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7期)2010(3)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0-01-20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08BAC48B02);武汉区域气象中心科技发展基金重点项目(QY-Z-200807)。
作者简介:陈正洪(1964-),男,研究员;研究方向:应用气象及气候变化。E-mail:chenzh@126.com

社会对极端冰雪灾害响应程度的定量评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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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定量评估社会对极端冰雪灾害响应的速度和程度,以湖北省影响较大的媒体《楚天金报》2008
年1月9日至2月5日每天刊载相关文章的版面位置、版面数、专版数为基础数据构成一个综合指标,研究其动

态变化及与气象因子的关系,建立了综合指标的气象评估(预测)方程和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的气象因子预测(评
估)模型,划分了灾害等级及对应的气象指标,可供今后防灾工作借鉴。结果表明:(1)该指标能较好反映社会对

冰雪灾害应急响应的速度和程度,其峰谷变化与积雪深度变化一致,并能反映灾害逐步加重以及认识逐步加深

的3次过程;(2)该指标与积雪深度正相关且最显著,与低温负相关、与日雨雪量或雪量不相关,但与前2-3天

的雪量正相关,与雪量累积以及低温累积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说明短期的降雪和低温对社会危害有限,只有持续

较长时的降雪、深厚积雪、低温才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3)当积雪深度超过8.0(19.0)cm,或者累积最低气

温低于-7.0(-43.0)℃,或者累积雪量超过24.0(54.0)cm时,就会开始产生严重(极其严重)危害,社会关注

度和响应度就会开始(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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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罕见的持续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的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期间共出现4次大范围低温雨雪天气过程,
对电力、交通运输、农业及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

影响和损失,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贵州等省

受灾最为严重,由于此次灾害范围广、强度大、持续

时间长,损失极其严重。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受灾人

口1亿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1]。
此次灾害发生后,有关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分

析工作,包括成因分析[2]、损失评估[1,3]、历史比较[4]

等。此外,应急救灾则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程度[5],
国家及各省市、各部门纷纷制订应急预案,其核心内

容之一为启动灾害应急与否以及应急等级的一套技

术指标,这些指标的确定通常有很大的人为性,而且

更多考虑是科学层面的纯气象指标,并未直接考虑

到全社会的反映。
根据世界各国以及我国的经验,发生严重灾害

时,政府、职能部门是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它们对灾

害的应急反应能力是救灾、减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

因素[6-9]。同时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也是战胜灾害的

不可缺少的力量[10-11]。这次灾害有较长的发生发展

过程,全社会也有个逐步认识、重视程度逐步加深的

过程,媒体是社会的雷达和了望哨,媒体在重大灾害

来临时必然有所反映,因此媒体的反映可以很恰当

地代表社会对于某一事件的关注和响应度,分析其

中规律,对今后抗灾救灾将有借鉴作用。

  一、定量评估的资料与方法

湖北是此次气象灾害事件的重灾区,根据省民

政厅统计,截止2008年2月11日12时,全省各地

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2279.8万人,直接经济

损失113.98亿元[3]。以湖北省内影响较大、可以代

表社会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和响应度的《楚天金报》为
资料数据来源,该报仅武汉市就发行40万份,以每

份报纸2.5个人阅读,那么影响面为100万人。以

该报从1月9日至2月5日逐日刊载与冰雪相关文

章的版面位置、版面数、专版数为基础数据,进一步

构成一个综合指标:

S=3×S1+5×S2+S3
其中,S,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标;S1,头版

相关文章篇数;S2,刊载相关文章的专版数;S3,刊
载相关文章的其它版面数(不含头版和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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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头版文章对阅读者影响最大,故以篇计算,
每篇3分;专版,即深度报道,按每版5篇,每篇1分

计算;而一般零碎刊载的版面,均按1分计算。评分

结果见表1。
表1 《楚天金报》每日关于冰雪报道数统计(2008年)

日期 头版篇数 专版数
其它版数

(不含头版和专版)
综合指数 日期 头版篇数 专版数

其它版数
(不含头版和专版)

