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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贵州省 ２０２２ 年年度灾情数据ꎬ采用自然断点(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空间数据分类

分级方法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ＷＳＤＩ)ꎬ基于加权标准化灾

情指数和 ４ 个维度指数对贵州省受灾情况进行了分类分级ꎬ并对贵州省自然灾害分布和变化趋

势情况进行了分析ꎮ 从空间分布来看ꎬ贵州省 ２０２２ 年自然灾害分布总体呈北部重、中部轻的规

律ꎻ从灾害类型来看ꎬ洪涝、干旱两种灾害影响最为严重ꎻ从灾害时间分布来看ꎬ６、７ 两月灾情

最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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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ꎬ受极端气候变化和人类工程活动频

繁影响ꎬ自然灾害风险逐渐升高的问题日趋严峻ꎬ
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广泛关注ꎬ并开展了关于

灾害风险调查评估和自然灾害特征的分析研究ꎮ
目前ꎬ研究主要涉及单灾种风险评估和专项特征

分析及部分多灾种灾害链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特征

分析ꎬ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分析致灾因子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ꎬ如刘燕华(刘
燕华等ꎬ１９９４ꎬ１９９５)通过构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

标体系ꎬ从而研究分析灾情特征ꎮ 邱玉珺、王静爱

等人(邱玉珺等ꎬ２００３)提出了研究灾害发生频次、
灾害种类、灾害强度的分析方法ꎮ 袁艺、程立海和

张鹏等 (袁艺ꎬ ２０１１ꎻ程立海等ꎬ ２０１１ꎻ张鹏等ꎬ
２０１５)通过分析研究全国灾情统计数据ꎬ总结出了

一套综合灾情指数的计算方法ꎬ开展了对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评估和灾情分布特征分析ꎮ 但均缺乏

区域监测数据的有效支撑ꎮ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ꎬ境内高原山地居

多ꎬ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ꎬ地质

环境复杂ꎬ灾害多发频发ꎬ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任务尤为艰巨(许启松等ꎬ２０２２)ꎮ 为确保人

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安全ꎬ探究贵

州省自然灾害灾情分布规律、变化特点及变化趋

势ꎬ本文通过采用自然断点(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空间

数 据 分 类 分 级 方 法 加 权 标 准 化 灾 情 指 数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ＷＳＤＩ)ꎬ基
于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和 ４ 个维度指数对贵州

省受灾情况进行了分类分级ꎬ对贵州省自然灾害

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契合实际的研

究成果ꎬ对下一步全省开展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重点隐患排查、应急能力提升、防灾备灾工作等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贵州省应急管

理厅ꎬ２０２３)ꎮ

５７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评估方法

２ １ １　 指标选取

根据应急管理部 ２０２０ 年印发的«自然灾害情

况统计调查制度»ꎬ现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自然灾

害灾情统计包含人口、农作物、房屋、经济损失、工
矿商贸损失、基础设施损失、公共服务损失等方面

的一系列指标ꎮ 为客观评价灾害损失和影响情

况ꎬ本文依据本省实际情况选择因自然灾害造成

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

的指标ꎬ同时兼顾对灾情评估和灾害救助具有重

要作用的指标(张鹏等ꎬ２０１５)ꎬ选取 ４ 个方面的 ８
个代表性指标来进行分析评估(详见表 １)ꎮ
２ １ ２　 数据预处理

依据选取的 ４ 个方面的 ８ 个分析指标ꎬ有针对

性的对贵州省 ２０２２ 年度综合灾情数据、分灾种灾

情数据填充缺失值、噪声数据处理、指标筛选、统计

分析处理ꎬ得到 ２０２２ 年囊括分析指标的全省自然

灾害灾情损失统计表、分灾种损失统计表ꎬ为进行

灾情指数构建和灾情评价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ꎮ
２ １ ３　 灾情指数构建

为揭示 ２０２２ 年贵州省自然灾害损失和影响

的空间分布规律ꎬ采用定量评价方法对灾害总体

损失程度进行评估ꎬ从侧重于表征地区灾害损失

大小的角度ꎬ选择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ＷＳＤＩ)作为灾情空间

分布的评估指标ꎮ
(１)离差标准化

由于灾情指标数据为多维度统计量ꎬ为确保

多指标值在客观的尺度下进行分析ꎬ运用离差标

准化方法对灾情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ꎮ 计算公

式如下:

ｘｎｅｗ ＝
ｘ－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１)

