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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华北平原水旱灾害频发，其产生的危害是多方

面的。然而，目前对该区的水旱灾害的生态风险评价

仍十分有限。水旱灾害的发生不仅作用于较大的区域

范围，其影响的时间尺度也较长，从长时间序列上对

水旱灾害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研究分析华北平原近16a水旱灾害生态

风险时空变化过程，以期为该地区水旱风险管理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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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华北平原近16a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总体较低，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低风险和较低

风险等级约占总面积的74.53%-85.18%，主要位于山地附近及中部平原区；中等风险以上等

级约占总面积的5.57%-9.93%，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及长江、黄河和海河流域。 

   ② 华北平原近16a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波动不大，约38.83%面积呈不变趋势，风险等级多

为低风险和较低风险等级；风险上升多是由低风险到较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到中等风险；风

险下降多是由较低风险到低风险和中等风险到较低风险。 

   ③ 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模型全面考虑了水旱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可行性高，可为其

它区域尺度的水旱灾害生态风险评价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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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华北平原水旱灾害风险概率时空演变 

（一）水旱灾害风险概率时空变化 

（二）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格局 

图3 华北平原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演变 

图1 华北平原地理位置 

图4 华北平原2000--2015年典型年份水旱灾害生态风险转移空间图谱 

（三）水旱生态风险转移情况 

a. 通过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华北平原
水旱灾害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 

b. 利用了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综
合知识，采用数学、概率论等风险分析手段，
结合RERA理论和GIS技术，更好地模拟和预测
了水旱灾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灾害管理提
供了科学依据。 

创新点 

• 通过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分析，

揭示了华北平原水旱灾害生态

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 

• 采用多源数据结合RERA理

论和GIS技术，更好地模拟和

预测了水旱灾害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为灾害管理提供了科学

依据。 

• 评价利用了环境学、生态学、

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

采用数学、概率论等风险分析

手段以及遥感、GIS等先进的

空间分析技术，有助于提高灾

害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模型构建过程 

    基于RERA理论，利用水旱风险概率、生态损失度、社会经济易损度三者构建华北平原水旱

灾害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模型：R=P×L×V  

式中，R为水旱灾害综合生态风险值，P为水旱风险概率、L为生态损失度，V为社会经济易损度。 

    根据干旱和洪涝在该地的发生频率和造成的损失程度，确定干旱风险源和洪涝风险源权重

分别为0.6和0.4，两者赋权叠加得到综合风险源即水旱风险概率空间分布。 

    以林地、草地、耕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水域为生态风险受体，通过计算景观结构指

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来确定景观损失指数，进而计算得到华北平原生态损失度的分布特征。 

    根据标准差和平均值，分别将人口密度和GDP密度划分为5个等级，并赋值0.5-0.9的影响度，

并将两者等权重叠加得到华北平原社会经济易损度分布。 

通讯 

 数据处理过程中用到的部分Python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