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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灾害链的概念的提出及概念进行了研究,对灾害链的两种学术概念进行了讨论,一个是“灾Ｇ
灾”的灾害链概念,一个是“以灾报灾”的灾与灾共生、共发、及续发的概念,而后一个的价值可以对

大灾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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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灾害链现在已成为一个热搜的学术概念及研究

的热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多种灾害致灾的严

重性被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从全球范围内对这

些灾害都给予更多的重视,而在国内,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新时期的减灾思想和理念,其中在三个转变

中,就有一条是从单一灾种的防御转变为多灾种的

防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必然导致的一

个行动纲领,但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尤其巨灾的发

生,并不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减轻,反而更加严重

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多重灾害的概念进行更深的研

究.本文对灾害链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及诠释性研

究,尤其对第二种灾害链形式,即认为天地系统有一

个共同之灾的因素,导致不同灾种的灾害接踵发生

或者共发,这一点对巨灾的预测以及多灾种的事前

预防都有着意义,尤其对灾害风险的防控及估计,以
及提前预备以减少损失的防灾措施都有意义.如寒

流与地震同来,寒流极有可能触发地震,这就可以让

我们对这个风险有一个预估,另外触发了地震之后,



寒流又同时造成地震后的再一次灾害,我们若对此

有所估计,就可以减轻第二次灾害导致的损失,从而

更全面地减少了灾害的破坏.本文将对灾害链的学

术思想进行简单的阐述,以对灾害链防御及学术研

究提供帮助.

１　灾害链的定义的多样性

网络搜索灾害链的定义,诠释这个词汇的定义

为:“许多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常常会诱发出一连串

的次生灾害,这种现象就称为灾害的连发性或灾害

链”.这句话的定义是不全面的,其所指实际上是指

的次生灾害(或称之为衍生灾害)成串性就称之为灾

害链,诱发是关键词,狭义化理解了灾害链.这是一

个不完整的概念,并没有指出地球内某种致灾因素

导致不同载重的同时发生,这样把灾害链的学术思

想肤浅化.
而紧跟的下一句是:“当然,灾害链中各种灾害

相继发生,从外表看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其内

在原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可初步认为,
能量守恒、能量转化传递与再分配是认识它的重要

线索和依据”.这句话没有错,但从能量角度来阐述

这个问题时,显得概括的层次太高,从科学上入手时

发现很难有可以把握的研究点.
从这里可以看出,灾害链的定义是有分歧的,可

大体概括为:一是次生灾害产生的灾害链,即诱发的

灾害链,这是人们最习惯性认识的在灾害链;二是灾

害成链状关系,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此灾与彼灾的

链状关系是什么.三是灾害可能共同诱发或者是排

斥性的发生的,这将纳入到地球或天体系统科学之

中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更深层次的灾害链.
还有一种观点在这里列出供参考,对灾害链的

认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地球系统,某一因子的触

发,所导致的致灾因子的群发现象;另一种是某一致

灾因子的发生,所引起的一系列次生灾害链发生的

现象.据此,我们把前一种称之为致灾链(灾害群),
后一种称之为灾害链.在灾害链中,又可划分为并

发型和串发型两种,前一种通常是由致灾链引发的.
这样定义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指地球系统,未

包括天体运行系统,另外同一致灾因子未必是并发,
也有可能是串发,因为灾也会致灾,同一致灾因子导

致一灾发生后,这一灾可能会触发下一灾的发生,这
样就串发了.

