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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山洪灾害监测现状与发展趋势
!

熊!朕&!$!"

! 田宏岭&!$!"

$&?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四川 成都 T&%%#&)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境研究所! 四川 成都 T&%%#&)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

摘!要! 山洪灾害包括山洪及由山洪诱发的滑坡( 泥石流! 常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 监测

作为最主要的非工程手段已广泛运用于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中! 为预警提供了直接依据' 该文首先评价了监测预

警实施效果! 然后从监测要素( 临界雨量( 监测设备与台站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 # 个方面详细评述了山洪灾害

监测现状与主要进展! 总结出监测当存在监测系统寿命与灾害频率不匹配( 临界雨量选取困难( 监测要素和设

备有限 " 个问题' 最后提出当前山洪灾害监测的发展趋势为多要素立体化监测及新技术的融合运用( 布设适应

流域水文特点的站点( 建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标准化体系'

关键词! 山洪灾害) 监测现状) 发展趋势) 监测要素) 监测设备) 综述

中图分类号! X#"" X'&Y;Y" 28W(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W&&X#$%&'$%"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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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是指发生在山区沟道中迅速( 强烈的地
表径流现象! 具有暴发突然( 历时较短( 暴涨暴
落( 破坏力极强( 预测难度大等特点' 与大江大
河的洪涝灾害不同! 山洪灾害主要发生在面积小

于 Y% PF

$ 的山区小流域! 同时受特殊的地形和下
垫面条件控制' 在地质条件较差的山区中! 山洪

灾害常常诱发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

' 我国
水利部门将山洪及由山洪诱发的滑坡( 泥石流统

称为山洪灾害"Y#

' 山洪灾害严重威胁山区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W;W 舟曲泥石
流+灾害就是暴雨诱发山洪! 洪水在向下游演进过
程中侵蚀挟带大量松散物质! 进而发展成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泥石流灾害"T @(#

' 又如
$%%T 年 ( 月! 受强烈热带风暴*碧利斯+影响! 我
国湖南( 广东( 福建等地遭受 Y%% 年一遇暴雨! 引
发的山洪共导致 T&W 人死亡( &&# 人失踪'

目前山洪灾害防治手段主要分为工程措施和
非工程措施两大类' 工程措施主要包括修建排洪
道( 谷坊( 丁坝和水库等) 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

监测预警( 植树造林以及灾害管理等措施"$!W#

'

与欧美等国家相比! 我国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起步较晚! 技术力量略显薄弱' $%%T 年 &% 月! 国

务院正式批复-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

! 并确
立了*以非工程措施为主! 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
相结合+的山洪灾害防治原则' $%&& 年水利部启动
了全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 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

建设"&% @&&#

' 其中! 县级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山洪

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 山洪监测是指通过利用相
关设备搭建监测平台! 对能够激发山洪灾害以及
山洪灾害启动过程中的各个因素进行监测! 达到
在成灾前预警( 降低山洪灾害损失的目的'

&!山洪灾害监测现状

&;&!山洪灾害监测效果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的-中国水旱灾

害公报. $$%%T @$%&(%

"&$#

! 如图 & 所示! $%%% @

$%&( 年共计 &W 年间! 山洪灾害平均死亡人数为
W(% 人U年! 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 ($;T$h! 山洪灾
害占主导地位'

图 &!$%%% @$%&( 年我国山洪灾害死亡人数统计分析

注& 图中数据不包括台湾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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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洪监测工程实施以前的 $%%% @$%&% 年期
间! 山洪灾害平均死亡人数为 & &(W 人U年! 占洪
涝灾害死亡人数的 (";Y&h) 自监测工程实施后!

