   
6.8.2  以结构易损性为主要参数的方法      6.8.3  人员伤亡的动态估计方法  6.9  生命的地震易损性清单   
6.9.1  设计生命的地震易损性清单的原则    6.9.2  生命的地震易损性清单的基本内容    6.9.3  生命的地震
易损性清单举例  6.10  人员伤亡评估方法研究    6.10.1  几种伤亡评估方法的比较    6.10.2  人员伤亡估算
方法的研究  6.11  地震人员伤亡风险评估    6.11.1  确定社会可接受地震人员死亡率的方法及考虑的因素 
  6.11.2  几种灾害的人员伤亡率    6.11.3  社会可接受地震人员死亡率的建议值    6.11.4  考虑社会可接受地
震人员死亡率的抗震设防标准决策分析方法·    6.11.5  最优安全设防烈度的决策分析    参考文献第7章  
防震减灾规划及地震应急预案  7.1  概述    7.1.1  防灾减灾规划    7.1.2  灾害应急预案  7.2  城市防灾减灾规
划与企业防灾减灾规划    7.2.1  城市防灾减灾规划    7.2.2  企业防灾减灾规划  7.3  抗震防灾规划    7.3.1  抗
震防灾规划的基本内容及编制步骤    7.3.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    7.3.3  工矿企业抗震防灾规划的编
制    7.3.4  抗震防灾规划的贯彻与实施  7.4  灾害应急预案    7.4.1  灾害应急预案的分类    7.4.2  城市灾害应
急预案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素    7.4.3  城市灾害应急预案的组成    7.4.4  城市灾害应急预案的编制流程   
7.4.5  企业应急预案的编制  7.5  地震应急预案    7.5.1  地震应急预案体系    7.5.2  地震应急预案的制定和
批准程序      7.5.3  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写  参考文献第8章  城市灾害管理  8.1  概述  8.2  世界各国的灾害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理工作    8.2.1  日本的灾害管理工作    8.2.2  美国的灾害管理工作    8.2.3  澳大利亚的灾害管理工作    8.2.4 
印度的灾害管理工作    8.2.5  盂加拉的灾害管理工作    8.2.6  韩国的灾害管理工作    8.2.7  其他国家的灾害
管理工作    8.2.8  各国灾害管理工作比较  8.3  我国的灾害管理工作    8.3.1  我国灾害管理工作现状    8.3.2  
我国灾害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8.3.3  对我国灾害管理工作的建议  8.4  我国地震灾害管理工作    8.4.1 
地震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8.4.2  地震应急组织指挥、工作体系及职责    8.4.3  地震灾害事件的分级   
8.4.4  地震应急响应及启动条件    参考文献第9章  地震保险  9.1  概述  9.2  保险的概念及分类    9.2.1  保险
的定义    9.2.2  保险的分类  9.3  地震保险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9.4  国外地震保险    9.4.1  国外地震保险发
展现状    9.4.2  国外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  9.5  我国地震保险    9.5.1  我国地震保险发展现状    9.5.2  我国地
震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9.5.3  对建立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建议    9.6  基于地震危险性特征分区的地震
保险费率的研究    9.6.1  基本概念    9.6.2  地震保险费率的厘定原则    9.6.3  地震保险费率的研究现状   
9.6.4  基于地震危险性特征分区的地震保险财产费率的研究    9.6.5  基于地震危险性特征分区的地震人身
保险费率的研究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灾害基本概念　　灾害是致灾因子（事件）和易损性（脆弱性）共同作用造成
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过程，具有社会性、破坏性、突发性、连锁性、多样性和难预报性等特点，可用下
式表达：　　灾害＝致灾因子×易损性　　致灾因子是造成生命损失、财产损失与环境破坏可能的威
胁事件，是形成灾害的主要原因。
致灾因子可分为三大类：　　1）自然性因子，包括突发性的台风、大暴雨、泥石流、火山爆发、地
震等，以及缓慢性的干旱、沙漠化等，与其对应的灾害称为自然灾害。
　　2）技术性因子，如火灾、爆炸、交通事故、环境和农作物污染等，与其对应的灾害称为人为灾
害。
　　3）社会性因子，如战争、骚乱、凶杀、恐怖主义等，与其对应的灾害称为社会灾害。
　　易损性是指对能引发灾害的事件的敏感程度，也称脆弱性。
一个系统或地区脆弱性越大则受极端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越大，所发生的灾害程度也越大。
城市灾害易损性是指城市在面临灾害时，受到伤害或损伤的程度及敏感性，它反映了城市对灾害的承
受能力和敏感程度。
城市灾害易损性分析的目的是从城市整体构成角度出发，找出薄弱环节，以便有所侧重地采取综合减
灾措施。
另外，城市灾害、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模式随社会经济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有必
要了解城市现在及将来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情况，以确定未来城市易灾薄弱环节。
就地震事件而言，建筑物易损性是指在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强度的地震作用下，一个地区的工程结构发
生某种破坏程度的概率或可能性。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极端事件的出现都会发生灾害，只有在致灾因子和易损性并存时才能发生
灾害。
例如，在无人居住的山区发生地震，由于在影响区内没有任何人员和财产，所以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地
震损失。
 灾害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重大灾害可造成资源和产量的损失，增加政府
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的成本，迫使国家把资源由用于发展变为灾后的恢复。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

编辑推荐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可供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工程力学等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
研究生和高等院校的教师和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工程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城市及企业的管
理人员及保险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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