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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效益是指城市规模因素与其经济社会环境效

益之间的相互关系袁 是生产要素在城市中集聚和集中所带
来的利益[1]遥 在微观经济领域里袁规模效益的概念早已被广
泛的应用 [2-4]袁但在宏观经济领域袁规模效益研究尚不多见袁
而且存在着不同的认识[5-6]遥饶会林等认为袁较大规模的城市
具有明显的正规模效益[7-8]曰杨云彦指出袁城市规模越大其产
业聚集力就越强袁产业越聚集城市规模则越大[9]曰崔功豪认
为袁城市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成正比[9]遥 由此袁笔者产生了基
本理论假设院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袁城市规模效
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加遥
在国内相关领域研究中袁对中部尧西部省界范围内的

大尧中尧小城市规模效益比较的研究成果较多 [10]袁也有对等
级城市内部不同城市的规模效益进行比较研究[9]遥但存在的
不足主要有院研究模型的指标采取简单的平均方法袁并没有
赋予权重曰研究时间仅限于某一特定年份袁缺乏多年份纵向
比较曰研究地点多集中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省份袁缺乏
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间规模效益差异明显的省份的探讨遥
基于此袁笔者运用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法对第 10个 5年计划
内渊 2001~2005年冤江苏省 13个地级市的城市规模效益与城
市规模进行对比研究袁旨在发现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
之间的相互演化关系袁为城市合理确定规模尧完善土地利用
结构提供参考遥
1 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法

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法是根据不同方案或等级的优劣程

度袁选出 1个相对最优的参考序列袁计算各方案或等级与最
优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袁然后按照关联程度越大等级越优
的原则进行评价[9-10]遥
1.1 确定城市规模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按系统优化

原则尧科学性原则尧层次性原则尧可比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
则的要求袁根据城市规模效益相关理论袁对各城市分别从经
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尧环境效益三方面出发袁每个方面选取 5~

7个指标袁构建城市规模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9-10]遥数据按
照市区年末总人口计算遥 经济效益中袁用人均 GDP尧人均地
方财政收入尧人均工业总产值尧人均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尧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尧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尧人均当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指标反映综合效益尧财政尧工业尧商业尧
人民生活和开放程度等城市的经济状况遥 社会效益指标包
括人民生活尧基础设施尧教育文化尧医疗卫生尧市政设施等方
面遥其中袁用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尧城市用水普及率尧城市气化
率反映居民生活质量曰用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尧人均医院
卫生床位数反映城市教育尧文化尧卫生状况曰用人均道路面
积尧人均出租汽车数反映城市道路交通情况曰用排水管道密
度尧人均邮政业务量尧人均电信业务量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状
况遥分别用人口密度尧人均园林绿地面积尧污水处理率尧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尧人均环境噪声达标面积尧人均生活垃圾清运
量等指标来反映城市环境状况遥

指标体系的具体数据主要来源于 叶 江苏省统计年鉴曳
渊 2002~2006年冤遥 为了体现规模效益袁除人口密度尧排水管
道密度尧城市用水普及率尧城市气化率尧污水处理率尧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等指标外袁其他数据均用人均指标来计算遥
1.2 评价步骤

1.2.1 构建数据库遥 按照城市规模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的要求袁设定原始指标 A渊 i袁j冤渊 i越1袁2袁3袁噎袁13曰j越1袁2袁3袁噎袁22曰
i为城市个数曰j为指标序列数袁下同冤袁并形成原始数据库遥
1.2.2 确定指标权重遥 采用层次分析法渊 AHP冤遥
1.2.2.1 城市经济效益指标权重 0.333遥其中袁人均 GDP 0.059袁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0.050袁人均工业总产值 0.042袁人均零售
业商品销售总额 0.042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0.050袁人均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0.042袁人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0.050遥
1.2.2.2 城市社会效益指标权重 0.333遥其中袁人均日生活用
水量 0.034袁人均道路面积 0.034袁排水管道密度 0.031袁人均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0.034袁人均医院卫生床位数 0.034袁人均
出租汽车数 0.031袁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0.031袁城市用水普及
率 0.034袁城市气化率 0.034遥
1.2.2.3 城市环境效益指标权重 0.333遥其中袁人口密度 0.040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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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园林绿地面积0.077袁污水处理率 0.064袁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0.070袁人均环境噪声达标面积 0.058袁人均生活垃圾清
运量 0.064遥
1.2.3 构建参考序列遥 以相对优化的原则来构建参考序列
X0袁即从 13个城市指标中各选出最优指标袁最优指标有正
指标也有负指标遥 其中袁人均 GDP尧人均工业总产值等是正
指标袁越大越优袁把最大值记为 MaxX i渊 t冤渊 i越1袁2袁噎袁13曰t越
1曰i代表城市数曰t代表时间长度 1袁下同冤曰人口密度是越小
越优袁把最小值记为 MinXi渊 t冤渊 i越1袁2袁噎袁13曰t越1冤遥
1.2.4 标准化处理遥由于不同因素有不同单位袁不具有可比
性袁为了能使不同变量之间能相互比较并量化关联度袁需要
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遥 采用如下公式院

