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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 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 大 会 第 4 2 / 1 6 9号决i义决定指定1 9 9 0年 

代为一个"十年"，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将特别注意促进减少自然 

灾害这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个"十年"的目的是通过一致的国际行动，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减少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汆社会经济失调，其目标是： 

(a) 增#每一国家迅速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審的影响的能力，特别注意在发展申 

国家有此需要时，协助它们设立预誊系统； 

(b) 考虑到各国文化汆经济情况不同，制订利用现有知识的适当指导方针勒策 

略； 

(c) 鼓励各种科学翁工艺技术致力填补知识方面的重要空白点，以减少生命财 

产的损失； 

(d) 传播与评价、预测、预防*减轻自然灾害的措施有关的现有资料*新资料； 

(e) 针对具体的危害昶地点，通过技术援助与技术转让、示范项目、教育汆培 

训等方案来发展评价、预测、预防昶减轻自然灾害的措施，并评价这些方案的效力。 

2 .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适当的组织浼有关的科学、技术与学术组织及其他 

非政府fi^4#，拟订实现各项目标昶目的的适当纲领，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3 .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i义提出一份汫縻报告，特别要着重说明希望 

联合国发挥的催化勒促进作用，本损告正是根据这项要求揭出的。 

二.背景 

4 .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能作出准确估计，特别是囡为许多损 

失未经捐导。然而，附件一列举了 1 9 0 0年至 I 9 8 7年期间的一些指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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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初步概述了 1 9 8 8年 1月至 9月期间的灾害损失。 

5 . 仅1 9 8 8年就发生了多次重大灾害，如苏丹*孟加控国爆发特大洪水， 

牙买加、海地^墨西哥遭受颶风吉尔伯特袭击，中国遭受台风袭击，尼泊尔勒印度 

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地震，委内瑞拉发生泥石流，北非发生蝗灾。 

6 . 编写本报告时，全世界新闻界都在报导这些及其他灾害的消麽"向大会 

提交这份报告时，有关这些灾难的新闻可能已经消逝，然而，有关新的灾难的损导 

可能会取而代之成为头条新闻。实际上，几乎每天在世界上策个地方都会发生自 

然灾害，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痛苦、死亡*毁灭。 

7 . 虽然世界各地发生灾害的危险性程度不同，但是，自然灾害是一种全球现 

象，世界各地均有发生，然而，各国作出反应的能力却大为不同，在这一领域 

中，人们特别关切的是，必须发展并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效的防灾、备灾措 

施的能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估计可能造成破坏的灾难或设立管理系统, 

向政府当局，民防湘保护机构、社区组织以及一般公众提供有效的警报湘其他有关 

资料。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自然环境的改变、不符合标准的住宅*公 

共建筑以及基础设施的维修不足，因此，发生自然灾害的危险性正在增虹上述 

许多囡素反映了经济增长不足。 

8 . 尽管自然灾害问题十分严重，涉及面很广，但是，在公共议程中防灾列于 

较低的地位.简便易行而耗资不多的步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发展计划^战略 

没有列入减少灾害办法的费用，从长远来看，减轻灾害影响的活动会减少可能造 

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从而会抵消这些活动的直接费用。 

三、减轻自然灾害措施在减少人命 

和物资损失方面的潜力 

9 .大会在提议国际十年时确长，通过科学和技术了解各种自然灾害的成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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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以及如何减少人命财产损失的工作已进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即通过一致努力， 

