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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是地球上生命的发源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
和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海洋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
揭示。
人们开始认识到，海洋蕴藏着远比陆地丰富得多的资源，是人类实现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海洋不仅是全球的大通道，也是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前沿：海洋不仅
是濒海国家战略防御的屏障，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世界上不少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也是人类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时代。
　　中国位于太平洋的西北岸，大陆海岸线漫长而且曲折多弯，形成众多的优良港口，沿海岛屿6500
多个。
中国附近海域又是海洋生产力的高值区。
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具有丰富多彩的海洋资源。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60％，人口约占全国的40％，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
达的地区。
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渐匮乏，丰富海洋资源的开发，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西北太平洋是海洋灾害的多发区，中国所受到的灾害侵袭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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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由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在逐渐减少，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却在不断增
加。
目前，中国海洋产业经济年增长率约20％，远远超过国民经济总的增长速度，海洋产值已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3％以上，占到总产值的5％以上。
伴随人类开发利用海洋，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海洋对人类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海洋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必将逐步升级。
80年代，中国沿海遭灾经济损失约每年10亿元；90年代以来，由于沿海经济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
，遭灾损失急速上升，每年竟高达百亿元以上。
这充分说明，海洋开发规模越大，沿海经济越发展，遭受海洋灾害的损失越严重，越应该重视对它的
研究、预测和防范。
　　据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1999年末的统计，全球最近50年巨灾的发生呈明显增长趋势，由20世纪50
年代的20起增至90年代的80多起，经济损失猛增14倍。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不但灾害类型多，而且频度高、强度大，造成的社会经
济损失也极其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到1／4，因
灾死亡人数平均每年1万至2万。
洪水、地震、风暴等突发性自然灾害往往呈群发性趋势，严重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危及
人类生存和发展，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及世界各国首脑的忧虑和关注。
为此，1987年底第42届联合国大会确定20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以协调全球行动，一致
努力抗御灾害。
1999年第54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在“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更大规模和更多时间的“国际
减灾战略”行动，这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基础。
其目标是提高社会对灾害的抗御能力，协调各国防御减轻灾害的持续行动。
这标志着全球减灾事业进入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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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恐怖的海啸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主要反映在沿岸地带，
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40-80千米以内，震级6.5级以上的海底地震引起，水下塌陷、滑坡或火山爆发等也
可能引起海啸。
当海底震动之后，水体产生巨大波动，这种波动与平常所见到的海浪大不一样。
一般的海浪只在海面附近波动，涉及的深度不大，而地震等引起的海啸则是从海底到海面整个水体的
波动，其所含的能量十分惊人。
海啸不会在深海大洋上造成灾害，正在航行的船只甚至很难察觉这种波动，只有到海啸进入浅水地带
，由于深度急剧变浅，波高骤增，高度可达十多米至几十米不等，形成“水墙”。
如果海啸到达岸边，“水墙”就会冲上陆，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岸边，瞬间便
侵入陆地很远，吞噬村镇和农田；然后，海水又急速退去，如此往复多次，把沿岸洗劫一空。
倘若海啸进入口小肚大的海湾内，出现的海啸波会更高大；湾口愈小，能量愈集中，形成的波高愈大
，一般可增高2-4倍；有时海啸波经过湾间沿岸的多次反射，还会诱发湾内海水的共振效应，波高会异
常增大，破坏力会成倍增加。
历史上曾发生过最大波高为55米的海啸波，其来势之猛，可谓“席卷千军”。
　　海啸来袭之前，海潮一般先是突然退到离沙滩很远的地方，一段时间之后海水才重新上涨。
这是为什么呢？
大多数情况下，出现海面下落的现象都是因为海啸冲击波的波谷先抵达海岸。
波谷就是波浪中最低的部分，它如果先登陆，海面势必下降。
同时，海啸冲击波不同于一般的海浪，其波长很大，因此波谷登陆后，要隔开相当一段时间，波峰才
能抵达。
另外，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震中附近，那可能是另一个原因造成的：地震发生时，海底地面有一个大
面积的抬升和下降。
这时，地震区附近海域的海水也随之抬升和下降，然后就形成海啸。
　　海啸一般是由海底地震引起，所以海啸发生区的分布基本上与地震带一致。
全球地震活动带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到中亚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主要是环绕着太平洋周边地区，是地球上地震活动最强的地区，这里因地质构造强
烈，地表高差悬殊，有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全球约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地震带里，因而
也是经常发生破坏性特大地震的区域。
据1700多年的资料统计表明，全球有记载的破坏性较大的地震海啸约发生260次，平均六七年发生1次
，其中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地震海啸约占80％，发生在地中海区的约占8％，而在日本列岛及其
邻近海域发生的地震则占太平洋地震海啸的60％左右，因此，日本是世界上发生地震海啸最频繁和受
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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