X忆ij=X ij -Xjj

Sj
渊 i=1袁2袁噎袁n曰j越1袁2袁噎袁22冤

X j= 1
n 撞N

i=1 Xij Sj =
撞N
i=1渊 X ij -Xj冤

2

n-1姨
式中袁X ij代表第 i个城市第 j 个指标的值袁X j尧Sj分别为 X j的

均数及标准差曰N代表城市总数遥
1.2.5 将各指标乘以权重遥

X ij=W jX忆ij
其中袁X忆ij代表第 i个城市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袁W j代表

第 j 个指标的权重遥
1.2.6 计算城市序列差吟Y渊 t冤遥 即不同城市的各指标与最
优指标之间的差值遥

吟Y渊 t冤= X i渊 t冤-Xo渊 t冤 渊 i越1袁2袁噎袁n曰t越1冤
式中袁吟Y渊 t冤为序列差袁X i渊 t冤为比较序列袁Xo渊 t冤为参考序列遥
1.2.7 找最大值和最小值遥 从序列差吟Y渊 t冤中找出所有序
列的最小值吟Min和最大值吟Max袁结果为院吟Min=Min

i
Min

i

吟Y渊 t冤=0曰吟Max=Max
i

Max
i

吟Y渊 t冤 =0.289 904渊 此为 2001年
的计算值袁因年份而异冤渊 i越1袁2袁噎袁n曰t越1冤遥
1.2.8 计算关联系数遥

Li渊 t冤= 吟Min+P吟Max吟Y渊 t冤+P吟Max渊 t越1袁P越0.5袁i越1袁2袁3袁噎袁n冤

式中袁P为分辨系数袁其取值范围为 0<P<1袁P值越大袁对应
的关联系数越大遥 通常情况下袁P=0.5遥
1.2.9 计算总关联度遥

R i = 1
n 撞m

i=1 L i渊 t冤 渊 i越1袁2袁3袁噎袁n曰m臆22冤
式中袁m代表指标的个数遥
2 江苏省城市规模效益对比分析

为了能够使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进行相关性分

析袁笔者计算出 2001~2005年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城市规模
效益总关联度 R渊 表 1冤袁得到不同年份城市规模效益的位
序袁再确定各年城市规模由大到小的位序遥 运用 SPSS统计
软件袁将 2001~2005年不同年份内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城市
规模效益总关联度位序与相同城市人口规模位序进行二元

定序变量的相关分析袁5个不同的年份内城市规模效益与城
市规模的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从 2001~2005年依次为
0.346尧0.280尧0.418尧0.346尧0.319袁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出现
在 2002和 2003年袁说明在这 2年内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

规模出现了较大变化遥 分析发现袁 南京市区年末总人口从
2001年的 371.89万猛增到 2002年的 480.35万袁 城市规模
的位序虽然都是第 1位袁但人口增幅将近 110万曰而常州市
区年末总人口也从 2001 年的 89.47 万增加到 2002 年的
214.63万袁位序从第 7升到第 4袁涨幅达 140 %曰镇江市区年
末总人口也从 2001年的 62.82万增加到 2002年的 100.04
万袁位序从第 11升到第 8袁人口增加了 37.22万人遥 但与此
同时袁这 3个城市的规模效益并没有相应增加袁反而同时下
降袁南京从第 1降到第 2曰常州从第 3降到第 6曰镇江从第 5
降到第 8遥所以 2002年 13个地级市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
模的相关系数最低遥 相对于 2002年城市规模的较大变动袁
2003年各城市规模变化不大袁而在 2004年部分城市的规模
又迅速扩大袁 如宿迁市区年末总人口从 2003年的 28.65万
猛增到 2004年的 152.89万袁增长幅度高达 434 %袁城市规
模的位序也从最后升到第 7曰但与此同时袁城市规模效益的
排名却从第 11降到最后遥 这也是造成 2003年相关系数相
对较高袁2003和 2004年相关系数相差较大的原因之一遥

