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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5年世界和中国灾害的一些指标明显超过 2004年。在分析成因时 , 除了

自然原因外 , 还存在人为因素。在抗击自然灾害中 , 世界各国协同救灾。2005年中国减

灾的特色是重视突发性事件 , 政府重视预案、演练 , 群众的减灾意识有所提高。文章还

分析了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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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5年年底 , 本刊编辑部约写一篇对

2005年世界和中国灾情和减灾回顾的文章。

记得 1992年年底 , 《中国减灾报 》编辑部也

约过同样题目的文章 , 当时该报正是红火时

节 , 北京市报刊亭都能买到。文章很快在新

年过后即被刊登出来 , 占了第二版整个版

面。写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了 , 还记得一段

话是分析第三世界国家洪涝灾害的成因 , 说

日本人不砍伐本土一棵树木 , 需要的木材都

来自于国外 , 第三世界国家“越砍越穷 , 越

穷越砍 ”, 造成水土流失 , 旱涝频仍 , 人民生

活困苦。按照当时的划分 , 我国也在第三世

界国家中 , 日本人用的一次性筷子 , 大多是

从中国的好木料上分割的。13年过去了 , 情

况有多少好转呢 ? 从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 [ 1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 还有南美洲的资

料来看 , 这些国家由于砍伐森林导致灾害频

繁发生的情况愈演愈烈。我国政府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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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洪涝灾害后 , 决定停止砍伐原始林木 , 另

一方面加大了对林业的投入 , 从每年不到 5

亿元 , 增加到 400多亿元 (2004年 ) , 生态恶

化得到一定的遏制。这几年去过西部的人都

会感觉西部地区变绿了 , 春季经常发生的沙

尘暴也见少了。但向国外供应一次性筷子 ,

未见被阻止的报道。2005年 10月 , 本文第

一作者组织了一次以“生态和灾害 ”为主题

的全国第二届灾害史学术会议 , 集中研讨了

这一问题 , 受到国家林业局和许多学者的重

视。

2　2005年灾情

2. 1　2005年世界灾情

2. 1. 1　基本情况

据世界气象组织 12月 15日公布的数

据 , 2005年全世界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

气候状况比以往更为严重。据世界气象组织

的统计数据 , 2005年是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

热的年份 , 其主要表现为北极圈内夏季冰层

继续缩小。也许在不远的将来 , 可爱的北极



熊将成为“历史 ”。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状

况比以往更为严重。

2005年被称为“自然灾害之年 ”, 受灾

人数达 1. 2亿人次。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会

议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 2005年将成为有记录

以来气候最糟糕的一年。几乎贯穿这一年始

终的重大自然灾害不仅给受灾国和地区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 , 更给当地民众造成难以弥

合的心灵创伤。有专家称 , 大自然正在用无

情的灾害向人类过度开发的行为发出严厉警

告。

2004年 12月 26日 , 地震引发的大海

啸 , 席卷东南亚、南亚和东非 , 28万人失踪

或死亡。这是人类新世纪经历的最大灾难之

一。3月 28日 , 还未从海啸中恢复过来的印

尼 , 再遭百年不遇的 8. 7级地震袭击。“冲

浪天堂 ”尼亚斯岛多座城镇被夷为平地。

1 300多人死亡 , 其中近半是华人。2005年

10月 8日发生的南亚大地震造成 87 000多

人丧生 , 而且摧毁了巴基斯坦西北和巴控克

什米尔 350万人的住所 , 400多万灾民急需

援助 , 成为 100多年来伤亡最严重的地震之

一。

2005年 , 大西洋上共形成了 26次热带

风暴 , 其中 14次达到飓风级强度 , 创下了近

代史上的记录 , 是自 1850年有记载以来最

多的。飓风灾害危及范围扩大 , 巴西、西班

牙及非洲都发生。8月 29日 ,“卡特里娜 ”飓

风袭击了新奥尔良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上

一个建在洪水线以下的城市。造成 1 306人

死亡、6 644人失踪。还导致墨西哥湾炼油厂

受到重创 , 新奥尔良市 80%被淹在水底。几

百年间 , 为了在这样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地方

发展港口 , 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建设 , 使河口

一带持续下沉。此后 , 大片承担保护海岸线

责任的天然湿地沼泽被填平 , 被开发成道

路、商场和酒店等 , 繁华异常。震后 3个月 ,

新奥尔良仍像一座鬼城 , 这座原有 50万人

口的城市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专家估

计 , “卡特里娜 ”飓风灾难带来的最终损失可

能在 2 000亿到 3 000亿美元之间 , 接近美国

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总开支 , 改写了

美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记录。“卡特里娜 ”

