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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详细) 准确地挖掘旱灾风险评估中评级标准与评价等级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信息!

在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基础上提出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 构建了区域旱灾风险评估的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模

型! 并应用在 $UUU-%&&Z 年济南市脆弱性因子的诊断和旱灾风险等级评价中* 结果表明& 济南市旱灾风险等级

评价基本处于 % "̂ 级之间! 处于轻中险的状态! 其中 $UUU 年旱灾风险等级最高! 达到 " 级' 通过子系统联系数

的计算! 识别出适应性子系统得到很大的提高! 敏感性子系统稳定) 变化较小! 危险性子系统态势较好) 处于

均势与同势之间*

关键词! 旱灾风险评估' 集对分析' 联系数' 连续半偏集对势' 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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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确定性季风气候的影响! 我国干旱发生
频繁) 影响广泛! 需要不断发展) 完善旱灾风险
定量评估理论和方法"$ =%#

* 在系统工程中旱灾风险
可看成一个系统"" =Y#

! 结合区域旱灾风险的形成机
理和自然灾害系统理论"Z#

! 可形成区域干旱危险
性) 灾损敏感性) 适应性 " 个子系统构成的旱灾风
险系统"" =>#

*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在旱灾风险评估
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 金菊良等"[# 提出用五元联
系数半偏减法集对势进行蚌埠市 %&&$-%&$& 年农
业旱灾脆弱性评价* 刘晓冉等""# 运用 4?1 空间数
据对重庆不同季节旱灾风险做了评估及区划* 目
前! 区域干旱灾害风险评估研究仍处于不断发展
阶段中! 现有的旱灾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 模糊
综合评价法"##

) 风险矩阵法"U#

) 灰色聚类法"$&#

)

集对分析法"$$# 等* 但是如何精准评价旱灾风险等
级) 子系统中干旱致灾因子的敏感性) 适应性和
危险性等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及在旱灾风
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与
完善"[#

! 且现有的减法集对势"$% =$"#

) 半偏减法集
对势"[#在差异度项向确定项转换的过程中存在人
为设定的修正系数* 为使计算结果更具客观性!

本文在半偏减法集对势"[# 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连续
半偏减法集对势! 通过两次半偏的过程将差异度
项转换到确定项上! 并将这种联系数的伴随函数
用于旱灾风险评估中* 首先以济南市 $UUU-%&&Z

年区域旱灾风险评估为研究对象! 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 然后采用联系数方法对区域旱灾风险各子

系统指标值与评价等级进行同异反动态分析' 最
后将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和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
对子系统中各指标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进而分析
旱灾风险系统中的脆弱性因子! 以期为该地区的
防旱抗旱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基于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区域干旱灾害风险
评估方法构建

!!基于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区域干旱灾害风
险评估方法需要以下 Y 个步骤来建立旱灾风险评估
模型*

步骤 $& 根据区域旱灾致灾因子! 建立指标评
价等级标准/,

IG

! Ì $! %! .! 8

I

' G̀ $! %! .!

8

G

0和区域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M

6G

! 6̀ $!

%! .! 8

6

' G̀ $! %! .! 8

G

0! 其中 M

6G

为旱灾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6个样本的第 G个评价指标值!

8

G

) 8

6

) 8

I

! 分别为评价指标数目) 样本数目和评
价标准的等级数目"$%#

* 本研究将区域旱灾风险等
级划分为 $ 级$微险%) % 级$轻险%) " 级$中险%)

Y 级$重险%和 Z 级$特险%*

步骤 %& 根据旱灾风险评价样本 6指标 G的样
本值 M

6G

与评价等级标准 ,

IG

两者间的接近程度! 来
计算区域的旱灾风险评价样本指标值联系数! 参
考文献"[#中改进的放缓指标联系数的分段函数中
相邻两个等级的斜率! 来计算旱灾风险评估样本 6

的指标值联系数 A

6

$6̀ $! %!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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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向指标满足 ,

&G

mM

6G

"