定义可以多种化,但我们必须用实际的科学来

解决实际的问题,首先防止灾害链的浮浅化,浅的认

为灾害链就是“吃饱了会撑着”这种“串糖葫芦式”式
的概念的一天一天的重复,而不去深入,如仅停留在

干旱灾害链(分为高温Ｇ干旱灾害链、旱灾Ｇ虫灾Ｇ病害

灾害链、旱灾Ｇ大风Ｇ沙尘暴灾害链)、地震灾害链和

寒潮Ｇ雪灾灾害链的成灾模式等等概念化的模式上.
还有一种就是需要量化和准确化,需要定性走

向定量,例如,地震后会产生火灾,这就必须要指明

可能产生火灾的地方,这就是精准化、定量化的要

求,就是假如一个地方产生了火灾,它可能蔓延到什

么程度? 这都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２　灾害链学术思想的首次提出

１９８７年我国地震学家郭增建首次提出灾害链

的理论概念[１]:“灾害链就是一系列灾害相继发生的

现象”.这是学界比较公认的首先提出者,但这是比

较大众化的定义,也是简单的定义,但不是提出者全

面的阐述与定义.
网络上搜索,得文传甲又把灾害链定义为:“一

种灾害启动另一种灾害的现象”,即前一种灾害为启

动灾环,后一事件为被动灾环,更突出强调了事件发

生之间的关联性.但正如前述,这点的灾害链的定

义并不全面,对成因类型应为完全概括.
肖盛燮等人从系统灾变角度将其定义为:“灾害

链是将宇宙间自然或人为等因素导致的各类灾害,
抽象为具有载体共性反映特征,以描绘单一或多灾

种的形成、渗透、干涉、转化、分解、合成、耦合等相关

的物化流信息过程,直至灾害发生给人类社会造成

损坏和破坏等各种链锁关系的总称”.这更偏向于

哲学用语的一种概括.
史培军将灾害链定义为由某一种致灾因子或生

态环境变化引发的一系列灾害现象,并将其划分为

串发性灾害链与并发性灾害链两种.
定义仅仅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而对于学术思

想的提炼,还需要把它的内涵和外涵在更深或者下

一层次上进行阐明.
首先提出灾害链定义以及学术思想者郭增建,

不仅用最简单的语言对灾害链进行了定义,而且对

他的成因关系,发生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阐明了

其科学意义,可以延展的研究范围,这个研究主要表

述在１９８７年的一篇论文[１],１９８９年的一部专著之

中[２],后期又有一些补充研究[３Ｇ１２,１５,１９,２０].其全述如

下:“灾害链可定义为不同种类的灾害在相近地区和

遥联地区相继发生的现象”.从成因角度来说,灾害

链可分为因果链(不同灾害之间有因果联系)、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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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不同灾害之间由另外的共同因素把它们联系起

来,如天文因素)、互斥链(即这一灾害发生时另一灾

害不发生或移向他处)和偶排链(即暂不明成链原因

的链).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互斥链,这是比

较全面阐述灾害链成因和逻辑关系的表达,但郭增

建及研究者不定于此,后期按这个概念和定义进行

了更深的研究,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第二类灾害链研

究,即是以灾报灾的研究,以灾报灾可以定义为当一

个灾害发生后,我们预测下一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而这个灾害还不是同一灾种,对此又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９Ｇ１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３　第二类灾害链研究的科学价值

３．１　巨灾灾害链及防灾价值

第二类灾害链是研究一种大的灾害发生后就会

接踵发生另一种灾害的事实和现象,那么对国家的

防灾就有意义,若是这种相继发生的现象是重大灾

害,我们就可以预测,即就是概率性的,因为当我们

知道一个大灾发生后,下一个大灾会发生,就可以做

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这是在防灾战略上的意义.
而在大地震的预测实践中,当我们能认识到一

个灾害后会相继发生另外一个灾害时,当下一个灾

害的前兆出现时,就增加了我们对这个前兆预报下

一个灾害的可信度,例如大旱之后会来大地震,那么

当大旱之后出现同样一个地震前兆时,我们就可以

认定这一个前兆,对应一个大地震的发生的可能性

比较大,这是在地震学科预测上的意义.另外一个

方面,现在地震预测的很多前兆是大小不分的,而灾

害链的预测往往是大的对应大的,这就有很重要的

意义,而这一点针对汶川和其他的大地震都有预测

的实践[１６Ｇ２０].

３．２　在国际上争取优势研究地位的价值

第二类灾害链的思想我们可以从钱学森所述的

地球表层学的思想中找到它的渊源,钱学森认为在

天地生系统中,一种现象和一种现象之间必然存在

着某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关联,如果我们把这种

关联有意识地作为一个学科来认识的话,我们就可

以以这个学科在世界科学中占领一些位置,从而从

新视野新角度的研究来拓展中国科学研究在世界的

地位,这就是灾害链研究的另外一个价值,至少中国

掌握了一种预测重大灾害的方法,而且是独立前

行的.

４　结论与讨论

在定义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第二类灾害链预

测的方法与思想,对其以大灾预测大灾的方法的价

值进行了阐述,以加强人们对这类灾害链研究的认

识及意义的印象,以促成这一类灾害链在研究上更

深入的推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１]　郭增建,秦保燕．灾害物理学简论[J]．灾害学,１９８７(２):２５Ｇ３３．
[２]　郭增建,秦保燕．灾害物理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３]　郭增建,秦保燕．灾害物理学的方法论(一)[J]．灾害学,１９８８

(２):９Ｇ１７．
[４]　郭增建,秦保燕．灾害物理学的方法论(二)[J]．灾害学,１９８８

(４):１Ｇ１０．
[５]　郭增建,秦保燕．灾害物理学的方法论(三)[J]．灾害学,１９８９,４

(２):１Ｇ８．

GUO Zengjian,QIN Baoyan．ON Methodology of Disaster

Physics(Ⅲ)[J]．JournalofCatastrophology,１９８９,４(２):１Ｇ８．
[６]　郭增建,秦保燕,李革平．未来灾害学[M]．北京:地震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７]　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M]．北京:地震

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　郭增建,韩延本,郭安宁．从灾害链角度讨论２００５年九江５．７级

地震的预测[C]//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２２届年会论文集．北

京:中国地球物理学会,２００６:１．
[９]　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灾害互斥链研究[J]．灾害学,２００６,２１

