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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大洪水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研究

摘要
根据 １８２７ 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进行

分析，长江流域大洪水展示出极为显著
的有序性．运用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构
建长江大洪水二维平面和三维立体信息
有序网络结构并进行综合分析和预测，
结果表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２０３６、２０５１
与 ２０５８ 年前后的汛期，长江流域将有可
能发生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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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至今我国还很

缺少对长江等大江大河特大洪水的中长期预测预报，防灾减灾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极为紧迫的任务．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翁文波创

立的信息预测理论，融合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优势，是当代天灾预测

的重大理论创新．翁文波等［１⁃３］ 应用信息预测理论对国内外数十次地

震、水旱灾害作出成功的预测，为天灾预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信
息有序性和有序网络分析方法是信息预测理论的发展与补充，不仅

在强震预测研究［４⁃１２］，而且在水旱灾害预测研究［１３⁃１７］中均展现出极其

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长江流域

的大洪水规律，补充新信息并优化构建长江大洪水二维和三维有序

网络结构并进行预测研究，以期为我国防灾减灾事业提供决策依据．

１　 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构建

１ １　 长江流域基本情况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全长 ６ ３９８ ｋｍ．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
部和西部 ３ 大经济区，流域范围涉及 １９ 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为

１８０ ８５ 万 ｋｍ２，约占全国面积的 １８ ８％，流域人口约占全国的 １ ／ ３，工
农业产值约占全国的 ４０％．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

江，因此从某种意义说淮河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如加上淮河流域，则
长江流域面积接近 ２００ 万 ｋｍ２ ．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处东亚副热带季风

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

总量 ９６ １６ 亿 ｍ３，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 ３６％，为黄河的 ２０ 倍，居
于世界第三位．

长江流域降水丰沛，平均年降水量达 １ ０６７ ｍｍ，由于地域辽阔，
地形复杂，季风气候十分典型，年降水量和暴雨的时空分布很不均匀．
汛期暴雨集中时，易生洪涝，降水与作物需水不相适应时，又导致旱

灾．由于流域汛期出现时间随雨带由东南向西北推移，一般年份中下

游南岸支流 ５—６ 月出现高峰，宜昌以上及汉江 ７—８ 月来水最多．若
天气反常，上游与中下游或干支流的洪水相互遭遇，就会形成峰高量

大的全流域性大洪水．２０ 世纪 ３ 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分别发生在 １９３１、
１９５４ 和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５４ 年长江流域发生了 ２０ 世纪以来我国百年一遇的最大洪水，



　 　 　 　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江苏 ５ 省，有 １２３ 个县市受灾，淹没农田 ３１７ 万 ｈｍ２，
受灾人口 １ ８８８ 万人，死亡 ３ ３ 万人，损毁房屋

４２７ ６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００ 亿元，京广铁路百

日不能正常通车．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

大堤一处决口，并于数日后堵口成功，沿江城市和交

通干线没有受淹；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翻阳湖

共溃垸 １ ０７５ 个，淹没总面积 ３２ １ 万 ｈｍ２，耕地 １９ ７
万 ｈｍ２，受灾人口 ２３１ ６ 万人，死亡 １ ５６２ 人，其损失

远小于 １９５４ 年．

１ ２　 数据样本的选取

据史料记载，汉朝以来 ２ ０００ 多年中，长江流域

发生较大洪水 ２００ 多次．黄忠恕等［１８］研究表明，长江

全流域洪涝（１ 级）灾害的平均频率为 ７ ８６％，洪涝

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呈东西带状分布于中下游干流附

近，中心地带在湖北荆江地区、湖南四水中下游、洞
庭湖区、鄱阳湖区、下游干流至长江三角洲一线，其
洪涝灾害频率普遍在 １０％以上．流域偏涝（２ 级）灾

害的平均频率为 ２３ ４８％，约为前者的 ３ 倍．全流域 １

级洪涝和 ２ 级偏涝的总频率高达 ３１ ３４％，即流域各

地平均每 ３ ａ 就会出现 １ 级或 ２ 级灾害．按照《水文

情报预报规范》（ＧＢ ／ Ｔ２２４８２—２００８），洪水级别划分

如下：１）水文要素重现期小于 ５ ａ 一遇的洪水，为小

洪水；２）水文要素重现期为 ５ ～ ２０ ａ 一遇的洪水，为
中洪水；３）水文要素重现期为 ２０～５０ ａ 一遇的洪水，
为大洪水；４）水文要素重现期大于 ５０ ａ 一遇的洪