收集、传播和应用这种知识，可以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下 

述例子说明了在这方面可以设想采取的各种行动。 

10 .在那些造成死亡最多的区域装置预警和准备系统能够M许多生命并大量减少 

财产损失，更广泛地使用险情分析、适当的工程设计、土地使用规划以及采用管 

理、行政和协调机制，再加上特别的教育、训练和传播资料的方案能够提供有效或 

长期的保护，以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 

1 1 . 美国和日本都装置了先进的水灾和风暴的预警系统，它们的经验表明，自 

然现象，尤其是热带风暴的影响可以大大减少。例如，在日本，研究、卫星和完善 

的通讯使台风预报系统获益极大，从而大大减少了I 9 6 0年以来的死亡人数。在 

美国，自从1 8 7 0年代实行预报服务以来，飕风造成的死亡大量减少，而在1 9 

60年代发射了气象卫星之后，预报系统进一步改善，死亡人数的减少尤其显著。 

1 2 . 在具有完善的水文预测系统的大河滂原国家，三分之一以上的潜在涝灾可 

以避免，大部分死亡可以预防；所减少的损害数量一般是I 0 % 到 I 5 % 。 在印 

度，每年涝灾造成的损失平均额大约为班2 5亿.通过采用妥善的预警和准备系统将这 

一数字削减 1 0 % ,每年也可达 $ 2 . 5亿，在孟加拉国，装置卫星预报系统将 

杀人旋风在1 9 8 5年所害人数限制到1 0 , 0 0 0 , 而 在 1 9 7 0年的一次类似 

旋风中，则有3 0 0 , 0 0 0人丧生。 

1 3 . 还有其他例子说明减少灾害措施的益处。 1 9 4 4年】月 1日，阿根廷 

繫荣的圣胡安省发生了一次震级 7 . 8级，烈度 9度的地震，造成近 I万人死亡， 

另外 1 2 0 0 0 人 受 伤 。 8 0 %的房屋倒塌，按 1 9 4 4年实值计算，损失超过 

10亿元。为了重建受影响的区域，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过了几年之该委员 

会就成为国家地震预防研究所，负责执行预防和减轻灾害措施。1977年1 1月23 

日在同一区域发生了类似的一次地震，震级为7 . 4级，烈度为 9度，造成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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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死 亡 ， 2 0 0人受伤和大约 2 5 0栋住宅倒塌，而 1 9 4 4 年 之 后 根 据 国 家 地 

震预防研究所规章建造的房屋没有一座遭受严重损失。 

14-抗震措施大量地减少了伤亡，此外，虽然抗震设计平均增加建筑费用约 

5 % 到 1 596，但它防止对建筑本身造成严重损害或完全毁掉.在容易发生地震的 

发展中国家里，老的建筑物以及新的没有经过工程设计的建筑物，仍然非常脆弱；在 

成千上万的村庄和城巿里，由于街道狹窄或住在山坡上，危险甚至更大。人口由 

农村向几乎没有房屋可住的城市铳动，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在没有充分可靠 

的预测地震的能力的情况下，应当强调使建筑物抗震，并拟订疏散人口和其他救灾 

活动的妥善计划。 

15 .太平洋地区设有海啸预报系统，为岛屿国家和太平洋边缘的国家服 

务。如果源头遥远(即离受到威胁的海岸 5 0 0公里或以上），可以有时间采取 

事先计划好的疏散措施，但海哺运行非常迅速，一旦海啸源头逼近，再进行这类 

疏散已不切实际，由于沿海地区出现空前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民 

和财产受到海哺(以及飓风）的影响，减轻灾害可能是最有效的长期保护措施.这 

意味着控制土地使用和控制新建筑和基础设施，如道路和通信的结构上的完整性， 

注意基本服务设施的正确设计和选址，注意规划和指定疏散道路，以及全面的公共 

教育方案. 

1 6 . 关于火山，及时预报是挽救人类生命的最基本方法。预报火山爆发已越 

来越有希望，若干国家已采取了成功的措施， 

1 7 . 山崩问题普遍受到低估.山崩各地都有发生，一般是由于岩层的坡度以 

及自然和人为的作用削减了坡度支撑岩石和土 壤的能力而造成的，山崩的主要原 

因是暴雨、冰雪溶化、地震、火山爆发和人类活动。由于砍伐森林、；牧和开发 

陡峭的山坡等活动，人类改变了自然环境，进一步造成山崩灾害的严重性。通过 

关于土地使用的立法，适当査明高危险区域，采用完善的工程技术，在某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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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布预报，传播资料和其他基本的研究报告，能大量减少山崩的影响。日本、 

香港和洛杉玑进行的十分成功、收益大、*低的方案,就是如何大量减少山崩所造成 

的损失的例子，在日本政府于 1 9 5 8年制订强有力的立法以防止山崩之后，受 

害人数大量减少，山崩强度低了两级。 

1 8 . 野火是人为或自然原因如闪电、火山和地震造成的不可控制、自由蔓延的 

大火。野火已经毁灭了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庄稼地和城市（旧金山1906 

年、东京1 9 2 3年、中国 1 9 8 7年、美国 1 9 8 8年）。由于被烧焦地区水 

土流失迅速和暴露土壤遭到侵蚀，野火还会造成水灾和山崩。由于人口继续向受 

侵蚀地区迁移，野火还越来越多的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预防仍是减少损失的最 

重要措施，这包括在干旱季节设立永久性了望站、控制燃烧、设防火隔离线、公 

共教育、改善救火技术和设备、设计、构造和建造能提高生存可能性的建筑物. 

