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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石山区农业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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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干旱灾害管理从危机模式到综合风险模式的转变，以广西大石山岩溶区为研究对象，在

对该区近20年农业干旱灾害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模糊信息扩散方法对该区26个县农业干旱风险进行了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大石山区近加年来平均每2年至少会发生农业干旱1次，且强度呈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该区

平均发生轻度、中度、重度和特大农业干旱灾害的额次分别为1．3年／次、2．2年／次、6．3年／次、15．3年／次。根据区

域干旱灾害风险模型：区域干旱灾害风险=(危险性H×暴露性Ex脆弱性v)／抗旱减灾能力C，加强该区抗旱减灾

能力建设是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干旱灾害和减轻灾害风险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广西大石山区应开展具有可操

作性的干旱防备与应对系统以实现该区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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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全球气候变暖及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剧，我国

干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范围呈加剧之势，其对

经济社会以及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与破坏，也越来

越引起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_2 J。国内外近几年的

研究表明，在所有可能避免和减轻干旱灾害的措施

中，最简便有效的方法是在进行风险评价与区划研

究的基础上，将干旱灾害管理提高到风险管理的水

平【3 J。干旱风险分析研究不仅是干旱灾害风险管理

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农业干旱风险区划和灾前损失

预评估的理论基础。针对我国目前干旱灾害传统被

动型危机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4J，区域干旱灾

害的综合风险管理业已成为我国当今乃至未来一段

时期内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4。J和热点研究课题。

广西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

和境内复杂地理环境的作用，各地降水量分布不均、

季节差异显著，年际变化大，造成干旱灾害频繁发

生。李艳兰等(2009)研究表明【6】：广西干旱指数、干

旱受灾面积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秋旱更为突出，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严重干旱灾害的频率明显增多；降

水时间分布更加不均匀．少雨年的频率增多是干旱

加重的主要原因，而气候变暖则加剧了干旱的影响。

广西大石山区地处桂西北，是全区三大旱片之一，历

年干旱灾害频发，尤其经历了2009--2010年特大干

旱灾害后，整个区域的干旱灾害研究和抗旱减灾工

作引起了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开展该区域干

旱灾害的综合风险管理研究，对气候变暖背景下的

农业干旱灾害防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采用该区

域近20年历史农业干旱统计资料，在农业干旱灾害

风险评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区域干旱灾害发生发

展系统结构组成，进而提出该区综合应对干旱灾害

的基本策略和综合风险管理实施战略问题，以期能

为该区更好地应对干旱灾害和开展综合干旱风险管

理模式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1广西大石山区农业干旱灾害现状与

风险评估

1．1 农业干旱灾害现状调查与成因

根据广西大石山区1990--2007年共18年的历

史干旱资料"-8J，计算该区农业干旱经济损失指数，

并按该指数来划分大石山区1990--2007年的农业

干旱程度。其中，依《旱情等级标准》(SL424—

2008)，经济损失指数(％)=因旱损失产量／正常产

量；干旱程度划分为：损失指数≥40为特旱，20≤损

失指数<40为重旱，10≤损失指数<20为中旱，5≤

损失指数<10为轻旱，损失指数<5为无旱。划分

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1991年为特旱，1990年、1992

年及2004年为重旱，其他各年多为轻中旱，而18年

中农业无旱年份为8年，而2008--2011四年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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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程度的干旱【7—8|，尤其是2009--2010年的特

大干旱造成了广西农业的极大损失。由此可知，大

石山区在近20年来的气候背景，平均每2年至少会

发生农业干旱一次。从干旱发生的频次来看，2000

年之前的11年有6年发生干旱，而2000年之后的

11年，除2001和2002年无旱外，其他年份均发生了

干旱，尤其近4年来，年年都是季节连早，显然于旱

的频次越来越高，干旱程度也有加重的趋势，这与近

些年气候变化下的极端气候、天气异常现象频发有

直接的关系。

裹1 广西大石山区历史农业干旱程度统计裹

Table 1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exlen!in Dashishan region