连续 5年的统计显示袁各年内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
模之间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均大于 0.01 渊 指定的显著水
平冤袁2001 ~2005 年分别为 0.247尧0.354尧0.156尧0.247尧0.289
渊 变化与相关系数保持一致冤袁表明两者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遥
可以得出院江苏省域范围内 13个地级市 2001~2005年城市
的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相关性遥 究
其原因袁 一方面是城市规模变动的快速性袁2001~2005年我
国第 10个五年计划期内袁虽然宏观政策方面相对较为连续
和平稳袁但是各大城市的行政区划变动却非常活跃袁各城市
纷纷撤县建市尧撤县设区袁如 2002年南京撤销浦口区和江
浦县袁设立浦口区袁撤销大厂区和六合县袁设立南京市六合
区曰常州撤销县级武进市袁设立武进区袁常州市郊区更名为
新北区曰镇江撤销丹徒县袁设立丹徒区曰2004年宿迁市撤销
宿豫县袁设立宿豫区等袁造成统计上城市人口规模在短时间
内迅速增多遥 另一方面是城市规模效益的时滞性袁城市规模
的经济效益尧 社会效益尧 环境效益都不能在短期内瞬间产
生袁它们都需要大量人力尧物力尧资金的投入遥 如企业的聚
集袁也是要通过前期资金尧基础设施的投入尧劳动力的汇集袁
在众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曰而城市
社会效益的产生更是缓慢袁如城市的市政设施袁在前期需要
大量资金袁但在很长时间都不能产生价值回报遥 环境效益更
是如此袁城市绿地尧城市公园的建立袁至少要度过设计建造
期和植物生长期后才能产生一定的效益遥

值得注意的是淮安市袁淮安市区年末总人口连续 5年
都在 270万左右袁并且一直位于江苏省的第 2位袁但是计算
得到的淮安城市规模效益却连年处于江苏省的倒数前 2
位袁说明淮安市区虽然能聚集大量人口袁产生规模优势袁但
是淮安却不能将这种规模优势转化成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遥 深究其因袁从行政区划角度看袁2001年淮安顺
利完成行政区划调整袁市区扩大了近 10倍袁市区总人口也
迅速增加袁而城市规模效益却在 5年内都无法体现曰从区位
交通角度看袁淮安位于苏北袁交通不便袁距发达的野 长三角冶
地区相对较远袁客尧货流不便袁且信息流通较慢曰从自身经济
条件上看袁一方面淮安的经济腹地实力较弱袁另一方面淮安
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袁无法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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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省城市规模效益时空变化

纵观 2001耀2005年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城市规模效益
与城市规模变化情况袁它们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袁但
从发展的角度袁可以将 13个城市分成 3类院城市规模效益
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变化曰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成反比
变化曰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均未变化遥
3.1 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变化 城市规模效

益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变化表现为城市人口规模增大袁城市

规模效益变大袁主要有苏州尧徐州尧南通尧扬州尧泰州遥苏州市
区年末总人口从 2001 年的 209.46 万增长到 2005 年的
225.11万袁位序一直保持在第 4袁城市规模效益也从 2001年
的第 4提高到 2005年的第 1渊 表 1冤曰徐州的城市规模 5年
内从 162.55万人增加到 179.88万人袁位序在第 6袁城市规模
效益从第 9升到第 8曰泰州城市规模经过 5年从 60.57万人
增加到 63.38万人袁位序保持在 12尧13位袁城市规模效益从
第 12升至第 10渊 表 1冤遥 综合分析袁苏州尧徐州尧泰州等城市

注院表中括号内数字为年度位序排名遥

表 1 2001~2005年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城市规模效益总关联度与市区年末总人口统计