,

$G

! 或反向指标
满足 ,

&G

bM

6G

#

,

$G

时! 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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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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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反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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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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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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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当正向指标满足 ,

YG

mM

6G

"

,

ZG

! 或反向指标
满足 ,

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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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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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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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式中& 随评价标准等级 I的增大而增大$减小%的
评价指标样本值 M

6G

称为正向指标$反向指标%' 评
价标准 $ 级) % 级) " 级) Y 级和 Z 级之间分别用
,

$G

) ,

%G

) ,

"G

) ,

YG

作为临界值划分! 用 ,

ZG

) ,

&G

代表旱
灾风险评价等级 Z 级和 $ 级评价区域另一端的阈
值* 可用联系数 A

6GI

来表示评价标准等级 ,

IG

与样本
值 M

6G

两者间接近程度可变模糊关系的一种相对差
异度函数! 与之对应的相对隶属度 7

!

6GI

为"$Y#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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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I

$ 6̀ $! %! . 8

6

' G̀ $! %! . 8

G

'

Ì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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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将式$>%归一化处理得相应的旱灾风险
评估指标值联系数分量 7

6GI

"$Z#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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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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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数分量 7

6GI

代入式$#%可得到评价指标值联

系数 A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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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得到旱灾风险评估样本 6的指标值联系
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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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 用级别特征值法"$Y! $[#计算评价样本 6

指标值联系数和样本值联系数所对应的风险等
级值&

2

G

$6% H

%

Z

IH$

7

6GI

I*

$$&%

步骤 Y& 计算旱灾风险评价样本 6各指标值联
系数的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 并加以整理识别*

文献"$##构造了五元联系数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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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R的一种新的伴随函数---五元减法集对
势"$##

! 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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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中存在人为设定的修正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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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并且差异度 .

$

) .

%

) .

"

向同一度 - 和对立度 1转换发展的趋势程度不一定
是相同的* 故本文在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 的基
础上! 将 .

%

通过半偏联系数的转换方式! 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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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立度 1时的趋势都为 &! 此时! 联系数连续半
偏减法集对势可按 - =1计算* 综上所述! 连续半
偏减法集对势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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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显然& 当同一度 - $̀) 差异和对立度都为 &

时! 取最大值 ,

Y

$A%

E:d

$̀' 当对立度1̀ $) 同一
度和差异度都为 & 时! 取最小值,

Y

$A%EA; `=$!

由此可得 ,

Y

$A%

)

" =$! $#* 于是可将,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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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势级"$%#

& 反势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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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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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当指标 ,

Y

$A%处于" =$! =&9%%时! 认
为此时的指标是造成旱灾风险等级偏高的重要因

子之一! 可将此指标判别为旱灾风险脆弱性指标!

是需要重点加强防范和管理的主要因素*

为进一步验证式$$Z%的合理性! 通过求平均
绝对误差的方法来计算五元减法集对势 ,

%

$A%和本
文的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 ,

Y

$A%的误差大小! 计算
式取"$U#

&

+ H

%

F

CH$

,

Y

$A

C

% N,

%

$A

C

%

L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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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为随机模拟五元联系数的次数! 本文分
别随机模拟 $&

"

) $&

Y

) $&

Z和 $&

>次时! 评价绝对误
差 + 均在 "9[_左右! 两者比较接近! 这间接验证
了五元减法集对势计算式中 !

$

)

!

%

)

!

"

经验取值
具有合理性*

通过计算误差大小可得到 ,

%

$A%和 ,

Y

$A%的结
果差距较小! 满足误差要求! 说明 ,

Y

$A%连续半偏
减法集对势方法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可有效反
映当前指标联系数的发展趋势' 由于 ,

Y

$A%的计算
过程中无需主观设定修正系数 !

$

)

!

%

)

!

