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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地下水污染敏感性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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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污染源排放一包气带传输一地 下水污染
”

的系

统概念出发
,

提出了地下水污染广义敏感性和狭义敏

感性的概念
,

并构建了相应相对完善的评价指标 ;在广

泛水文地质调查和污染源调查的基础上
,

以 CI S 空间

分析为手段
,

完成了西安市地下水污染敏感性分析试

验
。

结果显示
:

从纯水文地质条件出发
,

西安市地下水

污染的狭义敏感性
,

以主河道
、

漫滩阶地
、

一级阶地和

人工填土区最为敏感
,

与中心城区地下水污染的实际

分布状况有较大偏离 ;考虑人类活动及污染源分布
,

广
-

义敏感性为
,

西安市地下水污染的敏感性以建城区和

北郊污灌区最为敏感
,

与地下水污染的现实分布格局

相一致
,

但在广阔的农业区
,

使得敏感性等级不甚明

显
。

进而得出
,

地下水污染狭义敏感性评价适合大尺

度区
、

人类影响小或影响均一区的评价 ;广义敏感性评

价适合小尺度区
、

人类影响大
、

影响不均一 区的评价
。

本研究为地下水污染敏感性分析及西安市地下水污染

防治提供了新的信息
。

了变化
,

极端降水事件趋多
、

趋强 ; 长江及长江以南地

区年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趋于增加
,

极端降水值和降

水事件强度有所加强 ; 江淮流域暴雨洪涝事件发生频

率增加 ;气候变暖导致区域性干旱事件连年发生
。

我

国北方干旱事件发生频率增加
,

华北地区 近 二十多年

来干旱不断加剧的形势十分严峻
、

2 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至 70 年代中后期
,

华北由湿润向干旱过渡 ; 从 70 年

代后期开始至今
,

华北的干旱不断加剧 ; 9 0 年代后期以

来华北 地区 更是连年 出现大旱
,

19 97 年
、

19 99 年 -

2 00 2 年
,

不少地区连续 5 年至 6 年遭遇干旱
。

这些 自

然灾害证实了地球生态系统的补充机制
。

海洋生态变化对世界及我国主要

自然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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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在以全球
“

变暖
”

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
,

我国的气候与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

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 日益严重
,

十旱
、

沙尘暴
、

洪涝
、

暴

雨
、

热带风暴
、

高温
、

酷热等多种气象灾害频发
。

本文

通过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对

大气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

根据营养盐硅

对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过程和浮游植物的生理特征以

及其集群结构的改变特点的研究结果
,

综合分析碳循

环过程
、

硅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地球生态系统的硅补

充机制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气温和水温补充机制
,

探

讨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生态环境变化对地球生

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发现
,

在环境变化过程中
,

人类排

放二氧化碳引起气温和水温的上升
,

地球生态 系统又

借助硅补充机制
、

气温和水温补充机制使得气温和水

温下降恢复到正常的动态平衡
,

同时
,

这些补充机制带

来了沙尘暴
、

洪水和风暴潮
,

这样
,

人类引起环境变化

的起源以及其变化后的结果又作用于人类
。

文章展示

人类所引起水温和气温上升的灾难要比自然界的这三

种灾难要深重的多
。

自然界的这三种灾难是局部的
、

短期的
,

而人类引起水温和气温上升的灾难是全球的
、

长期的
。

因此
,

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引起 的灾难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
。

文章更进一步展示近 十几年来
,

气候

变暖后
,

我国的天气气候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出现

当前健康安全的地理学思考

杨林生
,

王 五 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

北京 10 01 01
,

y a n g l
s
@ ig s n rr

.

a e
.

( n

人类健康是地球环境健康的重要指标 现在健康

概念不仅仪是没有病和不虚弱
,

而且是身体上
、

心理 L

和社会适应能力 上二方面的完美状态
,

指人体各系统

的结构与功能保持相对稳定有序的统一状态
.

并与外

界环境处于动态平衡阶段 地理环境从各个方面影响

人类健康
,

首先
,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杀

手
,

其次
,

全球环境变化 (包括气候变化
、

臭氧层耗散
、

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 日益威

胁人类健康 ;第三
,

城市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加剧 ;第

四
,

全球化和经济现代化对健康 的影响不容忽视
。

第

五
,

随人 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

人 口健康模式也发生重大

变化
C

因此
,

就健康而言
,

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
,

靠单

纯的
、

传统意义 上的医疗卫生措施是不够的
。

以表层

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应当把人类健康作为追

求的最高口标
。

但地理学不是研究个体人的健康
、

疾

病与防治
,

而是研究群体人的健康或疾病的地域特征

及其 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从战略高度实现一个地区
、

一

个国家
、

以至全世界的疾病控制和健康保护的根本 日

标
,

其防治方略也侧重于健康
、

环境和 发展之间关系的

调整 与优化

肺结核在香港的时空传播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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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 W H O )统计
,

肺结核是
一

种世

界范围内的流行病
,

穷人和营养不 良的人群比较容易

受到感染
。

香港是一个拥有中度肺结核负担的地区
〕

肺结核在香港的通告率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每 10 万人

70 0 例下降到 19 95 年最低为 10 万人 10 0 例
.

然后又上

升到 19 98 年的 1 1 8 / 10 万
,

接着又慢慢下降到 2 0 02 年

的 10 0月 0 万人
。

相对西方国家来说
,

香港持续拥有较

高的通报率
,

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
。

本文将综合地理
,

环境
,

人 口和时间因素综合分析肺结核在香港的时空

传播
。

研究数据来源于香港卫生署 2 0 00 年到 2 005 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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