城市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总关联度
市区年
末总人口

总关联度
市区年
末总人口

总关联度
市区年
末总人口

总关联度
市区年
末总人口

南京 0.822 810渊 1冤 371.89渊 1冤 0.764 295渊 2冤 480.35渊 1冤 0.785 497渊 3冤 489.76渊 1冤 0.801 869渊 3冤 501.23渊 1冤
无锡 0.757 068渊 2冤 213.07渊 3冤 0.766 792渊 1冤 215.92渊 3冤 0.790 562渊 2冤 219.60渊 3冤 0.815 685渊 2冤 223.57渊 3冤
徐州 0.627 176渊 9冤 162.55渊 5冤 0.635 439渊 10冤 164.55渊 6冤 0.651 855渊 9冤 167.33渊 6冤 0.682 203渊 6冤 167.41渊 6冤
常州 0.756 149渊 3冤 89.47渊 7冤 0.676 431渊 6冤 214.63渊 4冤 0.704 526渊 6冤 213.41渊 5冤 0.712 039渊 5冤 217.14渊 5冤
苏州 0.727 749渊 4冤 209.46渊 4冤 0.752 979渊 3冤 212.40渊 5冤 0.802 427渊 1冤 216.87渊 4冤 0.828 044渊 1冤 220.75渊 4冤
南通 0.688 978渊 6冤 79.54渊 8冤 0.696 722渊 5冤 81.23渊 9冤 0.714 446渊 4冤 83.01渊 9冤 0.726 701渊 4冤 84.38渊 11冤
连云港 0.684 970渊 7冤 63.86渊 10冤 0.715 911渊 4冤 64.74渊 11冤 0.710 286渊 5冤 65.63渊 11冤 0.674 966渊 8冤 66.62渊 12冤
淮安 0.547 182渊 13冤 264.50渊 2冤 0.554 018渊 13冤 266.58渊 2冤 0.582 847渊 13冤 268.17渊 2冤 0.621 063渊 12冤 270.99渊 2冤
盐城 0.655 074渊 8冤 63.93渊 9冤 0.654 787渊 7冤 64.97渊 10冤 0.653 907渊 10冤 66.33渊 10冤 0.630 008渊 11冤 152.03渊 8冤
扬州 0.610 867渊 11冤 109.66渊 6冤 0.621 818渊 12冤 110.76渊 7冤 0.661 189渊 8冤 112.52渊 7冤 0.677 749渊 7冤 113.85渊 9冤
镇江 0.723 443渊 5冤 62.82渊 11冤 0.652 347渊 8冤 100.04渊 8冤 0.676 231渊 7冤 100.51渊 8冤 0.668 414渊 9冤 101.36渊 10冤
泰州 0.589 805渊 12冤 60.57渊 12冤 0.639 697渊 9冤 61.31渊 12冤 0.639 163渊 12冤 62.29渊 12冤 0.659 548渊 10冤 62.82渊 13冤
宿迁 0.612 948渊 10冤 25.61渊 13冤 0.627 128渊 11冤 26.00渊 13冤 0.648 209渊 11冤 28.65渊 13冤 0.587 813渊 13冤 152.89渊 7冤

2005年
总关联度

0.758 811渊 3冤0.783 228渊 2冤
0.629 057渊 8冤0.659 067渊 5冤
0.818 009渊 1冤
0.683 219渊 4冤0.628 373渊 9冤
0.553462渊 12冤0.581 264渊 11冤
0.634 861渊 6冤0.634 666渊 7冤
0.622 106渊 10冤
0.528 014渊 13冤

市区年
末总人口

513.39渊 1冤228.49渊 3冤
179.88渊 6冤220.77渊 5冤
225.11渊 4冤
85.36渊 11冤70.17渊 12冤

273.21渊 2冤152.00渊 8冤
115.65渊 9冤102.00渊 10冤
63.38渊 13冤

154.07渊 7冤

规模在 5年内增幅平稳袁并没有出现人口突然大幅增长的
情况遥 另外苏州尧泰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位置袁受经济全
球化影响较大袁发展较快袁经济效益明显遥

南通和扬州 2个城市的市区年末总人口都有小幅增
长袁5年内分别从 79.54万尧109.66万增加到 85.36万尧115.65
万袁但这 2个城市的规模位序却都有下降袁分别从第 8降到
第 11和从第 6降到第 9袁 说明这 2个城市人口的增长幅度
要小于江苏省各城市人口总的增长幅度遥但是袁南通和扬州
城市规模效益位序却都有大幅增加袁分别从第 6升至第 4尧
第 11升至第 6袁表明南通和扬州用较小的人口增长换来了
较大的规模效益袁这与南通和扬州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内在
发展动力有关遥
3.2 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成反比变化 城市规模效