暴露出富裕的美国在自然灾害面前仍是多么

束手无策。

2005年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没有减

少。亚马逊热带雨林正以每年 24 000 km
2 的

速度受到破坏 , 相当于每小时减少纽约市中

央公园大小的面积。卫星在 10月发回的照

片显示 , 发展经济给热带雨林造成严重的破

坏。被誉为“南美洲绿宝石 ”的亚马孙河流域

迎来几十年来最干燥的一年。葡萄牙、西班

牙遭遇 60年不遇的旱灾 , 旱情极其严重 , 有

些地方饮水困难 , 各地频频发生火灾。

2005年 , 禽流感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在全

球蔓延 , 东南亚、欧洲相继发现病例。世界

卫生组织负责公共医疗的专家曾发出警告 ,

禽流感病毒一旦变异为能在人际间传播的病

毒 , 全球将有 500万至 1. 5亿人被夺去生

命。在抗击 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战争中 ,

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独善其身 , 全球

联合行动是唯一的选择。

饥荒和灾难总是伴随着非洲人民。2005

年 5月 20日 , 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第一次

救援呼吁 , 称尼日尔正处于“沉默的灾难 ”之

中 , 80万 5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状态 , 其

中 15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 要求国际社会

紧急援助 , 并为尼日尔募捐 1 600万美元。

但到 6月底 , 几乎还没有一个国家响应。要

求提供给 46. 5万人的食物、价值 420万美

元的援助直到 6周后才到达 , 不到 1 /10的

灾民在仅有的几个食品发放站接受救助。

2. 1. 2　保险史上最昂贵的一年

法国《回声报 》2005年 12月 21日文章

指出 , 2005年成为保险业历史上最昂贵的一

年。2005年的自然灾害夺去了 11. 2万人的

生命 , 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计达到 2 250亿

美元。对全球保险业来说 , 2005年是赔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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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的一年 , 支付的金额高达 800亿美

元 , 几乎是 2004年的 2倍。2005年的自然

灾害主要是风暴、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等造

成的。

瑞士再保险公司统计数据显示 , 飓风

“卡特里娜”所带来的大面积洪水和风暴灾

害共计造成了约 1 350亿美元的损失 , 随后

的“莉塔 ”和“威尔玛 ”进一步带来 150亿美

元的损失。巴基斯坦的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在 50亿美元左右。

在损失的比例上 , 瑞士再保险公司注意

到 , 其中约有 90%是由风暴以及与其相关的

洪水破坏所引起 , 仅飓风“卡特里娜 ”预计就

要花掉保险公司 450亿美元。

另外 , 在 2005年全部投保巨灾损失中 ,

有 700亿美元 (占总额的 88% )发生在美国。

另有 60亿美元 (占总额的 8% )的保险损失

来自欧洲 8月份 , 瑞士、巴伐利亚和奥

地利的暴雨导致洪水和山崩 , 投保财产以及

业务中断损失共 19亿美元 ; 此外 , 1月份的

冬季暴风雪“Erwin”带来了 15亿美元损失。

在 2005年 , 世界各地因大大小小的自

然灾害对保险业造成损失的具体金额数尚未

算出 , 但是各国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是 , 在他们当中肯定会有一批实力与规模都