式中:ｘｎｅｗ是离差标准化指标值ꎬｘ 为灾情数

值ꎬｘｍａｘ为最大值ꎬｘｍｉｎ为最小值ꎮ
(２)计算维度指数

经过离差标准化处理的灾情数据值均为无量

纲化值ꎬ故可以通过加权方法计算各维度指数进

行比较ꎮ 本文用于灾情评估的评估因子涉及较复

杂的多维度、多指标ꎬ为便于总结摸清潜在规律ꎬ
采用 层 次 分 析 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ＨＰ)和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式来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ꎬ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Ｉｐ ＝Ｐ ａＷｐａ＋Ｐ ｄＷｐｄ＋Ｐ ｔＷｐｔ (２)
Ｉｃ ＝ＣａＷｃａ＋ＣｎＷｃｎ (３)
ＩＨ ＝ＨｒＷｈｒ＋ＨｄＷｈｄ (４)
ＩＥ ＝Ｅ (５)
(３)计算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

以计算得出 ４ 个维度指数为基础ꎬ对 ４ 个维

度指数采用加权平均方法构建加权标准化灾情指

数ꎮ 计算公式如下:
ＷＳＤＩ ＝ ＩＰＷＰ＋ＩＣＷＣ＋ＩＨＷＨ＋ＩＥＷＥ(６)
公式(２) －(６)中各指标解释及指标值详见

表 １ꎮ
表 １　 式(２)－(６)中指标解释及指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２)－(６)

指数名称 符号 权重符号 权重值 指标名称 符号 权重符号 权重值

人口受灾指数 ＩＰ ＷＰ ０ ４

农业受灾指数 ＩＣ ＷＣ ０ １５

房屋倒损指数 ＩＨ ＷＨ ０ ３

经济损失指数Ｉ Ｅ Ｗ Ｅ ０ １５

受灾人口 Ｐ ａ Ｗｐａ ０ ２
死亡失踪人口 Ｐｄ Ｗｐｄ ０ ５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Ｐ ｔ Ｗｐｔ ０ ３
农作物受灾面积 Ｃａ Ｗｃａ ０ ３
农作物绝收面积 Ｃｎ Ｗｃｎ ０ ７
倒塌房屋间数 Ｈｒ Ｗｈｒ ０ ７
损坏房屋间数 Ｈｄ Ｗｈｄ ０ ３
直接经济损失 Ｅ Ｅ １

２ １ ４　 灾情等级划分

采用自然断点(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空间数据分类

分级方法ꎬ基于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和 ４ 个维度

指数对贵州省受灾情况进行了分类分级ꎬ该方法

适用于分类分级数确定的情况下ꎬ通过空间聚类

分析根据轮廓系数(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紧密度

指数(Ｃａｌｉｎｓｋｉ－Ｈａｒａｂａｓｚ Ｉｎｄｅｘ)对数据分类分级ꎬ
可以较好描述的自然灾害灾情分布趋势(秦四清

等ꎬ２０１５)ꎮ 本次研究将计算出的加权标准化灾情

值分为三个等级ꎬ１ 级为 ＡＤＩ>０ ４５ꎬ２ 级 ０ ２<Ａ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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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５ꎬ三级 ＡＤＩ<０ ２ꎮ

３　 数据采集与分析

３ １　 数据来源

本文灾情分析数据为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自

然灾害灾情年度统计数据和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

年鉴等资料ꎮ

３ ２　 基本情况

２０２２ 年贵州省自然灾害主要为洪涝、干旱灾

害ꎬ局地零星发生低温冷冻、风雹、地质灾害等灾

害ꎮ 全省 ９ 个市(州)８７ 个县(市、区)均不同程度

遭受自然灾害ꎬ年度受灾人口达 ５９２ ９ 万人次ꎬ紧
急避险及转移安置 １２ ７ 万人次ꎻ全年共计 ４２０ ５
千公顷农作物受灾ꎬ年度直接经济损失近 ８２ 亿元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２０２２)ꎮ (详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２２ 年贵州省各市州灾害损失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２

受灾人口
因灾死亡

人口
紧急避险
转移人口

农作物
受灾面积

农作物
绝收面积

倒塌
房屋间数

一般损坏
房屋间数

直接经济
损失

贵阳市 ２４８ ４３３ ０ ６４１ ２０ ２３４ ７２ ２ ６１４ ８４ ６ １３５ １２ ９４８ ４９
六盘水市 ３８０ ００７ ０ ３７ ２４ １５０ ８３ ２ ９２３ ３７ ２１ ６ ７８５ ７４ ６６１ ８９
遵义市 １ ６７５ ０５７ ０ ３ ７９７ １１２ １７６ ７３ １５ ３５５ ０９ ４８ １１ ２７４ １８２ １３３ １５
安顺市 ２４７ ０２２ ０ ３７３ ２６ ３５６ ０３ ２ ９１６ ９９ ０ ６５６ ５１ ６９９ ２７
铜仁市 ９５８ ７６６ ２ ４６ ４５５ ４１ ６４５ ６５ ５ ２１９ ３１ １４０ ３ ９６５ ９７ ７７２ ５６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１９１ ２２２ ０ ８ ８５２ １４ ０５１ ９４ １ ８７１ ５９ ４２ ３ ２６２ ８２ ６８０ ７２
毕节市 １ ２０４ ４６３ ６ １３ ６４５ １３２ ０２１ ４８ １２ ７６７ ７４ ９１ １ ５１６ １２０ ６８５ ５８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６６７ ８５２ １ １５ ４２６ ２９ ０４９ ５６ １ ９６４ ５５ ３８６ ９ ８０８ １４２ ６２２ ３７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３５６ ５１５ １ ９ ２９１ ２０ ８３０ ９４ １ ４３５ ４２ １８ １ ３５４ ５３ ５１７ ９９