1 9 . 自古以来就存在蝗虫灾害，造成严重的农业损失.蝗虫所造成的广泛损 

失在非洲尤其严重。主要蝗虫灾害发生周期大约为 3 0 到 8 0年，往往起源于没 

有人迹的地区，幸运的是现在已具有比较好的预报系统，还需要进行基础研究, 

以便研制新的、对环境有利的、能持续的、为当地适用的技术，以便更迅速地控制 

大批的蝗虫. 

2 0 . 旱灾和沙漠化仍是一个紧急问题。尽管所进行的主要努力，仍有必要进 

一步研究和采用费用较低的方案。 

2 1 . —般来说，减轻灾害活动是在个别灾害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初发生的灾害 

往往会造成附带影响；地震可能会造成海肃、塌方、土壤液化、大火或工业设施 

(坝、管道、化工厂、工厂等）损坏；火山爆发可能造成严重的泥石流；暴雨会造 

成山崩、泥石流以及水灾，几乎任何种类的灾害都可能毁灭或中断基本的通讯系 

统。许多最坏的灾害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然灾害并发造成的。因此，必须把多 

种减轻灾害,施作为一种合乎遝辑和必要的发展，值得给予更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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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筹备工作 

K指导委员会 

2Z 1 9 8 8年2月，秘书长成立了关于《十年》的指导委员会，以帮助他制 

订实现《十年》目标和目的的适当纲领。秘书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被指 

派为主席，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为副主席。委员会的成员为秘书处技术合作傻进 

发展部及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人幾住区中心，粮食 

计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电讯联盟，气象组织 

和原子能机构的高级人员。在审议直接关系到联合国系统其他单位的问题时，这 

些单位便与委员会联系。指导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编写了一些文件，备供委员会 

批准，以便作为对专家组工作的投入（见下文）。 

ft华盛顿会议 

2a 1 9 8 8年3月，联合国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举行了国际科学家、工程 

师和联合国系统代表的非正式会议，讨论《十年》事项。会议为这一活动的可能 

方向和筹备事宜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机会， 

c.关于十年的特设国际专家组 

2 4为帮助自己制订关于十年的适当纲领，秘书长指派了田 2 5名知名科学家 

禾净家组成的小组（名单见附件三)。专家组田法兰克‧普赖斯博士（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长）任主席，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于1 9 8 8年 7月 5日至 8日在日 

内瓦举行，第二次于1 9 8 8 年 1 0 月 3 日 至 6 日 在 纽 约 举 行 。 暂 时 预 定 于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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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年 1月和 4月再举行两次会议。预期专家組的报告将作为秘书长通过经济和 

社会理事会榥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的基础。 

25.关于专家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已分发给各代表团。伹是，应当指出，专 

家组正在进行反复审议，因此其最后报告的内容和方向尚未确定。 

D.国家委员会 

2 & 1 9 8 8 年 7 月 2 9日，秘书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给会员国发了 

信，其中，他特别提请注意大会第42/169号决议中关于建立国家委员会的规定， 

并列入一项附件开列国家一级各种组织方式。信里建议，国家委员会活动的方面 

可包括： 

(a) 确定危险地带，并对危害进行评价； 

(b) 监察、预测和警报； 

(c) 短期保护措施和准备； 

(d) 长期预防性措施； 

(e) 土地使用和危险性控制； 

(f) 公共教育和宣传。 

27.要求各国政府提供为建立国家委员会或关于《十年》的其他官方机构所采 

取的任何行动1 一些国家政府已报告说，它们已建立了这种委员会。 

. ^ 与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合 作 

2d大会第42/169"t决议请秘书长同有关的科学、技术与学术组织及其他非 

政府间组织合作，制订《十年》的适当的纲领。为此，经与一些在《十年》涉及 

的一个或几个领域积极活动的科学和技术组织联系（见附件四）。有15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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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积极的答复，12个巳为进一步联系指定了联络单位（联络处）。为帮助 