不强的保险公司将在经营上难以为继。

2. 1. 3　各国媒体年终十大新闻中的自然灾

害

2. 1. 3. 1　“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美国东南沿

海地区

由光明日报等全国 60多家主流媒体参

加的“2005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 ”评选的

2005年“十大国际新闻 ”中 , “卡特里娜 ”飑

风排名第二 , 评语是 : “8月下旬 , ‘卡特里

娜 ’飓风袭击了美国东南沿海地区 , 波及佛

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等州 , 影响

到 500多万人的正常生活 , 300万人被要求

撤离。这次飓风袭击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严

重的十大自然灾难之一 , 估计造成经济损失

700亿至 1 300亿美元 ”。人民日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评 2005国际十大新闻中列选了“卡

特里娜 ”。

美联社介绍飓风“卡特里娜 ”时没有提

及美国政府的责任 , 在谈论伊拉克局势时对

“反战母亲 ”只字未提 ; 俄新社针锋相对地对

“美国卡特里娜飓风 ”作出评价 : “疏于防范

救援不力让布什政府十分难堪 , 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竟然没有准备好疏

散居民 , 灾后救助行动迟缓 , 被迫向国际社

会求救 , 美国国际形象再次受损。”共同社

将此列为第五。

另外 , 法新社播发题为《非自然灾害的

一年 》的年终专稿对此作出了解读 : 8月 29

日 , “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 密

西西比河三角洲上一个建在洪水线以下的城

市。可以有效缓冲暴风造成的巨浪的沿岸湿

地被人为地破坏了。“卡特里娜 ”给美国墨西

哥湾沿岸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预计达到 800

亿至 2 000亿美元 , 死亡人数过千。这是大

西洋飓风季中的巅峰之举。这次飓风季在时

间、风暴次数 (26次热带风暴 , 其中 14次为

飓风 )和严重性 (其中 3次达到 5级的“萨非

尔 —辛普森飓风量级表 ”最高标准 )上都打

破了记录。海啸和地震都是自然现象 , 其影

响由于人类的错误而被扩大。但一个令人困

扰的大问题在于 , “卡特里娜 ”飓风是否是由

人类引起的。

2. 1. 3. 2　巴基斯坦发生 7. 6级强烈地震

在“2005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 ”排名

中为第八 , 评语是“10月 8日 , 巴基斯坦发

生里氏 7. 6级的强烈地震。这是巴基斯坦历

史上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 已证实有 87 000多

人死亡 , 近 10万人受伤。此次地震还波及印

度和阿富汗 , 其中印控克什米尔有 1 350多

人死亡 , 4 500多人受伤。使两国关系进一步

趋于缓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

积极援助灾民 , 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但救灾

所需的 5. 5亿美元 , 迄今兑现的只有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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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 仍有 20万生活在雪线以上山区的

灾民急需救援。

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评 2005国

际十大新闻中列选“南亚地震 　山崩地裂 　

损失惨重 　灾害频发 　祸及人类 ”。

美联社将南亚地震排第七 ; 共同社把巴

基斯坦东北部发生大规模地震排第三 ; 在俄

新社排名中未进“十大 ”。

法新社年终专稿称 : 10月 8日克什米尔

地区发生的地震造成巴基斯坦死亡 7. 3万

人 , 印度死亡 1 400人 , 暴露出建设中的偷

工减料情况 , 从而使得房屋和学校成为夺命

之地 , 以及地震灾区缺乏急救措施。巴基斯

坦地质测量局说这场地震是“一个催醒电

话 ”。该机构说 : “根本不存在建设规范 , 或

者人们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

瑞士再保险公司认为 , “这些灾难之所

以导致众多人口死亡 , 不仅因为这些地震等

级高 , 还因为受灾地区的建筑标准不合规

格 ”。

2. 1. 3. 3　禽流感

新华社将全球禽流感疫情严重列为第

二 , 评语是“2005年初 , 禽流感疫情开始在

亚洲肆虐 , 殃及包括越南、印尼、泰国和中

国在内的十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此后 , 俄

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英国、哥伦比亚

及土耳其等国相继发生禽流感疫情。亚洲一

些国家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 一些患者

死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地区机构分

别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对策 , 一致同意加强合

作防止禽流感疫情蔓延 , 特别是防止病毒变

异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

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评 2005国

际十大新闻中列选“禽流感疫情迅速蔓延 　

全球告急 　各国携手共谋应对 ”。

“2005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 ”将禽流

感再度肆虐亚洲和欧洲 , 并有向全球蔓延的

迹象排第三 , 评语是“7月以来 , 禽流感再度

肆虐亚洲和欧洲 , 并有向全球蔓延的迹象。

9月 19日 , 印尼宣布全国处于‘非常 ’状态。

迄今 , 全球已有 130多人感染 H5N1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 , 患者分布越南、泰国、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家。俄罗斯、

