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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
“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胡兆森

,

冲当
张知非

1 9 8 7 年 12 月 n 日第 4 2 届联大通过 169 号决议
,

确定 1990 年一2000 年为国际减轻自然

灾害十年
。

(简称
“

国际减灾十年
”

)
。

这项活动的宗旨是
,

通过国际上的一致努力
,

将当前世界

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
。

具体目标为 : 通过广泛的国际

合作
、

技术援助和转让
、

项 目示范
、

教育与培训手段
,

推广和应用 目前己经拥有的减轻自然灾害

的科学技术和经验
,

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防灾
、

抗灾能力
。

去年 12 月
,

第 4 4 届联大

上又通过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的报告
,

宣布
“

减灾十年
”

于

19 % 年 l 月 1 日开始
,

并指定每年 10 月 的第二周的星期三为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日
,

确认了
“

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
” 。

我国政府于 1 989 年 4 月间成立了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中国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十年委

员会
。

1990 年 2 月 13 日晚
,

田纪云副总理就此发表 电视讲话
,

题为
“

行动起来
,

积极开展中国

减灾十年活动
” 。

自然灾害使人类饱尝痛苦
。

据统计
,

在过去 20 年间
,

各种自然灾害在世界范围内吞噬了

2 80 多万人
,

受害影响的人 口多达 8
.

2 亿
,

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估计约为 250 一 1000 亿

美元
。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种类最多
,

灾害史最长
,

受灾最深的少数国家之一
。

几乎每

年都遭受不 同程度的自然灾害
,

近 40 年来平均每年造成数万人死亡
,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00

一4 00 亿元
,

相当于建国 40 年来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年平均投资
。

可见
,

自然灾害仍是找国

经济
、

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限制性因素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党和政府对抗灾
、

防灾
、

救灾

和灾后恢复工作十分重视
,

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方针
、

政策
,

投人了大量人力
、

物力和

财力
,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
,

使我国的减灾事业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

现在
,

我国政府积极参

与
“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

的活动
,

并成立 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
,

这使我国减灾活动的

领导与协调进一步有了组织保证
。

减轻自然灾害
,

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围绕抗灾
、

防灾
、

救灾和灾后恢复

工作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
,

日益明显地发挥着指导作用
。

这些科学研究涉及到自然科

学
、

工程科学
、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

既有基础性研究又有应用研究
。

在减灾十年活动中
,

更要

注意充分发挥科技界的作用
,

不断揭示各种灾害的成因和发展规律
,

提出减轻灾害的对策
。

做

为一个科学研究管理机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愿意在减灾十年的活动中
,

与各界紧密

配合
,

在减灾科学研究方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

按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知的精神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任务

是 :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

政策和规划
,

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
,

指导
、

协调和资助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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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发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据此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成立起
,

就把揭示 自然灾害成因和发展规律
、

提出减轻灾害对策
,

列为资助

的领域之一
。

在 19 87 年
、

1988 年
、

19 89 年的《项目指南》的有关章节内
,

都把防治各种自然灾害

的科学研究列人资助范围
。

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科学的指南中把
“

城市与重要经济区防灾系统工

程与灾害对策理论
”

列为鼓励研究领域 ;把
“

城市防灾系统工程学
”

列为定向研究课题
。

配合
“

减

灾十年
”

活动
,

我们在 19 90 年的《项 目指南》里单独辟出
“

减轻自然灾害
”

一节
,

做为一个专门领域

给予支持
。

这一节指南
,

除介绍
“

国际减灾十年
”

的意义
、

背景之外
,

并指出各类灾害的研究的资

助范围和方向 (详见于各有关章节 )
。

在这一节中提出了以下鼓励研究领域 :

“

国际减灾十年
”

鼓励研究的领域

1
.

建立与发展我国的灾害学
,

研究各种灾害形成的连锁性
、

叠加性
、

相关性
、

群发性 ; 各种

灾害的共性 ;致害程度的控制因素等
。

2
.

以综合灾害区划为中心的区域灾害研究
。

3
.

发挥我国历史文献的优势
,

开展灾害历史演变及对策发展的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项目指南》引导科学工作者注意研究减灾项 目的同时
,

已

批准资助了一批项 目
。

据统计
,

自 19 8 3 年以来
,

主要是 1986 年以来
,

共资助有关减灾的研究

项 目 170 项
,

批准的总金额 100 0 万元
。

这些项 目分属于基金委员会六个科学部中的三个科学

部
,

即生命科学部
、

地球科学部和材料科学与工程科学部
。

这些项目大多数正在执行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资助减灾项目上有以下四个特点

1
.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任务
,

我们资助的减灾研究项 目都是基础性的研究项

目
,

然而都有 明确的应用前景
,

有 的项 目还向应用研究方向有所延伸
,

并做出了成绩
。

即所谓

着手于基础研究
,

着眼于应用前景
。

只有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
,

应用研究才会有所创新
。

例如
“

浅海风暴潮的动力学性质及数值预报
”

项 目
,

不仅在浅海风暴潮动力学机制的基础研究方面

取得 了突破
,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而且还为预报应用研究做出了可供实用的拓模图
。

又如
“

自

然与人工雷电的观测研究
” ,

不仅在探测技术与雷暴过程上取得重要成果
,

而且进一步延伸
,

形

成人工引发雷电技术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掌握人工引发自然雷电的四个国家之一
。

2
.