综合指数

1月9日 1 1 23日 2 3 0 21
10日 1 1 24日 2 1 11
11日 1 1 25日 3 1 0 14
12日 1 2 5 26日 3 3 0 24
13日 1 2 5 27日 1 6 1 34
14日 1 2 5 28日 1 4 5 28
15日 1 1 1 9 29日 1 7 1 39
16日 1 3 1 19 30日 2 7 1 42
17日 1 2 7 31日 1 5 4 32
18日 2 2 2月1日 3 5 1 35
19日 2 2 8 2日 2 4 3 29
20日 3 3 2 26 3日 4 4 0 32
21日 1 5 2 30 4日 1 2 1 14
22日 5 5 0 40 5日 2 1 3 14

  同时获取武汉市日平均气温(T)、日最低气温

(Tmin)、日最高气温(Tmax)、日雨雪量(R)、日雪

量(SN)、日最大积雪深度(D),并统计逐日累积最

低气温(∑Tmin)、雨雪量(∑R)、日雪量(∑SN)。
计算S与T、Tmin、R、D、∑Tmin间的相关系

数,建立S与T、Tmin、R、D、∑Tmin间的线性和非

线性方程,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反映的临

界气象指标。

  二、定量评估的结果与讨论

1.社会应急响应程度时间变化分析

从表1和图1可见,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

标有3次峰值变化,以≥15为标准,分别在1月16
日、1月20—23日、1月26日至2月3日,与四次大

范围降雪时间(1月11—15日、18—21日、26—30
日、2月1日)基本一致,社会反应时间上仅滞后1
天左右。

从峰值大小来看,依次为19、21~40、24~42,
是一次比一次大;从持续时间来看,依次为1天、4
天 、9天,是一次比一次长。说明灾害的形成以及社

会对灾害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当人们把第一次大

雪当成瑞雪,那么第二次大雪成灾就基本确立。其

中以1月30日综合指数最大,达到42,能较好反映

当时灾害的严重程度。

图1 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数与武汉市

积雪深度逐日演变曲线(2008年1月9日-2月5日)

  2.社会应急响应程度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2和图2可发现,社会响应程度综合指标与

积雪深度相关最为显著,两条曲线形状基本一致,相
关系数达0.88。其次是累积雪量或雨雪量,相关系数

为0.78,再就是累积最低气温,相关系数为0.633。
表2 逐日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数与武汉市气象要素相关系数

日平均

均气温(℃)

日最低

气温(℃)

日最高

气温(℃)

累积

低温(℃)

积雪

深度(cm)

日雪量

(mm)

累积雪量

(mm)

日雨雪量

(mm)

累积雨

雪量(mm)
相关系数1 -0.477***-0.594**** -0.351* -0.633****0.877**** -0.008 0.779**** -0.231 0.776****

相关系数2 0.324 0.051
相关系数3 0.418** 0.126
相关系数4 0.414** 0.117

 注:相关系数1~4分别表示该气象要素与当日、次日、后天、大后天综合指数的相关结果。*,**,***,****分别表示通过

信度α=0.1,0.05,0.01,0.001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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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数与武汉市

积雪深度的线性相关(1月9日-2月5日)

该指标还与日最低气温、日平均气温显著负相

关,与日最高气温负相关不显著。该指标与当日雪

量或雨雪量关系不明显,但前2~3日雪量相关性显

著。说明持续较长时间的降雪、深厚积雪、低温对社

会危害最大。

3.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的气象因子评估模型

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数的多气象因子评估

模型如下:
S=2.299-0.454Tmin+1.065D+0.139∑SN

(R=0.891,α=0.001) (1)

单因子评估模型如下:
S=3.617+1.418D (r=0.877,α=0.000) (2)

S=12.17-0.416∑Tmin (r=0.633,α=0.000)

(3)

S=3.035+0.507∑SN (r=0.633,α=0.000)(4)

  其中R 为复相关系数,r为单相关系数,α为信

度系数。
可见积雪越深、低温越强和持续时间越长,那么

灾情就越重,社会应急响应程度就越强。
根据方程(2),令S=5,可得到D=1.0cm,积

雪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危害不大;令S=15,可得到

D=8.0cm,说明只要积雪超过8.0cm,就会开始

产生一定危害,社会关注度和响应度就会开始提高。
令S=30,可得D=18.6cm,说明一旦积雪深度超

过18.6cm,就会产生严重危害,社会关注度和响应

度就会明显提高。同样,对方程(3)、(4)也可以进行

如此推算,得到表3。

  三、结 语

以湖北省主流媒体之一的《楚天金报》逐日刊载

与冰雪相关文章的版面位置、版面数、专版数为基础

数据构成的一个综合指标,能很好反映社会对重大

表3 社会应急响应程度综合指数、

积雪深度、危害程度的等级划分

指标划
分(S)