英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也

确认发现 H5N1型禽流感病毒。今年禽流感

的特点是发病禽种类增多 , 且都与候鸟迁徙

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 禽流感病毒变异

已‘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 , 全球范围的防控

合作也在不断加强 ”。

共同社将禽流感疫情蔓延列为第六。美

联社和俄新社均未列入。

2. 1. 3. 4　印度洋海啸

虽然发生在 2004年年末 , 但按照通常

习惯 , 12月中下旬是媒体评价当年十大新

闻的时间。有的发布时间过早 , 将这次灾难

排除在外了。法新社年终专稿称 : 2004年 12

月 26日的亚洲地震和海啸造成至少 22万人

丧生 , 其损失由于印度洋海岸的蓬勃发展而

扩大。在过去 10年 , 那里的村庄、城镇和旅

游胜地都兴旺了起来。这在泰国尤其显著。

那里的酒店都沿海岸而建 , 正处在巨浪打到

的地方。可以减弱巨浪影响的红树林和珊瑚

礁遭到了破坏。华盛顿的环境组织世界观察

研究所指出 : “不加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生态

破坏性政策使得许多国家比它们意识到的更

难以抵抗灾难 ”。

2. 2　2005年中国灾情

2005年中国洪涝、台风、旱灾、风雹、

地震、雪灾、低温冷冻、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等灾害都有不同程度发生。其中珠江流域、

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福建闽江和长江、黄

河的主要支流都发生了大洪水 , 局部地区极

端气候事件和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频发 ,

造成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 ; 共有 20多个省

(区、市 )出现冰雹、雷暴等局部地区强对流

天气。这一年 , 有龙王、达维、卡努、泰利、

珊瑚、海棠等 8个台风在我国东部、南部沿

海地区登陆 , 登陆台风多、风力强、影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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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广 , 造成损失大 ; 海南、云南等省局部地

区旱情严重 ; 我国大陆地区发生 13次 5级

以上地震。

2. 2. 1　中国灾害损失

据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 2006年 1月

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年第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 2005年中国自然灾害和救灾工作

以及社会捐助活动开展的情况时介绍 , 2005

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 2 475人死亡 , 紧急转

移安置 1 570. 3万人 , 倒塌房屋 226. 4万间 ,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2 042. 1亿元。与近几年

相比较 , 2005年紧急转移安置人数、直接经

济损失为 5年来的最大值 , 因灾死亡人数仅

小于 2001年 , 因灾倒塌房屋仅次于淮河大

水灾的 2003年。

2. 2. 2　中国灾害特点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张志彤认为 , 2005年汛期 , 全国各地降水

普遍比较丰沛 , 降雨量多于常年 , 汛期呈现

3个特点 : 汛情来得早、去得晚 ; 洪水范围

广、量级大 ; 台风登陆多、风力强。

与常年相比 , 2005年洪涝灾害的特点是

“三多一少 ”, 即受灾面积多、受灾人口多、

直接经济损失多 , 而因灾死亡人数大幅减

少。2005年洪涝灾害的受灾面积偏多 5% ,

受灾人口偏多 14% , 直接经济损失偏多

44% , 然而 , 因灾死亡人数减幅达 47%。

3　2005年减灾

3. 1　2005年世界减灾

3. 1. 1　和谐世界

9月 14日至 16日 , 在联合国成立 60周

年纪念大会上 , 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世

界 ”的新理念。“和谐世界 ”源于中华文化的

深厚积淀 , 也是中国外交的理想目标。和谐

世界的蕴涵是人的安全。

2005年 , 世界经历了海啸、地震、飓

风、禽流感。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 , 全世界

伸出了救援之手。非传统安全之所以成为关

注的重点 , 同样是因为这些日益加剧的全球

问题威胁了人的安全。

在重大灾变面前 , 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

作精神空前提升。1月 , 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日本举行世界减灾会议 , 描绘未来 10

