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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永强等编著的《云南地震人员死亡研究》以云南震亡特征、震亡模型及震亡评估为研究重点，在系
统收集整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大量震例统计的方法，研究云南震亡的时间、空间和强度特征
、社会学特征及震亡因子的作用特征；根据不同时段的震亡因子，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建立云南不
同区域、震级、极震区烈度、发震时刻、人口密度、烈度区面积和各类经济指标的震亡回归模型，揭
示单次地震的震亡数量与震亡因子的关系；应用经验归属法、面积切割法和人口反推法建立云南乡镇
级和行政村级的烈度一震亡比模型，实现乡镇行政单元震亡的空间化表述。最后，根据地震应急处置
需求、强震发展态势、人口经济增长趋势，预测2015年云南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尝试震亡数量预测
，并利用GIS技术对云南未来遭遇烈度下的震亡风险进行评估，取得九个方面的认识，并对三个需要
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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