积雪深
度(D,cm)

累积最低气温
(Tmin,℃)

累积雪量
(∑SN,mm)

危害程度

S<5 <1.0 <17.0 <4.0 危害不明显

5≤S<15 1.0~8.0 17.0~-7.0 4.0~24.0 一定危害

15≤S<30 8.0~18.6 -7.0~-43.024.0~54.0 严重危害

S≥30 ≥18.7 ≤-43.0 ≥54.0 极其严重危害

天气气候事件的应急响应程度,其峰谷变化与积

雪深度、低温及其累积的变化一致,并能反映灾害

逐步加重以及认识逐步加深的3~4次过程,还说

明我们的社会应急是迅速的,滞后时间最多不超

过一天。
同时研究还发现,短期的降雪和低温对社会危

害有限,只有持续较长时的降雪、深厚积雪、低温才

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本研究所建立的社会应急

响应程度的气象因子评估模型和划分的灾害等级及

对应的气象指标,不但适用于评估社会对极端冰雪

事件的响应程度,还可作为今后灾害应急启动的参

考依据之一。
(对《楚天金报》记者于丽娟 、湖北省气象影视

中心副主任刘立成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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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ialMethodandGradingIndexontheQuantitative
AssessmentabouttheSocialEmergentResponsetoExtremeLow

Temperature,RainingandSnowing,IcingDisasters

CHENZheng-hong1,2

(1.HubeiServiceCenterofMeteorologicalScience& Technology ,Wuhan,Hubei,430074;

2.WuhanRegionalClimateCenter,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 Inordertoaccessthespeedanddegreeofsocialemergentresponsetoextremelowtem-
perature,rainingandsnowing,icingdisastersquantitativelyandsupplyareferenceindefendingsimilar
disastersinthefuture,acompositeindexismadeupofthepositionofrelatedreports,thenumberofre-
latedreportsandthenumberofthespecialcolumnscollectedfromapredominantdailynewspaper
(ChutianGoldenNewspaper)inHubeifromJan.9thtoFeb.5thin2008.Itsdailyvariationanditsrela-
tionshipwithmeteorologicalfactorsareanalyzed,thensomemeteorologicalevaluating(forecasting)e-
quationsforcompositeindexareestablishedandthefivegradesofdisasterscanbedividedwithcorre-
spondingmeteorologicalindex.Theresultsshow:1)Thespeedanddegreeofsocialemergentresponseto
extremelowtemperature,rainingandsnowing,icingdisasterscanbewellaccountedforbythecomposite
index,andpeaksandvalleysoftheindexarehighlyaccordantwiththevariationofsnowdepth,andthe
processofthe3gradualaggravationofthedisastersandthegradualdeepeningofpeople’srecognition
canalsobeclearlyshown.2)Theindexhasasignificantlypositivecorrelationwithsnowdepth,anda
negativecorrelationwithlowtemperature,andnocorrelationwithmoistureconditionsordailysnowfall,

butapositivecorrelationwithaccumulatedsnowfallintheprevious2or3days.Thecorrelationbetween
theindexandtheaccumulationofsnowfallorlow-temperaturecanbesignificantlyincreasedthatcanex-
plainthelimiteddestructionofshort-termsleetingandlow-temperatureandtheseriousharmtosociety
onlybylong-termsnowfall,deepsnowandextremelowtemperature.3)4meteorologicalevaluation
(forecast)equationsfortheindexisestablishedandthefivegradesofdisasterscanbedividedwithcor-
respondingmeteorologicalindex.Whensnowdepthisabove8.0(19.0)cm,ortheaccumulativeminimum
temperatureisbelow -7.0(-43.0)℃,ortheaccumulativesnowfallisover24.0(54.0)cm,serious
(extremeserious)destructionwillthenoccur,andthedegreeofsocialattentionandresponsetothedis-
asterswillbeginto(obviously)increase.

Keywords lowtemperature,rainingandsnowing,icingdisasters;thedegreeofsocialemergentre-
sponsetodisasters;compositeindex;correlation;evaluation(forecast)model;disasters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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