益与城市规模成反比变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规模增大袁
城市规模效益变小袁主要有南京尧常州尧盐城尧镇江尧宿迁遥这
5个城市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袁 城市规模效益分别从第 1
降到第 3尧第 3降到第 5尧第 8降到第 11尧第 5降到第 7尧第
10降到第 13渊 表 1冤遥深入分析袁这 5个城市在 2001~2005年
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遥这表明袁行政区划调整
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城市人口的同时并不能迅速产生城市经

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袁相反袁在一定时期内会对城
市规模效益产生副作用遥

以南京为例袁2001年南京市区总人口为 371.89万袁是
当时江苏省市区人口最多的城市袁 它的规模效益在江苏省
所有地级市中也是第 1袁但是在此后的 4年内袁南京没有保
住城市第 1的规模效益袁一直降到了第 3遥 也就是说袁在我
国第 10个五年计划的绝大多数时间内袁南京的规模效益都
与其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城市地位不符遥 究其原因袁一方面袁
在经济全球化尧 市场化和政治分权化的时代背景下袁野 长三
角冶的经济迅速发展袁正在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袁加上苏

南地区诸如无锡尧苏州的快速崛起袁身处野 长三角冶西端内陆
地区的南京的竞争优势日趋减弱袁即使扩大城市规模也很
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曰另一方面袁南京是江苏
省会袁虽然在政策上享有相对优势袁但在如何提高资源尧政策
禀赋优势和自身素质及竞争优势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应对

策略遥
3.3 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均未变化 城市规模效益与

城市规模均未变化的有无锡尧连云港尧淮安遥 无锡市区年末
总人口 5年内从 213.07万小幅增长到 228.49万袁位序一直
保持在第 3袁同时城市规模效益也都基本保持在第 2曰连云
港人口 5年内增幅不超过 8万袁其规模效益有升有降袁但总
体保持稳定曰淮安如前所述袁其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相
关性差别很大袁它的人口数量一直位居江苏省第 2位袁规模
效益排序靠后渊 表 1冤遥 这 3个城市在 5年内规模效益与城
市规模均未变化袁表明它们的人口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尧社
会发展尧环境发展变化基本一致袁但水平高低各有不同遥
4 结论

渊 1冤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省省内地级市
在近 5年内城市规模效益与城市规模没有呈现明显的正相
关性遥 2001~2005年 5年内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袁不仅使城
市市区用地面积扩大尧人口增长袁而且规模效益难以及时体
现袁并将影响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居民生活质量遥

渊 2冤江苏省 13个地级市近 5年城市规模效益的变化与
城市规模的变化并不一致遥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袁部分城市
的规模效益与之同步增长袁部分城市的规模效益没有变化袁
更有部分城市的规模效益反而下降遥 这意味着在扩大城市
规模方面应因市而异袁不能急于求成袁否则将得不偿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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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清河一线 大清河流域洪水相对比较平稳袁洪水持
续时间较长遥 除王快水库的最大入库流量为 3 150 m3/s袁最
大下泄 582 m3/s较为严重外袁 其他测站的洪峰和入库量均
小于 1 300 m3/s遥 白洋淀 8月 1日提闸放水袁13日 11院00水
位达到 9 m袁14日 8院00赵北口溢流堰开始过水袁16日 5院00
达到最高水位 9.14 m袁 溢流堰溢流为 18 m3/s袁17日 8院00最
大下泄 505 m3/s遥
4 洪涝灾害分析

4.1 致灾原因 该次洪涝灾害暴雨集中袁强度大且时间短袁
来势凶猛袁30 h内在 10 万 km2的范围产生了大于 100 mm
的降水袁 降水大于 500 mm的面积近 1 100 km2袁2个最大降
水中心雨量分别为 651尧619 mm袁 比全年的降水还要多袁是
导致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遥

由于太行山地形作用袁 如此强烈而集中的降水发生在
200耀500 m左右的南北带状山脉上袁 使洪水短时间内迅速
汇集袁沿山川尧河道急速下泄袁几百米的落差使洪水携带着
巨大的能量袁是这次洪涝灾害加重的又一原因遥