"

! 故计
算得到的结果更具客观性和逻辑性*

%!实例分析

为便于分析) 比较! 下面将阐述连续半偏减
法集对势方法在济南市旱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综合考虑济南市的自然环境) 经济水平) 社会情

况与旱灾风险的关系! 参照文献"U! %&#中济南市
旱灾风险等级划分的指标值和子系统中各指标的
权重见表 $*

参考文献"U! %&#中济南市 $UUU-%&&Z 年 $Y

个旱灾风险因子样本值! 将各指标值的数值与表 $

中的数据一同代入式$$% =式$Z%中! 可得到济南
市 $UUU-%&&Z 年 $Y 个样本指标值的样本值联系数
A

6GI

' 随后由式$>% =式$[%对样本值联系数进行归
一化处理! 通过式$#% =式$$&%计算得到样本联系
数对应的风险等级' 再由式$$$% =式$$Y%计算出
济南市这些样本值联系数! 以及将该样本联系数
分别用于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和连续半偏减法集
对势这两种风险评估方法下的计算! 结果见表 %*

之后! 再将文献"U! %&#指标值代入式$$% =

式$$&%! 得到济南市旱灾风险各子系统的风险等
级评价值! 将该评价结果与文献"U#中各子系统评
价等级结果对比$图 $%*

表 $!济南市旱灾风险子系统% 指标权重% 指标和相应的等级划分区间*U. %&+

子系统 指标 权重
风险等级

$ 级 % 级 " 级 Y 级 Z 级

敏
感
性

/

$

人均水资源量V$E

"

V人%

&9Y Z&& Ŷ%& Y%& "̂Y& "Y& %̂>& %>& $̂#& $#& $̂&&

/

%

地下水水位VE

&9$ "& %̂# %# %̂> %> %̂Y %Y %̂% %% %̂&

/

"

森林覆盖率V_

&9$ >& Ẑ& Z& Ŷ& Y& "̂& "& %̂& %& $̂&

/

Y

第三产业产值比率V_

&9% #& >̂Z >Z Ẑ& Z& "̂Z "Z %̂& %& $̂&

/

Z

城市日用水量V$$&

Y

E

"

%

&9% $& "̂& "& Ŷ& Y& >̂& >& #̂& #& $̂&&

适
应
性

/

>

水库调蓄能力V$$&

Y

E

"

%

&9> %& &&& $̂[ &&& $[ &&& $̂Y &&& $Y &&& $̂$ &&& $$ &&& #̂ &&& # &&& Ẑ &&&

/

[

城市水资源协调能力
&9$ $& [̂9Z [9Z >̂ > Ŷ9Z Y9Z "̂ " &̂

/

#

万元 4P2用水量VE

"

&9$ $& #̂& #& $̂#& $#& %̂#& %#& "̂Z& "Z& Ŷ&&

/

U

污水达标排放率V_

&9$Z $&& [̂Z [Z >̂& >& ŶZ YZ "̂& "& &̂

/

$&

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V_

&9&Z $&& #̂& #& >̂& >& Ŷ& Y& %̂& %& &̂

危
险
性

/

$$

降雨量VEE

&9Y $ %&& $̂ &&& $ &&& Ẑ&& Z&& Ŷ&& Y&& "̂&& "&& %̂&&

/

$%

致灾强度
&9% & $̂9Z $9Z %̂9Z %9Z "̂9& "9& Ŷ9Z Y9Z $̂&9&

/

$"

出现频率V_

&9% Z& "̂& "& %̂& %& $̂& $& "̂ " $̂

/

$Y

重现期V年
&9% % "̂ " Ẑ Z $̂& $& "̂& "& $̂&&

表 %!济南市 $UUU =%&&Z 年旱灾风险评估样本联系数% 五元半偏联系数和连续半偏联系数

年份
样本联系数

-

.

$

.

%

.