(３):２０Ｇ２１．

GUOZengjian,QINBaoyan,GUOAnning．StudyonIncompatＧ

ibleChainofDisasters[J]．JournalofCatastrophology,２００６,２１
(３):２０Ｇ２１．

[１０]　郭增建,韩延本,郭安宁．从灾害链角度讨论２００５年九江５．７
级地震的预测[J]．地震,２００６,２６(４):１２９Ｇ１３２．

GUOZengjian,HAN Yanben,GUO Anning．Discussionon

thePredictionofJiujiangEarthquake(MS５．７)onNovember

２６,２００５fromtheView PointofDisasterChain[J]．EarthＧ

quake,２００６,２６(４):１２９Ｇ１３２．
[１１]　郭增建,郭安宁,周可兴．地球物理灾害链[M]．西安:西安地图

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　郭增建,韩延本,郭安宁．用地球物理灾害链讨论２００７年６月

３日云南普洱６．４级地震的中期预测[J]．国际地震动态,２００７
(６):１Ｇ４．

GUOZengjian,HAN Yanben,GUO Anning．Discussionon

theMiddleTermPredictionofthePu＇erEarthquakeMS６．４in

YunnanProvinceonJune３,２００７by GeophysicalDisaster

Chain[J]．RecentDevelopmentsin WorldSeismology,２００７
(６):１Ｇ４．

[１３]　高建国,郭增建,耿庆国．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实录[M]．
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３７１第４２卷 第６期　　　　　　　　　　　李健梅,等:灾害链学术思想的提出及两个概念概述　　　　　　　　　　　　　



[１４]　高建国,郭增建,耿庆国．灾害预测方法集成[M]．北京:气象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　郭增建,汪纬林．天灾预测学简论:广义地球物理在天灾预测

中的应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６]　郭安宁．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十年天灾备荒史[M]．西安:陕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７]　郭安宁,张惠芳．地球物理灾害链有关物理问题的讨论[J]．气

象与减灾研究,２００６,２９(４):４０Ｇ４３．

GUOAnning,ZHANGHuifang．DiscussiononSomePhysical

ProblemsofGeophysicalDisasterChain[J]．Meteorologyand

DisasterReductionResearch,２００６,２９(４):４０Ｇ４３．
[１８]　郭安宁,张向红,吴建华,等．孟加拉特大风暴潮与滇缅地区大

地震的关联现象[J]．地震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２):５０４,５４５．

GUOAnning,ZHANGXianghong,WUJianhua,etal．CorreＧ

lationbetweentheGreatStorm SurgesinBangladeshand

LargeEarthquakesinthe YunnanＧBurma Area[J]．NorthＧ

westernSeismologicalJournal,２０１５,３７(２):５０４,５４５．
[１９]　郭增建,郭安宁,张向红,等．纪念古浪８级大震九十周年:暨对

特大地震的研究讨论[J]．地震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９(２):１９１Ｇ１９５．

GUO Zengjian,GUO Anning,ZHANG Xianghong,etal．

CommemorationoftheNinetiethAnniversaryoftheGulang

MS８Earthquake:DiscussionoftheStudyofGreatEarthＧ

quakes[J]．ChinaEarthquakeEngineeringJournal,２０１７,３９
(２):１９１Ｇ１９５．

[２０]　郭增建,郭安宁．从灾害链角度讨论１９２０年海原８．５级地震

[J]．地震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４１(６):１３９４Ｇ１３９５,１４８１．

GUO Zengjian,GUO Anning．Discussion onthe Haiyuan

M８．５Earthquakeof１９２０fromtheView PointofDisaster

Chain[J]．ChinaEarthquakeEngineeringJournal,２０１９,４１
(６):１３９４Ｇ１３９５,１４８１．



简讯

兰州地震研究所部分学生向母校敬赠郭增建先生铜像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兰州地震研究所的部分历届学生联名向母校敬赠了郭增建先生铜像.此举得到甘肃省

地震局领导的赞许,认为他们赠送来郭增建先生塑像是一件好事,体现了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和对郭先生

的崇敬之情.
郭增建先生一生致力于防灾减灾,他矢志不渝,励学躬行,鞠躬尽瘁.他还呕心沥血,培养人才,壮大队

伍.早者可溯到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设的地球物理专科学校,之后到１９７９年兰州地震研究

所开始的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几十年来,兰州地震研究所培养的地学人才已历代,毕业生从耄耋老者到年轻

学子,研究生遍及海内外,成为防震减灾及科研教育的中坚以及其他行业的骨干力量.
这次捐献铜像活动是约３０位老同学自发组织的,学生们中既有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也有坚守在

防灾减灾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表达了情系母校,牢记师恩的赤子情怀.现先生的半身铜像暂由甘肃省地震

学会暂收,待择时择地进行揭幕安放.

耿大玉(兰州所１９８２级硕士生,博士,原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校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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