$%&& @$%&( 年间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平均值为
"WT 人U年! 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 (&;$$h' 与未
开展监测预警之前相比! 死亡人数降低率为
T(;$"h! 然而山洪灾害致死人数所占份额仍然较

大' 魏丽等"&%#统计了近 &% 年来! 我国山洪灾害致
灾平均死亡人数! 分别为美国( 日本的 &# 倍和 $T

倍! 即使在开展监测工作后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但仍分别为美国( 日本的 T;Y 倍和 W 倍' 从整体上
看! 我国山洪灾害监测工作自开展以来已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相当的提
升空间'

山洪监测不仅仅是建立监测系统平台的简单
工作! 一个成功的山洪监测预警系统应包括组织
管理体系( 监测要素( 预警阈值$临界雨量%( 监
测设备与台站等多方面的内容$图 $%'

图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山洪灾害监测要素
目前国内外预警模型均以山洪灾害激发要素

来构建! 山洪灾害的监测要素选取是否合理直接
决定了监测系统的有效性以及预警的成功率' 基
于延长预见期的考虑! 国内外对于山洪监测系统
监测要素的选取大体相同! 均将临界雨量作为山

洪灾害监测的核心指标"W!&"#

' 虽然核心指标选取相
同! 但国内外关于临界雨量的定义有所差别'

我国在-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中根据降雨

量直接定义临界雨量! 即当某一时段降雨量达到

或超过某一雨量时! 山洪灾害发生! 该雨量即为

临界雨量! 通常采用统计归纳法进行判别"&##

' 而

国外则以目标流域断面生成临界流量所需的累计

降雨量作为临界雨量"&Y#

! 在此监测过程中! 需要

根据河道安全水位反推临界雨量! 通常采用水文

水力学方法' 因此! 基于前述定义的差别! 不同

国家在临界雨量研究的具体指标选取上各有侧重'

美国根据山洪预警指南系统$0:=LS 0:99I 6AHIR

=DNG! 006%来计算临界雨量"&T @&'#

! 该方法较为全

面的考虑了影响临界雨量的降雨( 土壤含水量及

下垫面特性三大因素! 物理过程明确! 选取因素

具有实时( 动态化的特点! 因此采用该方法监测

到的临界雨量进行预报的准确率较高' 这种临界

雨量的计算方法即为前文提到的水文水力学方法'

欧洲国家则多采用基于气候模拟的欧洲降水指数

$_A>9OG=D 4>GNHOHM=MH9D D̀IGdQ=LGI 9D LHFA:=MGI 1:HR

F=M9:9EC! _4̀1%作为判别极端暴雨的指标"$%#

! 该

方法更类似于风险区划'

&;"!临界雨量
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的降雨( 土壤( 地质环

境等基础因子情况不一! 水文基础资料完善程度

差异较大! 预警难度较大'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雨

量监测! 辅以水位监测的方案' 对于水文资料完

整的地区! 选取历史成灾水位为预警阈值) 如果

该地缺乏历史成灾水位资料! 则以可能造成灾害

的最低水位为预警阈值"W#

' 相对于水位! 目前我

国关于降雨量的研究更多! 但主要还是使用前文

提及的基于数据驱动的统计归纳法' 由于统计归

纳法较为简单! 实际应用方便! 加之不涉及山洪

物理过程机制! 因此在我国使用较为广泛"$&#

'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山洪灾害临界雨量分

析计算细则$试行%.将临界雨量推求方法分为有资

料地区和无资料地区' 对于山洪灾害和降雨量资

料记录较为充足的地方! 可以用区域临界雨量法

和单站临界雨量法计算' 前者是通过统计区域内

山洪发生过时段内最大面平均雨量值的最小值!

并为其赋予一个变幅! 只要面雨量在该变幅内!

该区域就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 这种方法简单

可行! 实用性强!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推广

应用! 但无法定量评估山洪灾害的规模和次数'

单站临界雨量法则是统计单个站点与历次山洪灾

害对应的各时段最大雨量中的最小值! 作为临界

雨量初值! 并增加变幅! 一旦降雨量在该区间内!

则区域内发生山洪概率增加' 单站临界雨量法相

对区域临界雨量法精度有所提高! 在满足雨量计

密度足够大的前提下! 可以确定每个小流域的临

界雨量! 但监测数据仍不能直接用于预警预报!

需要与其它方法相结合"$" @$##

' 如江锦红等人"$Y#构

建了最小临界雨量和临界雨力的概念! 作出暴雨

临界曲线! 并通过三次暴雨山洪资料进行验证!