水，为特大洪水．
本文的研究以水文资料［１９⁃２２］为基础，同时参

考宜昌、汉口和大通 ３ 个重点水文站年最大洪峰流

量资料以及上述预报规范，综合考虑选取大洪水样

本．为研究的简便起见，本文以大洪水发生的年份来

表示大洪水事件，如表 １ 所示．经统计，自 １８２７ 年以

来至今，长江流域共发生大洪水 ２７ 次，大约平均 ７ ａ
一次， 其中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连续 ２ ａ 发

生大洪水，水文专家称之为“姊妹水”或“联袂水”，
甚至还有连续 ３ ａ 和 ５ ａ 大洪水的实例．对于上述连

续 ２ ａ 及以上的大洪水，本文仅记其中水情较大的一

表 １　 长江大洪水 ３ 个重点水文站水情目录（１８２７—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８２７ ｔｏ ２０１２

序号 大洪水发生年份
相邻大洪水
时间间隔 ／ ａ

年最大洪峰流量 ／ （ ｍ３ ／ ｓ）

宜昌站 汉口站 大通站
备注

１ １８２７ Ｍ－３

２ １８４８ ２１ Ｍ

３ １８７０ ２２ １０５ ０００（０７－２０） ６５ ２００（０８－０５） Ｍ

４ １８８７ １７ ４８ ８００（０７－１３） ５４ ９００（０７－２３） ｍ－２

５ １８９２ ５ ６４ ６００（０７－１５） ４６ １００（０７－２５） Ｍ－１

６ １９０１ ９ ５７ ９００（０７－３１） ５０ ５００（０７－２５） ｍ

７ １９０９ ８ ６１ １００（０７－１３） ５０ ３００（０７－１６） Ｍ＋４

８ １９１５ ６ ４０ ２００（０９－２４） ４２ ９００（０８－２５） Ｍ－２

９ １９３１ １６ ６４ ６００（０８－１０） ５９ ９００（０８－１９） ５２ ３００（０６－２０） ｍ－２

１０ １９３５ ４ ５６ ９００（０７－０７） ５９ ３００（０７－１４） ６２ １００（０７－１８） ｍ＋２

１１ １９３７ ２ ６１ ９００（０７－２１） ５６ ２００（０８－２３） ６１ ４００（０８－２５） Ｍ

１２ １９４５ ８ ６７ ５００（０９－０６） ｍ＋１

１３ １９４８ ３ ５７ ６００（０７－２１） ５６ ０００（０７－２６） ６３ ２００（０７－２３） Ｍ＋１

１４ １９５４ ６ ６６ ８００（０８－０７） ７６ １００（０８－１４） ９２ ６００（０８－２０） ｍ

１５ １９６２ ８ ５６ ２００（０７－１１） ５８ ６００（０７－１３） ６８ ３００（０７－１５） ｍ－２

１６ １９６９ ７ ４２ ７００（０９－０６） ６２ ４００（０７－２０） ６７ ７００（０７－２２） Ｍ＋１

１７ １９７５ ６ ４５ ５００（１０－０５） ４３ ８００（０７－１４） ５５ １００（０５－２４） ｍ－１

１８ １９８３ ８ ５２ ６００（０８－０４） ６５ ０００（０７－１９） ７２ ６００（０７－１９） ｍ－３

１９ １９９１ ８ ５０ ５００（０８－１６） ６６ ７００（０７－１７） ６３ ８００（０７－１８） Ｍ＋２

２０ １９９８ ７ ６３ ３００（０８－１６） ７１ １００（０８－１９） ８３ ６００（０８－２１） ｍ＋２

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２ ７０ ０００（０７－１９） ｍ＋２
注：ｍ 为太阳黑子谷年，Ｍ 为太阳黑子峰年，ｍ－１ 为太阳黑子谷前第一年，Ｍ＋１ 为太阳黑子峰后第一年，余类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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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为样本．１９７５ 年长江的水情虽然并不太大，但是