"

1

五元半偏减
法集对势"[#

,

%

态势 连续半偏减
法集对势

,

Y

态势 综合评价
等级

$UUU &9&#" &9%$U &9%U# &9%>$ &9$"U =&9$$$! 均势 =&9&U%! 均势 "9$ZY

%&&& &9"$> &9$Z> &9%&# &9%&" &9$$[ &9%[$ 偏同势 &9%Z% 偏同势 %9>YU

%&&$ &9%$Y &9%#& &9%[" &9$[& &9&>Y &9%#Z 偏同势 &9%"U 偏同势 %9ZU$

%&&% &9$#U &9%%$ &9%[# &9%%Y &9&#[ &9$>% 均势 &9$ZZ 均势 %9[UU

%&&" &9Y#> &9$[[ &9$>$ &9$$$ &9&>Y &9ZUY 偏同势 &9ZYZ 偏同势 %9&#U

%&&Y &9Z&Z &9$># &9$Z> &9$&> &9&>Y &9>&U 同势 &9Z>$ 偏同势 %9&Z[

%&&Z &9Z&$ &9$[Z &9$Z" &9$&> &9&>Z &9>&[ 同势 &9ZZU 偏同势 %9&Z#

图 $!济南市旱灾风险子系统等级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与五元减法集对势方法评估值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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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 和图 $ 得到以下认识&

$$%应用本文方法计算所得结果与参考文献
"U#的结果相一致! 且两者的旱灾风险子系统中敏
感性子系统) 适应性子系统和危险性子系统的变
化趋势一致! 说明本文方法所得结果合理! 符合
实际* 此外! 表 % 中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都显示态
势从均势向偏同势和同势的方向好转! 故得出
$UUU-%&&Z 年济南市旱灾风险等级总体是有减小
和向好发展的趋势* 其中! 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
的计算结果比五元减法集对势的计算结果更平缓
一些! 主要原因是五元减法集对势在计算各联系
数分量时没有使用放缓的分段函数! 会使联系数
分量产生较多如+&,这样较为极端的数值! 而在连
续半偏减法集对势的计算过程中避免了这一现象!

故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所得结果更为合理*

$%%表 % 分别用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和连续半
偏减法集对势来计算 $UUU-%&&Z 年旱灾风险集对
势* 其中! %&&Y 年和 %&&Z 年用连续半偏减法集对
势计算的结果是偏同势! 而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
计算的结果是同势! 数值差值只有 &9&Y#! 所以两
种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 但是五元半偏
减法集对势计算过程中没有到考虑 .

$

) .

%

) .

"

向同
一度 - 或对立度 1转化的趋势程度是不同的! 而连
续半偏减法集对势在计算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并区
分了 .

%

向 .

$

和 .

"

的分配比例) .

$

向 - 转化的比例)

以及 .

"

向 1转化的比例* 此外! 连续半偏减法集对
势的计算过程中避免了根据主观经验设定的修正
系数! 故该计算结果更为客观) 更为合理*

$"%图 $ 中济南市 $UUU-%&&Z 年旱灾风险评估
系统中三个子系统风险等级变化最大的是适应性
子系统! 从 "9> 级到 $9Y 级* $UUU 年适应性子系
统达到最大 "9> 级! 是由于 $UUU 年济南市的基础
建设不完善* 随着之后水利工程不断的发展和越
来越高效的管理! 济南市的适应能力逐渐增强!

以致后面的 [ 年旱灾风险评估中适应性子系统风险
等级逐年降低* 危险性子系统波动较大! 但没有
明显的变化趋势! 有可能是受到降雨量等随机性
指标的影响! 历年降雨量不确定性较大且不易调

控! 经查询山东省统计年鉴可知! %&&% 年济南市
降雨量较少! 是 %&&% 年危险性子系统达到 [ 年内
最大风险等级 " 级的主要原因* 敏感性子系统波动
较小! 在 "9% "̂9Y 级之间变化! 可能是因为济南
市这 [ 年中某些相关因素和生态环境变化处于较小
的范围! 尽管敏感性风险等级有略微下降的趋势!

但总体等级还是处于较高水平* 除此之外! 旱灾
风险的综合评价等级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从 $UUU

年的 "9% 级降低到 %&&Z 年的 %9$ 级! 这与旱灾风
险三个子系统的变化状态相一致* 其中 $UUU 年与
%&&& 年旱灾风险综合评价等级在 %9Z 级以上! 主
要是适应性子系统的风险等级较高! 达到 "9Z 级左
右' %&&% 年旱灾风险综合评价等级有上升变化!