年减灾前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召

开 , 讨论灾难处理、抗击艾滋病和疟疾、防

止气候变暖等社会公益及安全问题。2月 ,

历经 7年艰苦谈判的《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

效 , 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80%。7月 , 八国峰会前所未有地把援助“人

类文明的伤疤 ” 非洲和全球气候恶化作

为议题。9月 , 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

脑会议举行 , 150多个国家领导人就发展、

安全、人权等问题做出了重大决定。2005年

是人类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一年。

12月 31日 , 胡锦涛主席在《携手建设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新年贺

词中说 :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 向往美好生

活 , 真诚愿意做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

济平衡有序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殷切

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 加强团结 , 密切

合作 , 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 , 一些国家的民众依然遭受着

战火、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等的煎熬 , 中

国人民对他们始终怀着深切的同情 , 愿意为

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衷心祝愿他们能

够早日生活在和平与发展的阳光之下。

3. 1. 2　中国的积极贡献

2005年 , 中国成功组织了民间援助印度

洋海啸灾区行动 , 全国共接收民间援助印度

洋海啸灾区捐款 6. 56亿元。除及时提供救

灾物资和现汇援助外 , 中国政府还向灾情较

重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国际救援队和 DNA

检测组。

8月 29日 , 美国南部地区遭受“卡特里

娜 ”飓风袭击 , 中国政府宣布向美国提供

500万美元救灾款和一批紧急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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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 ,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生 7. 8

级地震 , 中国政府先后 4次宣布向巴提供了

总价值 2 673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在获悉巴地震灾情后 ,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紧

急启动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救灾物资援助应急

机制 , 翌日即将第一批救灾物资 (2 000条毛

毯 )随中国地震救援队专机运交巴方。自 10

月 9日至 11月 29日 , 我国共向巴空运了 26

批次救灾物资 , 总重量达 1 930吨 , 受到了

巴方热烈欢迎。此次紧急救灾援助 , 空运批

次之多、物资总量之大 , 是我国开展对外紧

急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以来所没有过的。此

外 , 中国政府还派出了地震救援队、医疗救

援队 , 深入灾区一线 , 帮助巴方开展救灾行

动。我医疗队在灾区累计诊治 2 000多人。

11月 13日 , 松花江局部水段因化工厂

爆炸受到严重污染。为消除该爆炸可能导致

的俄罗斯水域污染 , 中国政府向俄政府紧急

提供了 6套液体色谱仪和配套设备及 150吨

活性炭。此后我国再次宣布向俄无偿提供 2

套气相色谱仪和 1 000吨活性炭。

此外 , 我国政府还向朝鲜、越南提供了

防治禽流感紧急援助 , 向罗马尼亚水灾、伊

朗地震、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赞比亚炸

药厂爆炸、厄瓜多尔登革热、乌拉圭飓风提

供了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 , 并向尼日尔、布

隆迪、莱索托、吉布提、赞比亚、莫桑比克

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 , 在这些国家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给予了积极回应 , 深受当地欢迎和

国际社会的赞誉。

1月 , 温家宝总理出席印度洋海啸特别

峰会 , 并承诺召开第一次亚洲区域减灾部长

级会议 ;

5月 , 完成了对 11个海啸受灾国 31名

官员的减灾救灾培训 ;

9月 27日至 29日 , 中国成功举办了第

一届部长级亚洲减灾大会 , 亚洲和南太平洋

地区 40个国家、13个国际组织和其他地区

部分国家到会 ;

10月 26日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救灾互助协定 》正式签署 , 这对成员国

和整个地区在极为迫切的领域开展合作将会

取得实质成果 ;