　 　 从各灾种灾情数据分析情况来看ꎬ对我省造

成灾害损失较为严重的灾害类型为洪涝灾害(图
１)ꎮ 受极端气候变化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夏季月降水在

空间上分布不均ꎬ不同区域存在降水量较常年偏

多(偏少)ꎬ存在不同程度的旱灾和涝灾ꎬ洪涝灾

害造成了近九成的房屋倒损、超过七成的人口死

亡失踪、超过五成的直接经济损失ꎻ干旱灾害造成

了超过六成的农作物受灾、超过三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ꎮ 风雹灾害造成了近两成的农作物受灾ꎮ 地

质灾害造成了近三成的人口死亡失踪ꎮ

图 １　 各灾害类型灾情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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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时间分布

由承灾体受损的月度变化曲线趋势来看ꎬ６、７

两月自然灾害灾情最重ꎬ从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

值来看ꎬ６ 月份 ４ 个维度指标值均为最大值ꎬ７ 月

份农作物绝收面积和受灾人口指标值最大ꎮ

图 ２　 主要灾情指标月度变化图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３ ４　 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 ２０２２ 年灾情数据离差标准化处理后构

建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ꎬ并进行空间聚类分析根

据轮廓系数(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紧密度指数

(Ｃａｌｉｎｓｋｉ－Ｈａｒａｂａｓｚ Ｉｎｄｅｘ)对数据分类分级ꎬ得到

贵州省 ２０２２ 年灾情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分布图

(图 ３)ꎮ 采用自然断点(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空间数据

分类分级方法ꎬ将贵州省灾情损失的严重程度分

为三个等级:Ⅰ级包括遵义市、铜仁市、毕节市、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黔北和黔东南区域ꎬ加权

标准化灾情指数在 ０ ４５ １ 之间ꎬ是贵州省受灾

最为严重的地区ꎻⅡ级包含六盘水市、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ꎬ加权标准

化灾情指数在 ０ ２ ０ ４５ 之间ꎬ为灾情损失中度

地区ꎻⅢ级包括贵阳、安顺ꎬ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

小于 ０ ２ꎬ为灾情损失相对较低的地区ꎮ (郑美霞

等ꎬ２０２２)
从 ４ 个维度指标来看ꎬⅠ级区涉及的遵义市、

铜仁市、毕节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四个市州

的自然灾害受灾损失也最为严重ꎬ从单一指标数

据来看ꎬⅠ级区涉及的四个市州的因灾死亡人口、
受灾人口、倒塌房屋的累加数据均占全省该指标

数据的 ９０％或以上ꎬ农作物绝收面积和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的累加数据均占全省该指标数据的 ８０％
或以上ꎬ损坏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累加数

据均占全省该指标数据的 ７０％或以上ꎮ 从空间分

布来看ꎬ贵州省自然灾害分布总体呈北部重、中部

轻的规律ꎬ这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环

境是密不可分的ꎮ (郑美霞等ꎬ２０２２)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贵州省自然灾害 ２０２２ 年灾情统计

数据ꎬ采用自然断点(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空间数据分

类分级方法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ＷＳＤＩ)ꎬ基于加权标准化灾

情指数和 ４ 个维度指数对贵州省受灾情况进行了

分类分级ꎬ并对贵州省自然灾害总体情况进行了

分析研究ꎬ得出以下结论:

８７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４ 年 ４１ 卷　 　



图 ３　 贵州省加权标准化灾情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２０２２ 年的贵州省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最

为严重ꎮ 受极端气候变化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夏季月降

水在空间上分布不均ꎬ不同区域存在降水量较常

年偏多(偏少)ꎬ存在不同程度的旱灾和涝灾ꎬ局
地出现旱涝交替、重复受灾ꎮ

(２)从灾害时间分布变化趋势来看ꎬ贵州省

６、７ 月份灾情最重ꎬ也凸显出灾害月度变化为年

中高两头低的分布特点ꎮ
(３)从灾害空间分布规律来看ꎬ贵州省 ２０２２

年自然灾害分布总体呈北部重、中部轻的规律ꎬ其
中黔北及黔东南地区部分市州受灾损失较为

严重ꎮ
根据本文分析得出的自然灾害灾情时空分布

特征提出一下建议:一是针对主汛期特别是 ６—８
月强化监测预警、应急响应联动和直达基层的临

灾预警“叫应”机制ꎬ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第一时

间主动采取防范措施ꎻ二是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滚

动排查ꎬ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山塘、山洪灾

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ꎬ做到险情隐患早发现、早管

控、早处置ꎬ特别是在灾害多发频发的黔北、黔东

南等区域ꎻ三是建议水利部门利用非汛期开展水

利工程治理ꎬ针对多发频发的极端天气ꎬ统筹做好

防汛抗旱工作ꎬ全力保水抗旱和蓄水保供ꎮ

[参考文献]

