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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类型多，发生频繁，灾害损失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四十年间，
每年灾害经济损失约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害直
接经济损失每年约1000亿元，个别年份甚至达数千亿元，且因灾人口伤亡也相当严重，成为影响我国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负面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主要灾害种类有地
震、火灾、洪灾、地质灾害、风灾、雷电等。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噪声、疾病、工业事故、
交通事故、建设性破坏等城市灾害也有加重的趋势，且还会不断出现新的灾害源。如，超高层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地下空间利用、天然气生产和使用、核技术利用中存在的致灾隐患等。可以说，我国
防灾减灾的任务相当艰巨。　　防灾减灾与土木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灾害之所以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大多与土木工程的破坏有关。因此，土木工程师对防灾减灾负有重大责任。然而，防灾减灾
教育远未在土建类专业中得到普及。为了全面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师生防灾减灾知识水平，适应社会发
展对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要求，有必要将过去分散在个别课程中的防灾减灾知识进行整合和丰富
，系统、全面地介绍与土木工程有关的综合防灾减灾理论与技术。本书主要的编写目的就是为土木工
程防灾减灾课程提供适用教材。考虑到防灾减灾科学是一门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工
程科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因此本书内容并不局限于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基本原理及一般
设计方法，而是适当加入综合防灾减灾的概念，使读者对防灾减灾的内容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本
书编写力求通俗实用，各章节后均配有思考复习题，可作为大专院校防灾减灾课程试用教材、教学参
考书，亦可供广大土建类专业人员、从事防灾减灾工作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在
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许多学者的著作，并参考、引用了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谨此深表感谢
。北京城市学院李文利老师协助完成了部分章节的修改工作，特致以衷心感谢。本书涉及知识面广，
加之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　　编者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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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学》主要介绍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基本理论、减灾技术和设计方法。内容包括：防
灾减灾学，地质灾害及其防治，火灾及建筑防火，地震灾害与防震减灾，建筑结构抗震设计，风灾与
抗风设计，洪灾及城市防洪，城市防雷、防爆及防空工程概述，灾害的风险分析与评价，城市防灾减
灾规划等。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学》各章节相对独立，既便于教学，又有助于读者根据需要参考选用。《土木工
程防灾减灾学》可作为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学、规划学等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从事
防灾减灾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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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灾害学概述　　1.1 灾害的含义　　灾害是指那些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人与自然综合的
原因，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造成损害的各种现象。灾害的形成有三个重要条件，即灾害源（也称致
灾因子）、灾害载体和承灾体。　　对灾害的含义有多种解释。从哲学上讲，灾害是自然生态因子和
社会经济因子变异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是相对于一定主体而言的。从经济学角度看，灾害具有危
害性与意外性、可预测性与可预防性、后果利害双重性等经济特征。世界卫生组织对灾害的定义为：
任何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损失、人员伤亡、健康状况及卫生条件恶化的事件，如其规模已超出事
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能力而不得不向社区外部寻求专门救援时，都可称其为灾害。联合国“国际减轻自
然灾害十年”专家组对灾害所下的定义为：灾害是指自然发生或人为产生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造成
危害后果的事件与现象。事实上，灾害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个过程，因此，可以将灾害定义为：由于
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突发性或积累性破坏或恶
化，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损失的现象和过程。值得指出的是，“灾害”是从人类的角度来定义的
，必须以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的后果为前提。一次灾害发生，既要有诱因，又要有灾害的承灾体
，即人类社会。例如，一次山体崩塌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冰雪深山，并无人员伤亡，甚至无人知晓，则
不会称作灾害。但是如果山体崩塌、滑坡发生在人员聚集的城镇，导致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农田被
掩埋、水利设施被冲毁等，这就构成灾害事件。　　1.2 灾害的类型　　对灾害分类的目的在于对灾害
现象、形成的环境及产生灾害的各种因素进行概括，以便正确反映灾害的特征及其作用的某些规律。
灾害的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不同，从灾害发生的原因来分，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大类。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中物质变化、运动造成的损害。例如，强烈的地震，可使上百万人口的_座城市在
顷刻之间成为一片废墟；滂沱暴雨泛滥成灾，可摧毁农田、村庄，使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严重干
旱可使田地龟裂、禾苗枯萎、饿殍遍野；火山喷发出灼热的岩浆，可使城镇化为灰烬；强劲的飓风、
海啸可使沿海村镇荡然无存⋯⋯诸如此类，都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天灾”。　　人为灾害是由于人
的过错或某些丧失理性的失控行为给人类自身造成的损害。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各自又可分为许多类
型。　　（1）主要的自然灾害包括以下种类：　　1）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
石流、地面沉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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