12月 6日至 7日 , 亚洲 16个国家的农

业部长、副部长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亚洲禽

流感防控合作部长级会议 , 会议通过了《亚

洲禽流感防控合作昆明倡议 》;

12月 12日 , 温家宝总理在吉隆坡出席

第九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表示 , 中国

将于 2006年初举办世界禽流感防控筹资大

会 ; 中国将建立亚洲区域巨灾研究中心 , 与

东亚各国共同加强防御能力建设 , 提高应对

重大自然灾害的效率和水平。

12月 30日 , 美国《国际先驱导报 》发表

以“行走的力量 ”为题的年终特稿称 : 2005

年中国不但遭遇了地震、干旱和局部地区的

洪涝灾害 , 更置身于一个充满了海啸、飓风

以及各种转眼走遍世界的疾病的温室里 , 置

身于一个希冀建立防灾减灾国际体系的话语

世界中。

2005年 , 中国不但走到了印度洋海啸、

巴基斯坦地震的灾民中间 , 也走到了东亚安

全的第一线。

3. 1. 3　世界灾害救助

在印度洋海啸灾难周年之际 , 联合国秘

书长安南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帮助海啸受

灾国 , 使灾区得以重建和发展。安南秘书长

在海啸周年的文告中说 , 2004年 12月 26日

的海啸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 同

时它又使整个国际社会团结起来 , 全球成千

上万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年过去了 ,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 食品发放到了所有

的受灾家庭 , 学生回到了学校 , 传染病得到

预防 , 许多人得到了临时得以维生的工作。

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前面 , 成千上万受灾家庭

需要重建永久居住的房屋 , 许多人需要稳定

的维持家庭的工作 , 社区也需要重建。如果

我们希望把灾区建设得比过去更好 ,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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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满足受灾人民的要求 , 需要继续支持当

地政府实现重建计划 , 需要鼓励社区参与灾

区重建。让我们继续团结在一起 , 为实现上

述目标共同努力。

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员伊格兰

呼吁国际社会在 2005年对海啸灾区援助的

基础上 , 继续向各人道主义机构提供慷慨的

援助。联合国已经建立了 5亿美元的全球灾

害紧急援助基金 , 能在灾害发生 72小时内

作出反应 , 现在已得到 2亿美元的承诺 , 他

希望各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继续提供资金 , 使

该基金能充分发挥作用。

10月 8日 , 一场里氏 7. 6级的强烈地震

袭击了南亚次大陆 , 巴基斯坦多个村镇被夷

为平地。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迅速启

动应急机制 , 并于 10月 10日抵达巴基斯坦

地震重灾区巴拉考特。在天灾面前 , 人类最

本能的团结瞬间迸发 , 这种感情突破了国

籍 , 突破了语言。在巴拉考特及其附近地

区 , 中国国际救援队开展了全面的搜救排查

工作 , 成功地救出了 3名幸存者 , 并对 591

人进行了救治。巴军方驻巴拉考特负责人沙

亦德中校说 : “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第一支到

达这里的队伍 , 我们军队都在你们后面。”