与其它部门相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覆盖面 比较全
,

既有地震
、

水
、

旱
、

植物

病虫害
、

泥石流等大灾种
,

也照顾到暴风
、

滑坡
、

雷暴
、

冰雹
、

雪崩等小灾种 ; 既有灾前预报研究
,

又有灾后恢复的研穷 : 既有大量的单一灾害的研究
,

也有综合性的研究
。

例如
,

大兴安岭火灾

之后
,

就组织资助了
“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后冻土
、

沼泽变化及对森林生态的影响
”

的研究项 目 ;

以及去年资助的
“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
”

等
。

3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办理一次受理申请
,

评选资助项 目
。

这样可 以保持对减

灾科学研究的稳定支持
,

有利于稳定队伍
,

积累资料
。

此外
,

还设有两级主任基金
,

处于伺机状

态
,

遇有紧急需要立即可以动用
。

例如 19 8 8 年 11 月 6 日我国云南省澜沧
、

耿马地震
,

需要及

时进入灾区进行考察
。

当时我委材料科学与工程科学部动用科学部主任基金
,

资助与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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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震局联合组织的专家组
,

在震后一周内进入灾区
,

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研究
,

为当地政府和国

家救灾部门提供了大量科学数据与资料
。

一年后
,

又召开 了
“

云南澜抢
、

耿马地震学术研讨

会
” ,

编辑出版了《澜沧
、

耿马地震震害》一书
。

4
.

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向全国遴选项 目
,

这样
,

任何单位中的科学工作者
,

只

要有新思路
,

不管其本系统或本单位是否从事减灾研究
,

都可从基金委员会得到资助
。

例如资

助机械电子工业部所属的合肥工业大学的一位教授 (孙肇初 )
,

进行
“

江河冰塞的形成及其演变

规律的研究
” 。

此外
,

基金委员会还组织跨部门
、

跨行业
、

跨单位的规模较大的研究项 目
。

例如

地球科学部组织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参加的重大项 目
,

题为
“

我国

长江
、

黄河两流域旱涝规律成因与预测
”

的研究
,

投资 120 万元
。

又如中国科学院
、

国家计委地

理研究所
、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研究所
、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单位参加的重大项 目
,

题为
“

黄

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
”

的研究
,

投资 160 万元
。

又如生命科学部组织 了中国科学

院
、

国家海洋局
、

国家教委等部门的科学家从事
“

中国东南沿海赤潮发生机理的研究
” ,

投资

12 8 万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减灾十年的活动有如下六点设想

1
.

提高认识
,

更加重视减灾的科学研究
。

要组织基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学习我国有关减

灾的政策
、

法令以及减灾十年活动的有关文件 ;通过《中国科学基金 》等刊物
,

向科技界介绍减

灾十年活动背景
、

纲领
、

规划等文件
,

进一步动员科学工作者关心减灾的科学研究
,

从减灾需要

中提出基础研究的课题
。

2
.

在 1991 年度《项 目指南》中
,

明确减灾研究领域和范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项 目指南 》是引导
、

协调科学家选择课题的文件
,

每年出一版
,

每版发行 l 万余册
。

我们将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专家建议
,

修改好 1991 年度的《项目指南》
,

希望能在减灾方面提出更明确
,

更

全面的鼓励研究领域和定 向研究课题
。

3
.

将以适 当方式公布已资助的有关减灾项目清单
,

以加强有关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

交流
,

促进基础研究的成果向应 用研究延伸
,

减少或者避免出现低水平重复的选题
。

4
.

将进一步增加对减灾科学研究项 目的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当前的财力

条件下
,

大体上每年用 2 00 万元资助减灾课题
。

今后将适当增加资助
,

资助增长率要明显高于

国家财政对基金委员会增加拨款的增长率
。

同时
,

还将在
“

八五
”

期间设立有关减灾的重点项

目
,

现正在酝酿的项 目有 :
“

城市防御与减轻灾害的研究
” “

中尺度灾害性天气过程最优化探测
、

动力学与数值预报理论与方法研究
”

等
。

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之所以能面向全国遴选项目
,

使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

作用
,

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一支学术造诣较高
,

知识面较广
,

办事公正
,

热心科学基金工作的评审

专家队伍
。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专家队伍
,

我们可能也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
,

组织资助研究

项目
。

这也是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中所规定的任务之一
。

我们也

愿意与有关部门一起搞联合资助
,

使有限的资金能集约化使用
,

发挥更大效益
。

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和保加利亚
、

联邦德国
、

美国
、

苏联
、

英国
、

加拿大
、

比利

时
、

奥地利
、

瑞士
、

瑞典
、

法国
、

新西兰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科学基金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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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书或备忘录
,

为我们资助的基金项 目提供了正常的合作交流渠道
。

我们

愿在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统一组织协调下
,

搞好国际合作交流
,

发挥我们已有的对外合

作交流渠道的作用
。

我们愿意与从事减灾科学研究的一切部门紧密配合
,

通力合作
,

在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

会的统一组织协调下
,

共同
“

唱好一台戏
” 。

让我们在肆虐的自然灾害面前
,

多一点主动性和驾

驭能力
,

为把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而奋斗
。

赵宗良
、

袁海波
、

那向谦等同志为本文提供 了统计资料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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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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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国气候变化研究
,

深人探讨全球气候变化成因与规律
,

预测人类未来生存变化趋势
,

同时

为纪念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竺可祯先生诞辰 10 0 周年
,

将于 19 90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

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
,

届时将有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名科学家到会
。

会议

的议题有四个方面 :l
.

各种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证据
、

变率
、

序列分析和气候突变二2
.

气候变化机制
,

海

矛穷穷穷穷穷霉穷穷霉霉穷穷穷

忿一气
、

陆一气相互作用
,

气候模拟和气候预测 ;3
.

;
。向

。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大气所主办
。

穷
穷

干旱气候与沙漠化 ; 4
.

气候对生态系统
、

经济和社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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