影响区域干旱的因素很多，主要有降水、气温、

蒸发、旱风等气象条件，土壤、地形、地貌、水文地质

等下垫面条件，农作物品种和分布、水利工程的供水

等人为因素三大类。从这三个方面看，广西大石山

区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干旱灾害仍然频发，究其原

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n．9j：区域降水、日照

时空分布不均匀，蒸发量明显高于降水量，形成气候

干旱；碳酸盐岩广泛分布，岩溶发育强烈，地表水渗

漏严重，且地形切割深，山高水深，造成地质干旱；人

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降低了

小气候调节能力，加重了旱情，且水利设施建设、管

理不善，旱情尚未解决。综合上述气候、岩溶地质、

人类不合理活动因素分析以及承灾体脆弱性，大石

山区干旱主要成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气

候是产生干旱的基本原因；(2)可溶岩地质基础是

干旱形成的重要原因；(3)人类不合理活动及脆弱

性则加重了旱灾的程度。由干旱灾害成因以及广西

历年干旱灾害资料分析，该区干旱灾害具有频发性、

季节性、区域性、连续性、周期性，以及旱涝并存、旱

涝交替、影响范围广、灾情严重等特点【7 J。

1．2农业干旱灾害风险评估

由于干旱灾害从致灾原因(气候干旱、少雨等)

到承灾体(农业种植结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易

变性。以及与人类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

复杂巨系统，因此干旱灾害的不确定性风险概率客

观存在，传统的假设干旱风险概率的评估方法存在

很大偏差。而近年来提出的基于信息扩散的技术方

法即是用模糊集对自然灾害风险的一种近似表达，

指明了风险事件以某概率出现的可能性，从而既体

现了超越概率估算并不精确这一事实，又为模型容

纳模糊信息提供了一条途径【l o|。本文即采用基于

正态扩散模型的模糊信息扩散方法⋯叫引，以农业

综合产量损失指数为指标，对该区农业旱灾风险进

行评价。

设Y．，Y2，⋯，Y。为风险损失指标在m年的实际

观测值，它由具体的可度量值组成，称Y={Y1，Y2，

⋯，Y。}为观测样本集合；设所讨论的风险因索指标

论域为U={“。，Ⅱ2。⋯，扯。}，限于篇幅，该方法具体

计算式可参考文献[16，17]；进而，采用综合产量损

失指数C对农业旱灾程度进行等级划分【7]，具体为

轻度旱灾(5<C≤10)、中度旱灾(10<C≤20)、重

度旱灾(20<C≤40)、特大旱灾(C>40)。其中，综

合产量损失指数指当年农业单产与前三年单产平均

值相比减少的比例，按如下公式计算[13 J：C=13 x

90％+(，2—13)x 55％+(Jl一，2)x 20％；式中，C

为综合产量损失指数(％)；，，为受灾(减产1成以

上)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12为成灾(减产3成以

上)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13为绝收(减产8成以

上)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

按以上方法计算得该区共26个县(市)农业干

旱程度及对应干旱风险概率值(这里换算为重现期

T=1／P)，最终成果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可知，如

田东县平均每年都有约50％的概率发生轻度农业

干旱，中度农业干旱平均每2．3年就会发生一次，

重度农业干旱平均每6—7年(对风险概率3—10取

平均)就会发生一次，而特大农业干旱每10年就可

能发生一次。据该区域历史干旱灾害调查情

况【7,8j，近20年来，1991年和2009--2010年分别发

生了特大农业干旱，而1990、1992和2004年则发生

了重度农业干旱，这都与该计算结果相吻合，说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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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模糊理论的信息扩散方法进行区域农业干旱

风险评估具有合理性，有较好的精度。另外结果也

证实了近20年来该区域农业干旱灾害的频次和程

度有逐年加重趋势，其它各县有类似结果。

表2广西大石山区各县农业干旱程度频次f重现期)统计表(年／次)

Table 2 Statistics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frequency l ii!eulTelIoe interval)in the

counties of Dashishan region(a／times)

县(区) 轻旱 中旱 重旱 特旱 县(区) 轻旱 中早 重早 特旱

Coun【y Slight Moderate Extreme Severe County Slight Moderate Extreme Severe

(District)drougllt droug}lt dmugllt dw,ht (District)d知ugllt drought d∞ought drought