８ 月 ５—８ 日 ７５０３ 号台风致使河南省南部驻马店、许
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５６ 座大中小

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约 ６０ 亿 ｍ３ 洪水汹涌而下疯

狂漫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十分惨重的损失，死亡

人数约 １０ 万，受灾人口 １ ０００ 多万．这场大水灾是新

中国成立 ２６ ａ 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口最多的

一次大水灾，故而亦统计在大洪灾样本之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长江三

峡发生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经三峡

工程调蓄控制，洪峰被削减至 ４１ ４００ ｍ３ ／ ｓ，洪峰削

减效率为 ４０％，拦蓄洪水约 ７０ 亿 ｍ３ ．如果没有三峡

工程的调蓄作用，此次洪水将使长江干流宜昌以下

河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２３］ ．

１ ３　 信息有序网络构建和预测

徐道一［２４］认为“网络”是“系统”的进一步延伸

和扩充．他在研究“系统”与“网络”的异同时指出：
“系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用以研究许多事物

的特性．一个系统总要有一个范围和边界，以与其他

事物相区别．系统的封闭度通常大于其开放度，因此

它难以描述复杂多变的研究对象．而“网络”则具有

很强的形象性，它是开放的，没有边界，或边界十分

模糊，可以不受限制地延伸．在自然界存在开放度大

于封闭度的事物情况下，“网络”更加适合于描述复

杂多变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多元联系的复合体．
本文中所谓有序网络就是节点及其连线的有序

集合，这里的节点即大洪水样本，节点间的连线为大

洪水时间间隔，即序参数 τ 值，用以表示大洪水事件

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在构建长江大洪水有序网

络时，通常只关注节点之间连线长度（时间间隔）的
有序关联，并不注重节点的位置及其连线的平直弯

曲，有无相交等．因此，大洪水有序网络是一种具有

拓扑结构的复杂网络．
根据表 １，２１ 个大洪水样本年份两两相减，共有

Ｃ２
２１ ＝２１０ 个时间间隔 τ 值．统计分析表明，长江大洪水

具有极为显著的有序性，其主要序参数 τ 值为 ８２ ～
８３、６０～６１ 、５３～５４ 、３７～３８ 、２２～２３ 、１５～１６ 与 １０～
１１ ａ 等，其中 ６０～６１ 和 ２２～２３ ａ 频次最高，是长江大

洪水活动最为重要的序参数．将这些序参数从左到

右、自上到下依照时序展开，则可构建成二维经纬线

平面网络．有时一个网络图难以概括全面，则可分为

几个图从多个角度来加以描述．
图 １ 是近 ２００ ａ 来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主结构，

它将 ２１ 个大洪水样本分为 ４ 行，各行分别以其打头

的大洪水年号记为 １８２７、１８８７、１９４８ 和 ２０１０ 大洪水

系列（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 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ＢＦＯＳ），同时为了简便

起见，将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二样本合并，共同占据一个节

点，记为 １９３７．在图 １ 中水平线间隔 ２２～２３ ａ，垂直线

间隔 ６０ ～ ６１ ａ，斜线则为二者间隔之和．上下 ２ 行相

应的 ４ 个节点所组成的 ７ 个实线矩形，其对边相等

或几乎相等，误差仅为 ０ ～ ２ ａ，显示出极好的对称有

序性．这绝非偶然，表明了长江大洪水活动具有较强

的规律性．图 ２ 为 ２０ 世纪以来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
反映出序参数 τ 值为 ５３～５４ 、３７～３８ 和 １５～１６ ａ 之