与国际科学技术界保持联系，并使之更加熟悉情况，秘书长任用了一名高级科学顾 

问（由预算外资源供资），这位顾问还要帮助专家组的工作，并为秘书处提供指导。 

2a大量志愿组织，其中许多是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的成员，都与管制灾害有 

关。它们主要是在救济工作中活动，伹一些也从事灾前计划工作。已与这类组 

织进行了联系。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盟已表示愿在《十年》的工作、宗旨和目 

标方面进行合作。 

^与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3 d 已与联合国系统外的一些政府间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是：东南亚国 

家联盟（东盟）、加勒比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民 

防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欧洲理事会、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经济合作 

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泛美地理和历史研究所和卡塔赫纳协定理事会。.已从 

欧洲理事会、非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经合发组织、国际民防组织和经互会收到 

了积极答复，欧洲理事会和国际民防组织为今后联系指定了中心点。 

d 提 供经费和秘书处支助 

3 L大会第42/169"!"决议建议，在必要时为《十年》的筹备工作提供预算外 

资源，并认为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其他组织最好为此自愿捐款。已经呼吁可能的 

捐助者根据临时预算（见附件五）作出自愿捐助。日本政府表示愿意负担专家组 

会议的费用，并承付高级科学顾问的费用，摩洛哥政府也表示愿意捐助专家组的 

一部分费用，法国政府向十年信托基金捐了款。美国国家科学院为秘书处提供 

了一位科学顾问的服务。秘书长赞赏这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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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秘书处内，已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尽了一切努力。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救灾专员办事处）特别为筹备工作提供了大部分的秘书处支助。伹是, 

由于联合国的资源依然紧缺，需要新的资源，特别是在已开展的工作开始取得成果 

而必须列入最后报告的今后几个月内，需要更多资源。因此，再次呼吁可能的捐 

助者考虑为《十年》提供自愿捐款，从而保证《十年》有适当的准备。 

^ 联 合 国 系 统 的 作 用 

3a《十年》被看作是一项国际工作，需要地方社区，国家当局、区域组织， 

和整个国际社会，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都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在 

鼓励和支持这些活动中都具有重要促迸和帮助作用。此外，联合国要成为交流信 

息、储存文件和协调国际工作的国际中心。 

3 4 一些联合国机构在促进研究自然灾害现象和使用抗灾措施方面有长久的历 

史。与此关系最深的有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中心、救灾专员办事 

处、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和原子能机构。已编写了联合国机构有关 

活动的初步总结，并已发给各代表团。职能方面的分布情况，已在附件六的矩阵 

简图中显示出来。 

35,许多联合国机构过去和目前的活动，有助实现《十年》的目标和目的、这 

种经验和专门知识正在准备工作中加以运用，而且应当在《十年》进行过程中充分 

利用。但是，由于尚没有适当的纲领，现在不可能更详细地说明联合国系统在. 

《十年》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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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附件一 

突然的自然灾害( 1 9 0 0 - 1 9 8 7 #•) 

表A 

各区域的人命和物质损失 

物质损失 

(百万美元） 死亡总数 

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欧洲（包括苏联） 

亚洲和西南太平洋 

共计 

6 9 4 5 

2 2 4 2 2 

3 8 7 4 7 

2 2 6 6 3 

9 0 7 7 7 

2 1 6 5 1 

2 8 4 3 6 9 

2 8 6 4 8 7 

3 4 8 9 3 2 0 

4 0 8 1 0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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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按灾害种类开列的人命和物质损.失* 

物质损失 

灾害种类 (百万美元） 死亡总数 

地震 4 5 2 4 5 2 0 7 6 1 6 4 

水灾 2 9 2 5 0 1 2 1 3 2 9 9 

风暴 1 4 1 0 0 6 8 6 8 4 9 

火山爆发 1 4 0 5 7 9 2 6 4 

山崩 7 2 0 2 1 9 0 4 

鐘 5 7 3 5 4 7 

共计 9 0 7 7 7 4 0 8 1 0 2 7 

* 这些数字完全是说明性的，部分依据为美援署外国灾害援助处编写的"Disaster 

History to present-da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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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初步归纳的受灾损失* 

1 9 8 8年 1月一 9月 

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每种灾害造成的损失总数. 

