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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气候变化的事实、趋势和影响，介绍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理论、方法和案例，重点在
海平面上升领域和冰川融化领域展开气候变化的影响、计估和适应对策的讨论，并且结合案例进行分
析。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以“实用、适用”为特色，
其中的适应行动和对策建议探索出将适应气候变化活动纳入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的有效
形式和途径。
希望《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的出版有助于公众增进
对气候变化现状和适应政策措施的了解，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同时，增强政府在适应气候变
化领域的能力。

　　本书可供相关行业和地方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供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的科研与
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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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一个国家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信息不畅、设施薄弱、社会动荡、权利分配和资源利用不均
衡，那么，该国就缺乏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且其适应能力具有高度的脆弱性。
小岛国和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对海平面升高和暴雨的抵御能力较差。
且适应能力有限。
例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对季节性洪涝、干旱、粮食供给、渔业、健康的气候变化影响就
相对比较脆弱。
我国西部12个省区几乎全部位于极强和强度生态脆弱区，面积约占全国生态脆弱区总面积的82％；我
国农业的脆弱区也在中西部，对干旱和区域性洪涝反应敏感，适应能力弱；我国沿海高程5m以下的海
岸脆弱区有8个，从北到南都有分布，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黄河j角洲地区最为
脆弱；我国水资源较脆弱的地区有海河南系、徒骇马颊河、黄河龙门至三门峡区间、黄河伊洛河流域
、淮河下游、太湖水系、闽南诸河、海南岛及南海诸河，其脆弱性高的主要原因是用水量大、供水量
小、地下水超采严重、径流年际变化大及蓄水工程不足等（王亚东等，2000）。
提高适应能力是降低脆弱性的必要条件，通过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灾害防御能力等行
动，可以使气候变化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相得益彰。
减少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也是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2.1.3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人类选择适应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分为预期适应、反应适应、私人适应
、公共适应、自发适应和计划适应。
预期适应是指发生在气候变化影响被观察到之前的适应，也被称之为事先适应。
反应适应是指发生在气候变化影响被观察到之后的适应。
私人适应是指由个人、家庭或私人公司发起和实施的适应，通常是出于活动者经济上的自身利益的需
要。
公共适应是指由各级政府发起和实施的适应，通常是针对集体需要。
自发适应是指人类社会因市场或其他利益驱动而产生的行为，并非是对气候波动有意识的响应，而是
由自然系统生态变化和人类系统市场或福利变化聚合而成的适应，也被称之为自动或本能适应。
计划适应是指人类社会根据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状况的认识，以及对于采取行动可能
产生后果的认识，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决策的结果。
　　适应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
若仅靠自发或自动适应来抵御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其生态、社会和经济代价将可能是巨大的，但事
实上这些代价大部分可以通过有计划和可预见的适应措施来避免。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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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