间的耦合关系．
表 １ 中 ２１ 个样本所组成的长江大洪水时间序

列，看似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但是经过图 １ 和图

２ 重新排列之后却展现出惊人的有序性．通过图 １ 与

图 ２ 的有序性分析，序参数 ６０、２２～２３ 和 ３７～３８ ａ 是

长江大洪水发生的 ３ 个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天干地

支纪历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我国

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也是对世界科学文化的重大

贡献．１０ 天干和 １２ 地支一一搭配组合，构成 ６０ ａ 一

个循环周期，以天体周而复始的变化为序，反映出客

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许多天灾实例表明，６０ ａ 干支周

期（亦称 ６０ 花甲周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

预测功能［２５］，它在长江洪涝灾害中起着调制作用．
２２ ａ 是太阳活动的磁性周期，即海尔周期．２２ ～ ２３ 和

３７～３８ ａ 大约分别为 ６０ ａ 的黄金分割数 ０ ３８２ 和

０ ６１８ 倍．另外，２２～２３ 与 ６０ ａ 之和为 ８２～８３ ａ，这说

明太阳活动不仅有 １１ 、２２ 和 ６０ ａ 周期，还存在 ８２～
８３ ａ 以上的长周期．郭增建等［２６］研究表明，长江特大

洪涝灾害的发生还与日、地、月相对位置以及太阳活

动的峰谷年等多种因素有关，且发生在峰年的概率

往往大于谷年．
例如，图 １ 中左起第 ３ 条竖线所连接的 １８７０、

１９３１、１９９１ 年长江流域 ３ 次特大洪灾，分别间隔 ６１
与 ６０ ａ，而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灾距离 １９３１ 年特大洪灾

为 ２３ ａ，１８４８ 年特大洪灾距离 １８７０ 年特大洪灾为

２２ ａ，这 ２ 次特大洪灾正处于 ６０ ａ 周期的黄金分割

点上．在左起第 ４ 条竖线下方，２０１４ 年距离 １９５４ 年

特大洪灾为 ６０ ａ，同时 ２０１４ 年距离 １９９１ 年特大洪

水也是 ２３ ａ 黄金分割点，故而在 ２０１４ 年前后长江流

域很有可能发生大洪水．由表 １ 可知，１８４８、１８７０、
１９９１ 年长江特大洪灾就发生在太阳活动的峰值年

或其附近，而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灾则发生在太阳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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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虚线表示预测，下同）
Ｆｉｇ １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ｓ）

谷值年，１９３１ 年特大洪灾发生在谷值年的前 ２ ａ．据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最新预测，太
阳活动第 ２４ 周峰值大约发生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前

后，这一天文背景，必须倍加关注．
图 １ 和图 ２ 高度总结和概括了近 ２００ ａ 来长江

大洪水的活动规律．由此二图可以预测：未来长江大

洪水可能发生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６、 ２０５１ 与

２０５８ 年前后（因采用大洪水发生的年号表示大洪水

事件，故而预测误差取±１ ａ）．

图 ２　 ２０ 世纪以来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根据信息有序网络的拓扑性质，可将长江大洪

水网络做二维平面或三维立体不同形式的展示．二
维经纬线平面网络便于刻画总体格局的结构全貌，
其时序规律显得十分简洁直观（如图 １ 和图 ２），而
三维立体网络则常用于形象地展示局部结构特征．
如果将图 １ 作三维立体化处理，则可构建六棱柱形

状的长江大洪水三维立体网络（图 ３）．图 ３ 分为上、

中、下 ３ 层，每层 ６ 个样本点．上底面的 ６ 个顶点由图

１ 中 １８２７ 大洪水序列（即 １８２７ ＢＦＯＳ）所组成，中底

面的 ６ 个顶点为 １８８７ 大洪水序列（即 １８８７ ＢＦＯＳ）
所组成，下底面 ６ 个顶点为 １９４８ 大洪水序列（即

１９４８ ＢＦＯＳ）．同样，各层侧面及层内相应的 ４ 个节点

均可组成非常对称而规则的矩形，极其工整而有序．
依照图 ３，相应作垂直对称延伸即可以预测：未来长

江大洪水将发生在 ２０１４、２０３５、２０５８ 年前后．

２　 ３ 大洪水预测实例

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江流域分别在 １９５４、１９９１
和 １９９８ 年发生过 ３ 次特大洪灾：１９５４ 和 １９９８ 年是 ２
次全流域性的特大洪灾，而 １９９１ 年汛期长江中下游