中南部太行山区直接被冲袁造成许多毁灭性灾害遥平原
蓄滞洪区被淹袁损失惨重袁4个滞洪区最高滞洪量 20.74亿 m3袁
滞洪区面积 10.84万 hm2遥 河道行洪区及沿岸涝灾较重袁由
于河道工程管理维护不善袁行洪区内有大量建筑和果树等
植物使大堤决口袁沥水不能及时排出袁也是灾害扩大的原因
之一遥
4.2 灾情分析 保定受灾人口最多袁为 442.25万人袁其次
是石家庄袁受灾县渊 市冤最多为 19个袁损坏房屋最多为39.789
万间 渊 554.246万 m2冤袁 倒塌房屋最多 20.339万间渊 289.040
万 m2冤曰死亡人口最多为 257人袁直接损失最多为 133.7亿
元曰另外死亡人数超过百人的是邯郸 159人袁邢台 117人曰
直接经济损失也超过百亿元的是邢台袁为 114亿元遥

全省农林牧渔业直接损失 160亿元遥其中袁农作物受灾
272.131万 hm2袁绝收 54.785万 hm2袁减产粮食 364.909万 t袁
损失粮食 64.844万 t袁死亡牲畜 60.7万头渊 只冤遥

全省工业交通运输业损失 126.6亿元遥 其中袁受损工矿
企业 96 013个袁公路中断 739条次袁冲毁公路桥涵 2 650座袁
供电中断 15 777 h袁损坏输电线路 4 688 km袁损坏通讯线路
4 506 km遥

全省水利设施直接损失为 46.3亿元遥 其中袁损坏水库

157座袁损坏堤防 1 958 km袁堤防决口 5 014处遥
虽然这次洪灾总的降水量没有野 63.8冶大袁但灾害损失

程度却比野 63.8冶要大得多遥
5 气象防灾减灾

20世纪 90年代通讯还不发达袁交通也不方便袁网络也
没普及袁气象测站稀少袁不能有效反映强降水情况遥以野 96.8冶
时邢台的状况为例袁 邢台山区只有邢台县的浆水有 1个测
站袁其他 3个山区县西部山区没有测站袁全市西部山区面积
占全区域面积的 1/3袁测站却占全区的 1/18袁显然不能满足
气象观测和预报业务的需要遥 朱庄大型水库上游流域的雨
情尧水情由测站先上传到省尧市防办袁再由市防办传送到水
库指挥中心袁 通讯的落后和不畅使水库在进行洪水调度时
相对滞后袁使得在洪水汹涌入库袁水位陡涨时不得不采取大
流量泄洪袁从另一侧面加大了洪水的流量遥

基础观测业务的落后导致以观测为出发点的预报能力

和水平不高袁预报或发现气象灾害的手段不足袁加上通讯尧
交通等方面的落后袁发生灾害时政府等相关部门可采取的
防灾有效措施相对滞后袁灾害易发区的人们不能及时掌握
雨情尧汛情袁从而有效规避灾害袁扩大了灾害的发生面遥如果
有现在的通讯条件袁地质灾害预报尧暴雨预警信号尧雨情等
众多气象信息可以及时通过短信尧电视尧电话等传达到当地
百姓家中袁就可使人们在第 1时间内做好预防和撤离工作袁
从而避免和减少人员死亡袁 减少各种损失遥 如果当时的
野 96.8冶发生在现在的话袁以现有的条件袁气象部门完全可以
做得更好袁至少在人员损失方面能减小到最低限度袁为防灾
减灾做出应有贡献遥
6 结语

野 96.8冶 特大暴雨是受 1996年 08号台风减弱成的低压
系统影响而造成的遥 太行山地形对大暴雨的形成有很大作
用袁落差对洪水能量的增加有重要作用曰暴雨集中袁强度大
且时间短袁来势凶猛及地形因素是造成洪涝灾害的主要原
因曰通讯手段落后袁信息流通不畅也是造成灾害加重的一个
原因遥野 96.8冶洪涝使全省损失巨大袁对全省经济造成重大影
响袁损失程度超过了野 63.8冶遥 因此袁气象部门在今后的防灾
减灾工作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机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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