裟苎 ¨ ：．： ， 23 Y伽j筹k。。 ∽ ：．- s．s ≥佗

蒜 " z．· s．s 蛐 旦阳县 1．3 2．1 5．8 ≥12
l manyang

孽堡县 1．3 2．1 5．8 ≥12 墨 ∽’：．- 铋 ≥12
Deba0

⋯ ⋯ ⋯ ⋯

奠芦号 1．3 2．1 5．8 ≥12 爱业县 1．3 2．2 6．1 ≥13
Jin／u Lew

臀 ㈦ z．t s．s 蛐 景赫 -．s ：．- ss 却

錾云县 1．3 2．2 6．1 ≥13 雠 I．3 2．I 5．8 ≥12
unyLl／1

愁兰 ¨ ：．， s．， ≥¨ 麓} ¨ z．- s．s 却

嚣 ¨z．，s．，州 m。三篡暑舳 ¨ z．， " 州

南Na丹nda县n
I．3 2．1 5．6 ≥ll

东兰县
1．3 2．1 5．6

≥11Donglan
‘‘。 ‘‘‘ 。‘。 ’‘‘

毳峨号 t．3 2．1 5．6 ≥Il
巴Ba马m县a

1．3 2．1 5．6 ≥1l
ll明e

Fenp}laIt
l-3I。j2 1z l5．63‘OIl≥II 都专县 1．3 2．1 5．6

≥11Dou’∞
‘。。 ⋯ 。‘。 ⋯

忻城县
1．2 1．7 3．9 ≥7

大Da化hu县a
1．3 2．1 5．6 ≥11

Qincheng
1‘ 1‘。 。’

淼 ¨ ，．· m，，too
Yi宜zho州市u Ci“

1．4 2．3 5．9 ≥11

2区域干旱灾害风险系统组成与综合

风险管理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传统的干旱应急管理模

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应对干旱灾害管理的要求，一方

面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干扰影响日益加大，各

种潜在的和现实的灾害风险对人类的威胁正变得13

益复杂和难以预料；另一方面传统的、单一部门、单

一学科的灾害风险管理方式，难于有效应对人类面

临的El益复杂的自然灾害风险，人们要有效地减轻

和控制灾害风险，就必须采用更加综合的和多学科

的方式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_l引。由此干旱灾害风

险管理模式以其多方面的优势将逐渐取代传统的危

机管理模式．以克服后者迟缓、协调性差及目标不明

确等诸多不足已成为必然。而伴随着干旱管理理念

的变迁，政府部门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

也应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密切配合，组建综

合性的干旱灾害安全网l 4|。

2．1 区域干旱灾害风险系统组成

地区尺度的旱灾风险评价是研究其它尺度的切

人点，可为实现空间尺度上推(全球和国家尺度)和

下推(县乡农户尺度)旱灾风险评价结果的转换提供

依据，也可为不同地区降低旱灾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和现实模式【l5|。按1997年美国气象学会(AMS)对

区域干旱的划分，即气象干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

和社会经济干旱，事实上伴随区域干旱的发生、发展

及危害到结束的全过程，这四种干旱彼此密切联系。

相互衬托，互为补充L1 6|。根据自然灾害系统的相关

研究认识[玎．19。，可将干旱风险因素归纳为四个方

面：即干旱灾害的危险性(主要为区域气候和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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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干旱灾害的暴露性(即经济、社会、自然环

境承灾体系统)、承灾体脆弱性(反映综合损失程度)

铆抗旱减灾能力(人类活动抗旱)【l引，某个区域干旱
灾害风险大小是这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综合

干旱灾害发生发展过程及灾害系统理论．可将区域

干旱发生、发展及危害系统过程按图1描述。图l

共包括4个部分：第1部分是从干旱灾害生成的动

力学角度，表征灾害生成的基本要素；第2部分是从

干旱灾害发生机理的角度，表征灾害生成的机制；第

3部分是从干旱灾害发生后的影响和危害构成成

分，表征灾害内容的构成要素；第4部分是从干旱灾

害存在的生命周期的角度，表征灾害风险管理的整

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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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Rcgi。naIdroughtdisamercomprehensivcriskm衄agemcⅡt