结果较为可靠'

对于无资料地区的临界雨量计算主要采用内

插法( 比拟法( 山洪灾害实例调查法和灾害与降

雨频率分析法"$T @"%#

' 如刘媛媛等人""&#通过临界水

位比拟反推出临界雨量! 并用北京门头沟区山洪

灾害防治案例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该方法有一定

可靠性' 张玉龙等人""$#用内插法推求无资料地区

的临界雨量并绘制了临界雨量等值线图! 并在云

南典型山洪流域建议验证'

上述方法由于简单易行! 且对降雨资料依赖

性不强! 用于无资料地区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精

度较低! 加之目前实践较少! 通过这些方法推求

得到的临界雨量值用于预警时应谨慎' 目前! 国

际上正通过无资料地区预报$4>GIHNMH9D HD +DE=AEGI

\=LHDL! 4+\%计划对无资料地区山洪计算方法进行

不确定性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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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监测设备及台站
基于我国山洪灾害预警所需要素! 山洪灾害

监测的设备主要为简易雨量站( 自动雨量站和自

动水位站' 简易雨量站能进行雨水情信息自动监

测并具有自动报警功能! 主要用于群测群防) 自

动雨量站和自动水位站可以实现雨量( 水位等监

测要素的自动采集( 存储和传输! 可用于预警平

台发布信息'

监测设备的布局和密度是监测工作的关键'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大纲.要求!

在山洪灾害严重的区域原则上按照 $% e&%%PF

$

U站

的密度布设自动或人工雨量站) 特别严重的区域

应按照 $% e"%PF

$

U站的密度布设自动或人工雨量

站' 在面积超过 &%%PF

$ 的山洪灾害严重流域! 应

布设自动水位站'

根据上述要求! 我国目前已建成自动雨量(

水位站共计 T;" 万个! 简易监测站 #% 万个! 共建

监测预警平台 $ %YW 个! 部分市县山洪灾害监测站

点最大密度已达 &% e$%PF

$

U站! 覆盖了全国 "% 个

省$自治区( 直辖市%( "%Y 个地市及 $ %YW 个县!

控制山洪流域 Y" 万个""# @"T#

' 重点防治区内监测台

站稀疏的区域设备布设密度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Y!相关法律规范
法律法规作为山洪灾害监测的重要管理手段

和依据! 是山洪灾害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

法规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对山洪灾害监测的组织

形式( 监测内容方法( 效果评价等给出了标准和

方向! 是监测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

笔者查阅了我国与山洪灾害有关的法律法规!

系统性的山洪灾害监测法律条文及规范目前尚未

发现! 只零星散见于防洪法( 水法( 水土保持法

等条文之中' 目前我国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

""(#是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 从防汛的角度

对山洪的进行防治和管理进行了立法约束' 我国

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W#于 $%&% 年

修订通过! 该法主要从水土流失的角度出发! 旨

在减轻山洪灾害对地表的剥蚀' 与山洪灾害最相

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汛条例.

"#%#是对洪水灾害进行风险管理的法

律条文! 旨在依法防御洪水( 减轻洪涝灾害' 以

上法律条文均以安全设防为主"#& @#"#

! 涉及到山洪

监测的内容极为有限'

目前现行的山洪监测有关规范主要为由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的-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设计导则.$3/T(Y @$%&#%

"###以

及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编的-山洪灾害预

警设备技术条件.$3/(T$ @$%&W%

"#Y#

' 前者主要针

对县级行政区山洪灾害监测! 从监测站网布设(

监测方式( 信息传输以及监测设备设施四个方面

对山洪灾害的监测进行了说明和规定! 是我国目

前最全面的山洪灾害监测规范! 对山洪灾害监测

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者则主要从

山洪灾害预警角度出发! 对山洪灾害监测设备进

行了说明'