主要是 %&&% 年危险性子系统的风险等级较高! 达
到 " 级! 这说明旱灾风险等级是各子系统综合影响
的结果! 故全面考虑各子系统的关系并综合优化
管理可以更好的降低旱灾风险*

基于对以上旱灾风险系统的结果! 识别脆弱
性指标需进一步分析旱灾风险子系统中各项指标
联系数值的变化* 将数据代入式$$% =式$U%中得
到各指标项的联系数! 再代入式$$Z%中! 计算整
理得到济南市 $UUU-%&&Z 年各子系统中指标项的
态势和发展变化$图 %%*

通过对图 % 数据分析可得&

$$%对于敏感性子系统由图 %:可知& $UUU-

%&&Z 年这 [ 年中联系数大于 & 的指标从 M

%

地下水
水位和 M

Y

第三产业产值比率这两个增加到 M

%

地下
水水位! M

"

森林覆盖率! M

Y

第三产业产值比率三
个! 且这三个指标联系数都在不断增加* 其中! M

"

森林覆盖率从偏反势转变为偏同势! 说明这 [ 年中
济南市森林植被恢复较好! 生态环境不断好转!

是敏感性子系统的集对势呈略微上升的重要原因*

M

Z

城市日用水量指标长期处于偏反势的状态! 且有
不断下降的趋势! 说明随着济南市社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的逐渐提高! 济南
市日用水量不断增* M

$

人均水资源量基本没有变
动! 且长期处于偏反势状态! 这说明济南市长期
处于人口压力较大的状态*

图 %!济南市旱灾风险子系统各评价指标历年的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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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适应性子系统由图 %c 可知& M

[

城市水
资源协调能力) M

>

水库调蓄能力指标改善幅度大!

其中! M

>

水库调蓄能力指标在 %&&$ 年数值变化幅
度达到 $ 以上! 这与济南市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
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也说明 M

[

城市水
资源协调能力) M

>

水库调蓄能力指标两个指标的增
加! 是济南市旱灾风险适应性增强的主要因子*

$"%对于危险性子系统由图 %N可知& 在 %&&%

年! M

$$

降雨量) M

$%

致灾强度) M

$"

出现频率) M

$Y

重
现期四个指标值同时降低! 这是 %&&% 年济南市危
险性增加的主要原因* 济南市危险性子系统旱灾
风险波动较大! 但总体在均势及以上的状态! 这
与济南市的自然地理有关! 使得危险性子系统中
的指标变化幅度大*

$Y%对于各子系统的变化趋势由图 %L 可知&

济南市 $UUU-%&&Z 年期间! 敏感性子系统几乎无
变化' 危险性子系统变化幅度较大) 无固定变化
趋向' 适应性子系统改善趋势显著! 从偏反势逐
渐转向同势*

"!结论

$$%在五元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基础上提出连续
半偏减法集对势! 结合半偏联系数具有联系分量
转换作用的思想! 将五元联系数中不确定性分量
.

$

) .

%

) .

"

通过两次连续的半偏联系数的转换作
用! 把这些不确定性分量分配到确定性分量同一
度 - 和对立度 1上* 通过误差计算! 两种方法所得
结果非常接近! 并且将计算结果与文献"U#内计算
结果相比较! 旱灾风险评估等级接近! 且各子系
统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此外! 连续半偏减法集
对势中无需主观确定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向同一度 - 和对立度 1分配是通过半偏联系数逐步
转换得到的! 计算结果更为客观! 对不确定性分
量的分配更为合理*

$%%连续半偏减法集对势在济南市 $UUU-%&&Z

年旱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结果可得出& 基于联系
数的结果! 济南市多年旱灾风险等级在 % 级与 " 级
左右! $UUU 年风险等级最大! 达到 "9$Z 级! 是风
险较大的年份' %&&Z 年风险等级最小! 为 %9&>

级! 且这 [ 年中旱灾风险等级不断减小* 通过对旱
灾风险系统各子系统评价指标联系数的计算! 结
合各联系数趋势图的变化! 识别出导致 $UUU 年济
南市旱灾风险等级较高的主要因子有& M