圈1 区域干旱灾害生成、发展及危害内容构成系统结构

Fig．I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regional drou#t disaster about generation．development and harms

从灾害风险生成的动力学角度看，在构成干旱

灾害风险的4项要素中，抗旱减灾能力与干旱灾害

风险生成的作用方向相反，即特定区域的抗旱减灾

能力越强，灾害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生成灾害风

险的作用力就越会受到限制，灾害的风险因素也会

相应地减弱。因此，区域干旱灾害风险模型可表述

为DR=日×E×V／C，其中DR为区域干旱灾害风

险(drought risk)，日、E、V、C分别为区域干旱灾害危

险性(hazard)、暴露性(exposure)、脆弱性(vulnerabili．

t)，)和抗旱减灾能力(emergency response＆recovery ca．

pability)。显然，在区域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既

定的条件下，加强区域抗旱减灾能力建设将是有效

应对日益复杂的干旱灾害和减轻灾害风险最有效的

途径和手段。而抗旱减灾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在应

对突发干旱灾害时，其拥有的人力、科技、组织、机构

和资源等要素表现出的敏感性和调动社会资源的综

合能力，构成要素包括灾害识别能力、社会控制能

力、行为反应能力、工程防御能力、灾害救援能力和

资源储备能力啪】。由此可知，提高全社会应对干旱

灾害风险的能力，必须推进区域综合干旱灾害综合

风险管理模式研究与实施战略。

2．2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内涵

与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概念L19J相对应。干旱

灾害综合风险管理可定义为人们对可能遇到的干旱

灾害风险进行识别、估计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综合

利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与工程手段，通过

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过程的灾害管理，提

升政府和社会灾害管理及抗旱减灾能力，以有效地

预防、应对、减轻干旱灾害，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

续发展。

根据图1对区域干旱灾害系统的描述，结合综

合风险管理概念，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的理论依

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加强区域抗旱减灾能

力建设进而限制灾害风险因素作用；②减轻人类活

动对自然致灾因素的强化作用；③干旱灾害发生机

制表明，需全面加强生存条件抵御干旱灾害风险打

击能力，提高区域抗御干旱灾害风险的水平；④干

旱灾害的构成要素表明，干旱灾前预防、准备，灾后

救援、恢复重建，都必须走出传统单一部门和学科管

理模式，而要着眼于应对复杂的灾害风险，制定灾害

综合风险管理的统一战略、统一政策、统一规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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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体化的救援组织和力量、建立统一的资源支持

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减灾

资源的效益；⑤干旱灾害的生命周期和管理循环表

明，对灾害实施综合的和统一的管理，即可保证灾害

风险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之符合灾害生

命周期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避免不同部门管理处

在同一阶段、内容相同的抗旱减灾任务时，极容易出

现相互扯皮和浪费资源的问题。

推进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一方面，

要从提高干旱灾害风险识别能力的角度，不断加强

对干旱灾害的致灾因子、发生机理以及危害特征的

科学研究，加强对干旱灾害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不

断提高科学识别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从提高社

会应对灾害风险能力的角度，对涉及干旱灾害风险

管理的其它内容，如灾害风险的社会控制能力、行为

反应能力、工程防御能力、灾害救援能力等方面，实

施全方位、全领域和全过程的集中统一管理，建立统

一指挥、运转高效，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灾害风险

管理体系，根据灾害管理从灾前准备、灾时响应、灾

后救援和恢复重建的循环过程，整合全社会的灾害

管理资源，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司灾害风险管理

的行政机构，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高效配置

有限的资源，大力推进综合的和统一的减灾行

引1 4|。

要实施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建立

干旱灾害网络信息共享平台是必然选择。干旱灾害

安全网是指由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构成，具有灾

前防范和化解干旱风险，灾后应付干旱风险冲击功

能的制度、保险、救助和服务的综合体系。结合我国

的实际，程静等(2010)提出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干

旱灾害安全网管理框架14]，该框架是一个综合性、全

局性、系统性的体系，各个部门密切联系，职责明确，

其最终目的是加强防旱抗灾的能力。虽然干旱灾害

安全网构建目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要真正转

变为现实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基于利益

相关者的干旱灾害管理方法的成功实施将对发展中

国家的抗旱保粮具有重要的意义。

3大石山区农业干旱灾害预防策略与

风险管理战略

3．1预防及应对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大石山区干旱灾害频发的

成因、程度、频次及空问分布等特征，要从根本上提

高区域抗旱减灾的能力，就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1)大力推进工程措施：主要是大力推进修筑