与淮河流域同时发生特大洪水，淹没了整个江淮大

地，由于淮河也是长江水系组成部分，故而 １９９１ 年

长江大洪水也称为 １９９１ 年江淮大洪水．这 ３ 次特大

洪灾不仅二维平面网络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对此做出预

测，同时采用三维立体网络并立足于挖掘少量信息

也可做出预测．将图 ３ 的六棱柱体按照对角线垂直

剖开，则可分解成各种五棱柱、四棱柱和三棱柱的立

体网络，其中 ５ 个三棱柱网络参见图 ４—６．三棱柱网

络是六棱柱网络的子结构，这是一种最基础、最简单

的立体网络，有时也有极好的预测效果．

２ １　 １９５４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

图 ４ａ 或 ４ｂ 中所包含的 ３ 个矩形，对边相等，极
为对称规则．由此可知，分别只需选取 １９５４ 年以前

的 ５ 个长江大洪水样本，利用如此足够少的信息量，

８７１
门可佩．长江流域大洪水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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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江大洪水三维立体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３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根据矩形性质即可预测 １９５４ 年长江大洪水的发生．

图 ４　 １９５４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５４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 ２　 １９９１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

同样，只需利用 １９９１ 年前的 ５ 个长江大洪水样

本，即可由图 ５ａ 或 ５ｂ 预测 １９９１ 年长江大洪水的

发生．

２ ３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

同样，只需选取 １９９８ 年前很少的 ５ 个长江大洪

水样本，根据矩形规则，即可由图 ６ａ 或 ６ｂ 预测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洪水的发生．

图 ５　 １９９１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９１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 ６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洪水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９８ ｂｉｇ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结论与讨论

１）事物的自然特性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类：有
序性和无序性．对称（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和非对称（ ｎｏｎｓｙｍ⁃
ｍｅｔｒｙ）是自然的基本属性之一，它们是大自然变化

中的同一和变异，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从而构成了

自然界五彩缤纷、复杂而生动的图景［２７］ ．对称性意味

着有序性、简单性和必然性，探索对称性就是在随意

性中寻找有序性，在复杂性中寻找简单性，在偶然性
中寻找必然性［２８］ ．有序常常是与无序伴生的．对称

性、可公度性、分维自相似性、信息有序性等都属于

有序性的范畴．有序性现象是贯穿于人类、生物和自

然界的共同现象，探索有序性将对我们认识人类社

会和大自然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２４，２９］ ．本文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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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长江大洪水二维和三维有序网络结构则是从无

序、复杂和偶然之中挖掘出具有对称、简洁和必然性

的有序信息，极好地概括并揭示了近 ２００ ａ 来长江大

洪水发生的时空规律．
２）信息有序网络结构分析是大洪水中长期预测

的一种直观、形象、简明易行的好方法，它避免了传

统数理模型分析的繁琐和不可识别性．大洪水预测

虽然是世界性难题，但是大洪水是可以预测的．根据

本文构建的长江大洪水二维和三维有序网络进行预

测：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２０３６、２０５１ 与 ２０５８ 年前后的汛

期，长江流域将可能发生大洪水．本文的结果再次表

明：基于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的信息有序网络结构

分析，是大洪水中长期跨越式预测的有效方法．
３）宇宙是统一的整体，日地月运行与天灾活动

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影响，大洪涝、大地震等严重

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地球内部因素和外部天文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多因素强化作用的结果．多水旱

灾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灾害的频度近年来有

加剧的趋势．自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

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加强灾害科学研究，加
大防灾减灾力度，加快建成我国现代化防灾减灾预

警体系，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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