$

人均水资
源量) M

"

森林覆盖率) M

Z

城市日用水量) M

>

水库调
蓄能力) M

[

城市水资源协调能力' 导致 %&&% 年济
南市旱灾风险等级有上升趋势的原因是 %&&% 年旱
灾风险系统中危险性子系统联系数减法集对势降
低较多! 且 M

$

人均水资源量和 M

Z

城市日用水量仍
处于偏反势状态! 故在此年风险等级有所上升*

$"%通过济南市旱灾风险等级中敏感性子系
统) 适用性子系统和危险性子系统的发展趋势分
析可得出! 在旱灾风险评估中! 危险性子系统一
直在均势到同势之间变化! 说明济南市干旱致灾
因子危险性较脆弱' 敏感性子系统变化微弱! 一
直处于均势状态! 说明济南市该子系统变换稳定'

适应性子系统从偏反势转为同势! 且在 %&&$ 年跳
跃性的转向同势状态! 说明济南市对旱灾的应对
能力大幅度提高! 从而降低了旱灾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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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莉莉<面板数据下灰色关联聚类模型及其应用研究"P#<

郑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U<

"$$# 杜雪芳! 李彦彬! 张修宇<黄河下游生态型引黄灌区水资源
承载力研究"'#<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 %% =%U<

"$%# 金菊良! 沈时兴! 郦建强! 等<基于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
力评价与诊断分析方法"'#<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 "U$$%& $ =U<

"$"# 金菊良! 李征! 陈梦璐! 等<基于五元减法集对势的山东省旱
情动态评价"'#<人民黄河! %&%$! Y"$"%& >" =>#! #"<

"$Y# 陈守煜<水资源与防洪系统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方法"K#<大
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Z<

"$Z# 金菊良! 吴开亚! 魏一鸣<基于联系数的流域水安全评价模
型"'#<水利学报! %&&#! "U$Y%& Y&$ =Y&U<

"$># 赵克勤<集对分析及其初步应用"K#<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 %&&&<

"$[# 金菊良! 陈鹏飞! 陈梦璐! 等<水文水资源学家陈守煜先生学
术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水利学报! %&$U! Z&$$&%& $%#%

=$%U&<

"$## 金菊良! 陈鹏飞! 张浩宇! 等<五元减法集对势及其在水资源
承载力趋势分析中的应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Y$$%%& "& ="Z! Y%<

"$U# 金菊良! 赵行玥! 崔毅! 等<半偏减法集对势在区域旱灾风险
评估中的应用"'#<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 "> =YY<

"%&# 桑国庆<区域 干 旱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 P#<济 南& 山 东 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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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学-被,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g'/?$报告#%&%%$-收录
近日!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研制的期刊评价报告1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g'/?%

报告$%&%%%2$简称& g'/?报告%发布* 1灾害学2从第一届起连续 " 年被1g'/?报告2收录*

1g'/?报告2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2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万

方数据有限公司)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科学技术

期刊编辑学会联合研制! 是一份对全球科技期刊的评价

报告*

该报告依据世界各国 *oP投入) 科研论文产出) 科研

人员数量) 期刊规模和水平确定各国入编来源期刊* 经过严

格遴选! 从全球正在出版的 > 万余种科技学术期刊中精选了

最具地区代表性) 学科代表性) 行业代表性的优秀期刊

$Z&%% 种为1世界引文库2来源刊! 其中多语种及非英文期刊

共 "&[U 种! 中国期刊 $>"Y 种! 按三级学科分为 %U$ 个学科

领域* 1g'/?报告2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期刊评价体系! 是

一份体现世界期刊同台竞技结果的期刊评价报告! 入选期刊

均被认为是具有地区代表性和学科代表性的优秀期刊*

1灾害学2目前已被北京大学图书馆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 版%2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P%核心库$%&%$

=%&%%%21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g'/?%报告$%&%%%2等

核心期刊收录*

1灾害学2编辑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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