在物资、资金支援方面 , 中国向巴基斯坦提

供了 2 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联合国官员呼吁 , 国际社会应向南亚地

震灾区提供更多的冬用物资 , 以帮助当地灾

民安全过冬。联合国赈灾官员估计 , 2005年

年底约有 250万灾民生活在海拔 1 500 m以

下地区 , 他们的帐篷堪能抵御寒流。但仍有

约 40万灾民在海拔更高的区域苦苦维生 ,

受风雪影响 , 运送救灾物资的直升机与卡车

可能无法前往那些高原地带。

3. 1. 4　海啸预警系统

印度洋海啸发生后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便开始协调国际机构和

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 , 世

界气象组织原有的全球电信系统也被纳入这

一预警系统中 , 该系统升级后将能使各国更

迅速有效地应对与天气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灾

害。

12月 23日 ,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雅罗

在日内瓦宣布 , 按照国际规定期限 , 世界气

象组织所辖的世界电信系统 2006年年中将

成为印度洋地区海啸监测站和各国有关部门

之间沟通的桥梁 , 为各国提供海啸预报。

3. 1. 5　世界灾后重建

12月 21日 ,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一项总

额为 8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法案 , 以帮助受

“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的墨西哥湾地区进行

重建工作和创造就业岗位。法案内容包括将

在受飓风袭击的墨西哥湾地区创建一个特殊

的经济区域。该区域将享有一系列税收优惠

措施 , 如各种各样以启动重建工作为目的的

税收补助和为一些小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

布什同时承诺说 , 将保证受灾地区的人们获

得培训以胜任重建工作。

12月 23日 ,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宣布了援助印度洋海啸灾民的五年行

动计划 , 将拨款 24亿瑞士法郎帮助灾民重

建家园和恢复正常生活。这一五年行动计划

旨在帮助 2004年底遭海啸袭击的 10个印度

洋沿海国家重建住宅、医院、诊所以及各种

卫生和供水系统 , 并实施多项公共卫生和紧

急援助项目。

3. 1. 6　“化甘戈为玉帛 ”

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 , 紧张的国际关

系 , 长期的恩怨 , 得到“软化 ”。灾难带来痛

苦 , 同时也带来了沟通和互助的契机。

印度洋海啸发生后 , 美国和印尼关系得

到了改善。20世纪末 , 两国的军事关系几乎

中断。美国禁止向印尼出口武器零配件 , 使

印尼在海啸发生后找不到几架能承担紧急救

援任务的运输机。海啸给美国政府实施新的

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海啸后 , 美国持续提

高和印尼的军事关系级别。11月美国国务

院宣布全面恢复和印尼的军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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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发生后 , 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迅速

致电印度总理辛格 , 向受灾的印度民众表示

了自己“由衷的慰问 ”, 并表示巴基斯坦愿意

向印度提供救援帮助。而自身在海啸当中遭

受严重损失的印度 , 也在第一时间向灾后形

势更为严峻的斯里兰卡提供了巨额援助。此

外 , 印度政府也多次表示 , 新的海啸预警系

统有望在 2007年之前正式投入使用 , 届时

整个南亚地区都可以共享该系统 , 避免灾难

的再次发生。

南亚次大陆地震导致印巴联手抗震。地

震发生后 , 为加快克什米尔地区的救灾工

作 , 巴基斯坦和印度政府同意于 11月 7日

开放实际控制线沿线的 5个检查站 , 使两国

关系进一步趋于缓和。

3. 2　2005年中国减灾

3. 2. 1　中国灾害预报

中国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广覆盖的气

象、海洋、地震、水文、森林火灾和病虫害

等地面监测和观测网 , 建立了气象卫星、海

洋卫星、陆地卫星系列 , 并正在建设减灾小

卫星星座系统。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评

估、信息服务“天地一体化 ”的监测体系已初

步形成。

2005年中国成功预报突发性地质灾害

483起 , 成功转移 10 835人次。尽管全年台

风和强暴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崩塌、滑

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数量均高于往年 , 但

因灾死亡和失踪人数为近十年来最低。

3. 2. 2　中国灾害响应

2004年 5月 , 在原有的三级响应的工作

基础上 , 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应对突发性自

然灾害工作规程 》, 将响应级别增至四级 ,

增加国务院分管救灾工作的副总理 (国家减

灾委主任 ) 作为最高级别响应的负责人。

2005年 , 民政部先后针对 18个省份的灾情

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30次 (图 1) , 其中三级

响应为 6次、四级响应为 24次 , 应急时间长

达 103天 , 仅针对福建的台风、洪涝灾害 ,

就启动了 8次应急响应。应急响应次数远远

超过 2004年的 12次和 2003年的 16次。

3. 2. 3　中国结束粮食援助

2005年年底 , 世界粮食计划署完全停止

对中国长达 25年之久的粮食援助。向中国

捐赠的最后一批价值 720万美元的 43 450吨

加拿大小麦 , 于 4月 8日运抵中国南部港口

图 1　2005年中国启动应急响应示意图 (据来红州 , 200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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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 用于 4个内陆省份的扶贫项目。