区域农田水利工程与生物技术工程的防旱治旱措

施。由于岩溶区域干旱与地表地下双层空问结构、

土层浅薄、植被覆盖率低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对区域

综合治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大力开发利用岩溶水，建

立蓄、引、提水等水利工程，但要注意岩溶地貌和水

文地质条件的差异；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植被恢复重

建，提高表层岩溶带的调蓄功能，并保障水利工程发

挥最大的效益。其中水利工程主要是加大蓄水工程

(尤其是大中型水库)的建设，只有大中型的水源存

在才能抗御大的干旱，另外辅助小的水库、塘坝建

设，提高地表水调控能力，以应对像2009--2010这

样的特大干旱。而对于离地表水源较远的地区要大

力进行引水、提水工程的建设，一方面注重地表水的

输送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岩溶地区地表储水能力

差，但地下暗河水量充沛，可采用打水井等措施，加

大对当地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对于山区既远离地表

水源，地下水深埋又难以开发利用的区域，就只有进

行大量雨水集蓄工程设施的建设，如庭院集雨的人

畜饮水利用(如家庭水柜)和多种经营利用模式、人

工集雨的农田补灌利用模式(如地头水柜)、山坡地

集雨的林草建设利用模式、小流域集雨综合利用模

式等类型L211，综合提高对雨水的利用效率。

(2)完善抗旱非工程措施：按照“工程措施与非

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在加强工程措施建设的同

时，进一步强化政策法规、监测预警、抗旱保障、公众

防灾避灾等抗旱非工程措施，提高抗旱工作的现代

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J。各相关部门要认真组

织落实各项有关措施，建立健全适应岩溶石山区现

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抗旱服务体系，及时做好旱情的

监测预报与分析汇报工作，同时建立一支能适应岩

溶石山地区恶劣环境条件的防旱、抗旱专业化服务

队伍，不断壮大防旱抗旱能力。

(3)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原则”，强化森林植被的保护，加强该区石漠化

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快水污染防治。进行岩溶区植

被的恢复重建，在保水固土、提高可溶岩成土速率的

同时，还可以增加表层岩溶带对岩溶水的调蓄功能，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4)强化水利管理：按照“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加强水利工程管理。该

区域水资源总量丰富而干旱频发，因此在大力推进

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对区域水资源及水利工程管

理极其重要。

(5)农户应对干旱策略：对于大石山区．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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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小农户很多，因为缺乏有效的外部风险分散机

制，就采取多种策略进行“自我保险”。深入认识和

理解农户风险处理策略将有助于更好地采取措施补

充或增强农户抵抗干旱风险的能力。具体地讲，包

括分散种植、采用多个品种、种植多种作物、从事多

种收入活动等的多样化策略(宜作为农业干旱“事

前”处理策略，减少农户经济损失)；调整肥料和农药

的投入，根据气候来调整种植作物的种类及种植时

间等的适时调整弹性化策略(宜作为农业干旱发生

时处理策略)；和灾后农户所采取的如外出打工、消

费信贷、变卖资产等的消费平滑策略(宜作为农业干

旱“事前”处理策略，减少经济开支)。陈风波等

(2005)研究表明旧J，多数农户通过这些策略能成功

地应对一般性的干旱风险。

3．2综合风险管理战略

根据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途径和对策研

究[16】，相应地可从风险控制和风险财政对策两个方

面来实现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

风险控制对策包括风险回避、防御和风险减轻；风险

财政对策包括风险转嫁和风险自留。这两种对策侧

重点不同，两者相互补充，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

可形成区域干旱灾害风险综合管理的最佳策略和核

心内容；至于两对策的优化组合比例主要依据该区

干旱灾害的特征、经济水平、社会条件、历史背景和

其它因素综合确定。由此可知，区域干旱灾害综合

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规避风险进行优化决策，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综上所述，从干旱灾害发生发展系统过程的角