$!山洪监测存在的技术问题

$;&!监测系统寿命与灾害频率不匹配
我国灾害性的山洪发生频率通常较低! 基本

为 Y% e&%% 年一遇! 现行的监测系统很难达到这个

运行时长要求"#T#

' 一般监测预警设备的报废年限

为 &% 年左右! 如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生产的翻斗

式雨量计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 年! 因此设备的寿

命仅为灾害性山洪暴发周期的 &U&% e&UY' $%%W 年

汶川地震后! 四川省在 "' 个重灾县实施了县级流

域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平均每县投资额度

为 T%% 万元) 震后 T 年内由于仪器损毁导致部分地

区监测预警功能丧失! $%&# 年四川省又启动升级

建设! 平均每县投资额度为 &%% 万 e"%% 万元' 因

此! 山洪监测系统的实际寿命仅为山洪灾害周期

的 &U$% e&U&%' 同样! 监测人员作为监测系统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责任期一般为 Y e&% 年! 远低于

灾害的平均周期' 监测仪器的使用寿命以及人员

的更替使得山洪灾害监测缺少持续性'

$;$!降雨监测临界值选取困难
同一流域内! 不同断面发生山洪灾害的临界

流量相差极大' 乔建平等"#(#研究认为在山区流域

内! 不同高程降雨量分布差异较大$图 "%! 从山脚

到山坡中部! 随着地势抬高降雨量也逐渐增加!

但是到山顶附近之后! 由于海拔上升! 空气中水

汽减少! 导致降雨量明显减少' 如甘肃舟曲*W;W

特大山洪泥石流+暴发前夕的气象监测资料显示!

沟源附近海拔为 $ WW% F! W 月 ( 日记录降雨量为

'T;" FF) 沟口县城海拔 & "%% FF! 当天降雨量仅

为 &$;W FF! 二者差异为 (;Y 倍"#W @#'#

' 云南省东

川蒋家沟在 &'W& 年期间内发生多次降雨导致山洪

并诱发泥石流! 流域内不同高程的临界雨量变幅

达到 (&;#h

"Y%#

' 西班牙 3_-_2流域内暴雨诱发泥

石流的临界雨量在 Y FHD 时段内变幅达 TT;(h!

& S内的降雨变幅达 (&;%h

"Y&#

' 此外! 不同坡向降

雨量也不同! 同时期阳坡降雨量要高于阴坡' 因

此! 选择哪一个高程( 哪一种坡向的降雨量进行

监测并作为预警的临界雨量! 是山洪监测预警研

究的难点之一'

图 "!山区降雨量随高程变化示意

$#&



!" 期 熊!朕! 等& 我国山洪灾害监测现状与发展趋势

$;"!监测要素单一% 监测设备有限

目前国内山洪灾害监测以降雨量为主! 但山

洪灾害的暴发是多因素控制! 不仅与降雨量有关!

也与流域的下垫面条件( 植被环境等因素息息相

关' 单纯地依靠降雨量来对山洪灾害进行监测!

其预警成功率距公众期望还有一定距离' 即使降

雨量的监测也多依靠传统的雨量计! 加之降雨监

测站网密度低! 雷达等现代监测设备覆盖范围小!

对强降雨事件监测力度尚显不够"Y$#

'

王宏传等"Y"#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 分析山洪

灾害相关文献发现! 我国关于山洪研究中! *监测

预警+( *非工程措施+等词汇高居热词排行榜榜

首! 但*监测设备+( *监测站网+等词汇却未列入

榜中! 说明我国目前对于山洪灾害研究倾向于预

警理论! 对于山洪监测实践工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的监测要素( 传感设备( 站网组织( 管理体系等

的相关研究极少'

"!山洪灾害监测研究趋势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极端天气导致暴雨逐渐

增多' 目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工作已经成为研究

热点' 由于精细化山洪灾害预警所需监测要素较

多! 在灾害监测具体实践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短板'

结合国内外研究的具体情况! 当前研究趋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 " 个方面'

";&!多要素立体化监测及新技术的融合运用

单一的监测要素和传统的地面传感器与降雨

预报结合的手段覆盖面有限! 难以适应复杂的山

区环境! 预警难度较大' 多个学者建议开展多要

素立体化的监测! 如空基的卫星监测降雨网络已

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Y# @Y(#

'

目前! 以土壤含水量为代表的下垫面特征值

作为山洪灾害另一重要监测要素得到了科研人员

的重视& 或在小尺度流域通过原位观测"YW#

! 或在

大尺度流域通过遥感技术"Y' @T%#

' 未来可在在已覆

盖的天基雷达观测网基础上! 与水文监测技术融

合! 进行流域下垫面情况实时监测'

进一步! 可基于多源遥感( 雷达( 微纳传感

等监测新技术! 与传统监测手段相融合! 实现监

测要素全天时( 全天候( 空 @天 @地立体化监测!