另据《华尔街日报 》报道 , 世界粮食计划

署从 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 , 满

足 3 000万中国贫困人口的粮食需求 , 并帮

助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 发展中

大国像中国、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南

非等国已经有能力消除极端贫困 , 并且要求

这些国家将它们的脱贫经验与其他更贫困的

国家分享。

据 BBC报道 ,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

速发展 , 中国政府已经转换成全球援助的捐

赠者。

3. 2. 4　中国灾害宣传

1月 8日 , 上海市减灾办和市民防办联

合编制的《市民防灾必读手册 》共计 570万

册 , 通过居委会陆续免费发放到本市每户市

民家中 , 同时也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 免费

发放到外来人员的手中。手册共有 12个大

类 , 内容包括紧急报警、防火灭火、安全用

电、安全使用燃气、交通安全、公共卫生及

人民防空等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防灾知

识。手册不但介绍了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 ,

还将教会市民在灾害到来的时候如何处置和

面对。

12月 9日 , 浙江省人民政府举行浙江省

《公众防灾应急手册 》首发仪式。该手册是浙

江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会同省科技厅、省

地震局和省灾害防御协会编写的 , 是一本图

文并茂的公众科普读本 , 针对浙江省常见的

和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编写而成。该手

册印刷 1 550万册 , 将在 2006年春节前免费

发放到浙江省每个家庭。

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 (直辖市 ) , 完

成了对市民应急管理科普宣教资料的发放。

(作者电子信箱 , 高建国 : gjg47@263.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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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indexes of the disasters of the world and China seem more serious in 2005

than in 2004, the reasons for which include not only natural factors, but also artificial factors. In

face of natural disaster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ooperate each other to p rovide disaster relief. In

200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 China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emergency events

are thought highly by government in all levels,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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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eparation p rojects and exercise, lastly, disaster reduc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mass has p romoted,

Several aspects needed imp rovement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rop ical storm; emergency relief; early warning; artificial factor

国际交流委员会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国地震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于 2005

年 12月 23日在北京召开了部分委员座谈

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

吴忠良研究员、副主任张永仙研究员、刘新

美研究员以及部分委员。中国地震学会秘书

长郝记川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此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 , 通报国际交

流委员会工作情况 ; 介绍 2005 IASPE I学术

大会情况和翻译出版《 IASPE I国际地震学与

工程地震学手册 》的情况 , 讨论 2006年的工

作。

本届国际交流委员会自 2003年以来所

完成的工作的主要工作有 : ①协助 IASPE I

中国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参加 IASPE I 2005

年学术大会。②组织、筹备 2006年 1月在

德黑兰召开的中国 - 伊朗地震科技研讨会。

③为第三届大陆地震国际会议 ( ICCE)大会

制作和维护网页 , 吴忠良研究员做了大会主

题报告。④组织参加第五届亚洲地震委员

会 (ASC)学术大会。⑤采用在互联网上进

行“地震学会内部的非定期国际信息交流 ”

( IIIEEESSS)的方式 , 在常务理事和专业委

员会主任范围内交流国际会议等信息。⑥

完成了《 IASPE I国际地震学与工程地震学手

册 》第 1、3章的翻译工作 , 将以专辑的形式

刊登在 2006年《世界地震译丛 》。⑦制作和

维护中国地震学会的英文网页。⑧在地球

所英文网站 , 安排《地震学报 》英文版全文上

网 , 扩大影响。⑨协助 IUGG中国委员会与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 确定了 2006年在北京

举办西太平洋地球物理会议。

与会同志还对国际交流委员会工作方向

的定位 , 对如何开拓思路 , 做好一些具体工

作等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2006年将努力

做好以下工作 : ①组织好“青年科学家论

坛 ”。②鼓励专家报名参加 2006 W PGM 年

和 ASC 2006年学术会议。③继续协助 ASC

主席办公室的工作、 IUGG中国委员会和

IASPE I中国委员会的工作。④完成中国科

协国际部交给的任务。⑤继续对学会网站

进行维护和完善。⑥ 2006年适时召开国际

交流委员会工作会议。

(苏小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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