度看，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亦是不断完善的一个

系统过程和循环，主要包括防灾／减灾、预防／准备、

回应(应急和救助)和恢复／重建等4个阶段，是一个

整体的、动态的、过程的和复合的管理。对具体区域

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实施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1)收集区域已有资料系统开展变化环境下区

域干旱灾害成灾机理(表现为生成、发生机理)、发生

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时空分布格局等方面的研究；

(2)进行区域干旱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主

要包括旱情监测、旱情分析预测评估和旱情预警三

个部分，最终构建旱情监测预警系统，包括软件开

发、支撑软件、硬件设备和科研攻关四个方面；

(3)开展区域干旱灾害损失评估、影响评价的

方法与技术研究：主要是采用多种技术方法进行综

合量化分析研究，进而利用多源遥感信息和社会经

济数据建立区域干旱灾害应急灾情评价模型；

(4)进行区域干旱灾害风险评价理论、方法研

究：主要是在干旱灾害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抗旱

减灾能力分析评价基础上研究干旱灾害评价指标体

系、基本程序、评价模型、风险评估软件、风险等级、

风险区划图系、乃至仿真及可视化等方面；

(5)研究区域干旱综合风险管理对策与应急反

应体系：主要是确定风险控制与风险财政对策耦合

的最佳策略、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的优化分析方法、

及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和机制；

(6)干旱灾害应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主

要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采用多种技术建立干旱灾

害数据库，系统需实现上述各环节成果的处理、输出

及信息共享和应用服务，真正做到灾前预防／准备、

灾时回应(应急和救助)、灾后恢复／重建各方面的及

时、准确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支持。

由此可得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的一般程

序：即数据收集与处理一千旱监测预警一GIs信息

管理系统一干旱风险分析与评价一综合风险管理与

应急反应。就目前广西大石山区干旱管理及研究的

现状来讲，该区域就上述(1)、(2)、(3)、(4)方面已做

了一定的研究和相应抗旱建设工作，但还远不能满

足综合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自2009--2010西南五

省大旱后，该区干旱灾害的防备工作得到了进一步

的重视，然而区域干旱管理从危机模式向综合风险

模式的转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 ，—1． 、^

4玷 记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干旱灾害管理急需向综合

风险管理模式转变，以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

内涵为理论依据和导向，大力开展风险管理模式研

究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干旱灾害乃至自然灾

害防灾减灾研究工作的核心和热点。就一个具体的

干旱区域而言，开展具有可操作性的干旱防备与应

对(DPPS)系统【7J理论、方法及软件开发研究，对实

现区域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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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in Dashishan region of Guangxi

YANG Yun-chuanl’2，XIAO Fei—pen93，CHENG Gen-weil，CHEN Yun．don94．

KANG Yong—huP．SHI LIU Hong·xings

(1．hutittae 0，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AS，Chengdu，5ichuan 610041，Ch／na；

2．Graduate‰蚵o，CAS。Beijing 100049，China；

3．Gnangzi Hydraulic and Electric Pulytechnic College，肌lM蛔，‰喇530023。China；
4．Department矿Water Resources o，Gnangxi，Nanning，Guangxi 530023，China；

5．Guangxi Institute旷Water Comaervancy and Hydropou,er脑劬，Nanning，Gnangxi 530023。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drought 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a crisis mode to a compre．

hensive risk model．With the karst area of Dashishan region in Guangxi as research ama，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were made in this region during last 20 years，and diffusion method of fu=y information Was

adopted to calculate and study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gricultural dmught

disaster Occurs once every 2 years in last 20 years，and the intensity increased gradually．With respect to drought levels

of extreme，severe，moderate and slight，the frequency is averagely 1．3，2．2，6．3 and 15．3 years every one time re．

spectively．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drought disaster risk model：珊=(H×E x v)／C．strengthening the capability of

drought mitig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and means to cope and mitigate the drought disaster and risk．Overall，pre．

vention and response capability of the drought disaster lags far behind to meet the objeetive of integrated risk manage．

ment．Therefore，developing the operable Drought Prevention and Preparation System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Keywords：drought disaster；risk assessment；risk probability；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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