程立海ꎬ唐宏ꎬ周廷刚ꎬ等  ２０１１ 自然灾害强度的评估方法及应

用———基于综合灾情指数的研究 [ Ｊ]  自然灾害学报ꎬ２０
(１):４６－５０

刘燕华  １９９４ 中国自然灾害灾情指标及区域特征探讨[ Ｊ]  中国

减灾ꎬ４(２):２９－３４
刘燕华ꎬ李鉅章ꎬ赵跃龙  １９９５ 中国近期自然灾害程度的区域特

征[Ｊ] 地理研究ꎬ１４(３):１４－２５
秦四清ꎬ李培ꎬ薛雷ꎬ等  ２０１５ 地震区危险性等级确定方法[ 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ꎬ３０(４):１６５３－１６５９
邱玉珺ꎬ王静爱ꎬ邹学勇  ２００３ 区域灾情评价模型[ Ｊ]  自然灾害

学报ꎬ１２(３):４８－５３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２０２２ 年全省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 ＥＤ].

(２０２３ ０１ １６)[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ｙｊｇ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５８８８７２２ / ｙｊｙｗ＿５８８８７２３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１１６＿７７９４５５９９ ｈｔｍｌ

许启松ꎬ杨国珍  ２０２２ 浅析贵州省暴雨－地质灾害链典型区减灾

能力评估示范[Ｊ] 中国减灾ꎬ０７(１):３４－３５
袁艺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省级区域自然灾害灾情分析[ Ｊ]  自然

灾害学报ꎬ２０(１):１５６－１６２
张鹏ꎬ张云霞ꎬ孙舟ꎬ等  ２０１５ 综合灾情指数———一种自然灾害损

失的定量化评价方法[Ｊ] 灾害学ꎬ３０(４):７４－７８
郑美霞ꎬ刘玲  ２０２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江西省自然灾害灾情时空特征

分析[Ｊ] 自然灾害学报ꎬ４(２):２３３－２４１

(下转第 １７ 页)

９７第 １ 期　 　 　 　 　 　 　 　 　 　 　 　 　 许启松:２０２２ 年贵州省自然灾害灾情时空特征分析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１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ｒｅａ ｉｓ ｐａｌｅ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ｌｅ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ꎬｔｈａｔ ｉｓꎬ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ｊ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ａｎｈｕ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ｕｎａｎꎬ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Ｎａｎｈ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ꎻ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ꎻＰａｌ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上接第 ７９ 页)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２

ＸＵ Ｑｉ－ｓｏｎｇ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１ꎬＧｕｉｚｈｏｕ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１ꎬＧｕｉｚｈｏｕ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２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ｉｔ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ＷＳＤ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ｄ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２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ｔｙｐｅｓꎬ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ｔｉｍｅꎬ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ꎻ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ꎻ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ｌｏｓｓꎻ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上接第 １０８ 页)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ｉꎬＡｌꎬＦｅꎬａｎｄ Ｔｉ ②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ｃꎬｂｕｔ ｆｏｒ Ｎｂ ａｎｄ Ｚｒꎬ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ａ ｌｏｗｅｒ ｔｒｅｎｄꎬｗｈｉ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③ Ａｌｋａｌｉ 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ꎬ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ｕ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 ｏｒ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ꎬＮｄꎬＴｂꎬＤｙꎬ
Ｎｂꎬａｎｄ Ｚｒ ④ Ａｌｋａｌｉ ｆｕｓｉｏｎ－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ｓ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ｒ￣
ｓ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ａ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Ｄ)ｍｏｄｅꎬ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Ｇ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０１１
μｇ / ｇ ｔｏ １ ６６ μｇ / ｇꎬ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０４４ μｇ / ｇ ｔｏ ６ ６５ μｇ / 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ＳＤ)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２ ０６％ ｔｏ １１ １％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ＲＥ)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９９％ ｔｏ ９ ９０％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ｂｏｖ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ｙ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ꎻ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ꎻ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ＣＰ－ＭＳ)

７１第 １ 期　 　 　 　 　 　 　 　 　 　 　 卢定彪ꎬ等:湘黔桂毗邻地区南华纪岩相古地理特征及地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