获取山洪多要素实时数据! 摆脱对单一降雨数据

的依赖"T&#

'

";$!布设适应流域水文特点的站点

根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全国山

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 @$%$%%.

"T$#

! 山

洪灾害自动监测站网进行站点优化和站点更新升

级是该方案的重点之一! 要求在升级原有雨量站(

水位站的基础上! 拟新建自动雨量站 " '$( 个! 自

动水位站 & "'% 个! 并新建图像监测站点和视频监

测站点各 W W%' 个( # "'W 个$图 #%'

在大量新增设备后! 其设备与站点布局需要

调整优化! 以此改变和完善原有布局的不足' 通

过分析小流域暴雨洪水规律( 山区复杂环境的空

间异质性( 降雨 @土壤水分 @产汇流的梯度效应

和时空变异性( 局部地形变化对山洪过程及水位

的影响"T"#

! 进行典型小流域监测站点合理布局的

研究! 强化小流域监测站点'

图 #!$%&( @$%$% 年监测站点优化任务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标准化

如前文所述! 目前我国缺少明确的山洪灾害

监测法律法规! 导致灾害监测预警实施的效果并

不理想' 通过制定( 发布和实施标准! 以最小的

投入获得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的最佳秩序和社会效

益' 今后应在现行水文监测规范基础上制订专门

的山洪监测法规政策! 建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标

准化体系' 马建明等"T##提出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的 ( 个标准化需求$图 Y%! 对未来的监测预警

体系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同时! 在

未来的监测工作中! 进一步规范非工程措施的设

计( 实施( 验收( 维护和管理等技术行为! 规范

监测设备技术( 站点建设以及自动监测站点通

讯"TY#

! 不断推动我国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向前

发展'

图 Y!标准化需求序列"T##

#!结语

我国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得到了相关政府部

门的重视! 制订了相关法规和政策! 并实施了多

批相关项目提升防治效率'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研

"#&



灾!害!学 "# 卷

究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但在监测设备( 监测

要素( 降雨阈值和监测站点布局等方面与实际需

求相比还存在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山洪

灾害防治任务艰巨! 需要解决当前研究与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 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在未来研究

中! 建议过程实施与理论研究结合! 建立多源多

要素立体化监测体系( 进行适应流域水文特点的

监测站点布局( 制定专门的政策法规并建立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标准化体系! 从而提高山洪灾害监

测系统可靠性与预警效率! 提升我国山洪灾害防

治能力! 减少灾害损失! 更好地为我国社会的经

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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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GGLMG>L.61.! ĜVGA ,.<! *jG<?.D=:CMHN=:IG>Hl=MH9D

9KMSGlGEGM=MH9D 9OMHN=:IGOMS K>9F MSGFHN>9j=lGO9:=>HB=MH9D

IHKKG>GDNGHDIGd")#? _̀__6G9LNHGDNG=DI ,GF9MG3GDLHDE/GMR

MG>L! $%%Y! $$$%& &$& @&$"?

"T&# 练继建! 杨伟超! 徐奎! 等 ?山洪灾害预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水力发电学报! $%&W! "($&&%& & @&#?

"T$#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

方案$$%&( @$%$%%",#?北京&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 $%&(?

"T"# 张平仓! 丁文峰! 王协康?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与集

成示范研究构想和成果展望")#?工程科学与技术! $%&W! Y%

$%Y%& & @&&?

"T## 马建明! 刘昌东! 程先云! 等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标准化

综述")#?中国防汛抗旱! $%&#$T%& ' @&&?

"TY#刘昌东?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标准化研究" #̂?北京& 水电

科学研究院 $%&"?

&1(J5(I"*%D$(*%& :/"'=:/,,%?5'"'+($4,*5+,$5*C 5*.=5*"

X̀*-6mSGD

&!$!"

=DI 2̀.-59DE:HDE

&!$!"

$&QL?JN,E=C,I=CJ=AU=.$I,&$ V,2,C8D,$8 9.CA,K?<C=K?DD! !G&$?D?0K,8?*J=A9K&?$K?D! !G?$@8.

T&%%#&! !G&$,) $Q#$DI&I.I?=AU=.$I,&$ V,2,C8D,$8 7$H&C=$*?$I! !G&$?D?0K,8?*J=A9K&?$K?D!

!G?$@8. T&%%#&! !G&$,) "Q%$&H?CD&IJ=A!G&$?D?0K,8?*J=A9K&?$K?D! 1?&+&$@ &%%%#'! !G&$,%

!"#$%&'$& 0:=LS K:99I IHL=LMG>LHDN:AIGMSGM>HEEG>GI :=DIL:HIGIHL=LMG>L! jSHNS 9KMGD N=ALGGD9>F9ALGN9D9FR

HN:9LLGL=DI N=LA=:MHGL?.LMSGF9LMHFO9>M=DMD9DRGDEHDGG>HDEFG=LA>G9KO>GLGDM! F9DHM9>HDES=LQGGD jHIG:C

ALGI K9>IHL=LMG>FHMHE=MH9D! jSHNS O>9lHIGIH>GNMI=M=K9>G=>:Cj=>FHDE?0H>LM:C! MSGF9DHM9>HDE=DI G=>:Cj=>DHDE

GKKGNMLjG>GGl=:A=MGI?2SGD MSGLM=MAL=DI F=HD O>9E>GLL9KK:=LS K:99I IHL=LMG>F9DHM9>HDE=>G>GlHGjGI HD IGM=H:

K>9FK9A>=LOGNML& F9DHM9>HDEG:GFGDML! N>HMHN=:>=HDK=::! F9DHM9>HDEGkAHOFGDM=DI LM=MH9D LCLMGF! =DI >G:=MGI :=jL

=DI >GEA:=MH9DL?09A>O>9Q:GFLHD MSGF9DHM9>HDELCLMGFjG>GLAFF=>HBGI& FHLF=MNS QGMjGGD F9DHM9>HDELCLMGF

:HKG=DI IHL=LMG>K>GkAGDNC! IHKKHNA:MCHD LG:GNMHDEN>HMHN=:>=HDK=::! =DI :HFHMGI HD F9DHM9>HDEG:GFGDML=DI GkAHOR

FGDM?0HD=::C! MSGIGlG:9OFGDMM>GDI 9KK:=LS K:99I IHL=LMG>F9DHM9>HDEHLOAMK9>j=>I& FA:MHRK=NM9>MS>GGRIHFGDLH9DR

=:F9DHM9>HDE=DI MSGHDMGE>=MH9D =DI =OO:HN=MH9D 9KDGjMGNSD9:9EC! MSGGLM=Q:HLSFGDM9KLM=MH9DL=I=OMGI M9MSG

SCI>9:9EHN=:NS=>=NMG>HLMHNL9KMSG>HlG>Q=LHD! =DI MSGQAH:IHDE9KMSGK:=LS K:99I IHL=LMG>F9DHM9>HDE=DI j=>DHDE

LM=DI=>IHB=MH9D LCLMGF?

()* +,%-#& K:=LS K:99I IHL=LMG>! F9DHM9>HDE! M>GDI! G:GFGDM! GkAHOFGDM!

..............................................

>GlHGj

)灾害学*首次成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31̂ $核心库
#$%&' @$%$% 年$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 $%&' 年 # 月对外公布了新一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31̂ %$$%&' @$%$%

年%来源期刊! -灾害学.编辑部 $%&' 年 Y 月收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相关

收录证书!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审! -灾害学.杂志首次被收

录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31̂ %核心库来源期刊$$%&' @$%$% 年%'

%灾害学&编辑部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