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受灾人员 物质损失（美元） 

雪崩/山崩 12 死亡： 600人 

失踪： 70人 

受损失:100人 

无家可归：600人 

仅一次灾害中所报告的物质 

损失估计数： $ 7 0 0万。 

罩灾/饥荒 2 南斯拉夫的物质损失估计数 

据报告为》 1 0亿。在中国， 

据报告有730万公顷农作物 

受灾. 

地震 死亡： 908人 

條 2 3 1 2 人 

在印度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 

一次。 

尼 泊 尔 ： 2 7个县受灾； 

1 8 0 0 0座房屋 

被毁， 

印度： 3个县严重受灾； 

3 0 0 0 0个家庭 

蒙受掼失。 

流行病 8 死 亡 4 2 8 0 人 

患 病 : 人 以 上 

物质损失估计数:据报告， 

在一次火灾*为 $ 9 3 0万， 

在另一次中（葡菊牙里斯本 

历史中心的火灾）为$ 

3 5 0 0 0 ^ . 

*资料来源：《救灾专员办事处业务通讯》（仅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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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每种灾害造成的损失总数 

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受灾人员 物质损失（美元） 

火灾 7 死亡： 137人 

受伤： 14人 

受损失：27500人 

水灾 41 死亡' 

失踪 

受伤， 

受损: 

5 5 1 2人 

8 0 0人 

, 1 0 5 7 人 

k: 4 8 5 C W À 

物质损失估计数：据报告， 

4 1次水灾中 5次水灾的损 

失估计为ft24000^"。对最 

近于 8月和 9月在非洲、亚 

洲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重大水 

灾的损失尚未作出估计。 

暴风雨 14 死 亡 ： î o o o A m j i 

受伤： 2 4 1 6人 

受损失： 1 7 0 0万人 

物质损失估计数：据报告， 

在5次灾害中的损失估计为 

$ 9 4 1 0 0万，(吉尔伯特号 

飓风在牙买加一国造成的损 

失初步估计为至少 $ 4 0 0 0 0 

万） 

其他灾害（热浪、 

化学品外溢、 

等等） 

10 死亡： 2 2 1 2人 

受损失： 1 8 5 0人 

一次事件中的物质损失估计 

数据报告为300万。 

事故 

(飞机、火车、 

船舶和公路事. 

故，爆炸事故） 

78 死亡： 3 3 1 9人 

受伤： 9 1 7 1 人 

在一次事故中撤离了 

2 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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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特设国际专家组 

Frank Press 

(美国） 

Claude Allègre 

(法国） 

Luis Novais de Almeida 

(巴西） 

Anand Swarup Arya 

(印度） 

M. Benblidia 

(阿尔及利亚） 

Driss Bensari 

(摩洛哥） 

Noel P h i l l i p Cheney 

(澳大利亚) 

J.C,I. Dooge 

(爱尔兰） 

Alberto Giesecke 

( 秘鲁 ) 

Richard E. Hallgren 

V i t Karnik 

(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 

巴黎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拉丁美洲分水岭管理阿区域协调员 

国际地震工程协会前任干事 

国家领土整治机构主任 

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协调和规划中心主任 

国家林火研究中心 

国际水文学协会前任会长 

南美区域地震学中心主任 

美国气象学会执行主任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7 2 3 

C h i n e s e 

P a g e 16 

Vladimir I , Keilis-Borok 

(苏联） 

Roman L. Kintanar 

Ram Krishna 

(斐济） 

Michel Lechat 

(比利时） 

Franklin MacDonald 

(牙买加） 

Norbert Morganstern 

(加拿大） 

Thomas Odhiambo 

(肯尼亚） 

Keizo Okabe 

(日本） 

L. Oyebande 

(尼日利亚） 

Carlos Pelanda 

(意大利） 

Gudjon Petersen 

(冰岛） 

Jakim Petrovski 

(南斯拉夫） 

Emilio Rosenblueth 

(墨西哥） 

L i l i Xie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务管理署主任 

国家气象局主任；南太平洋热带旋风委员会主席 

卢万大学滩行病学教授 

备灾和紧急救济协调办公室主任 

艾伯塔大学土木工程系 

非洲科学院院长 

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阿贝奥库塔，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灾害研究委员会委员 

冰岛民防组织主任 

地震工程和工程地襄学研究所前任所长 

墨西哥工程学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 

教授，中国减少自然灾害协会秘书长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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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非政府组织 

初步名单 

以下是正在进行与《十年》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活动或已表示愿意参加《十年》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初步名单， 

1 .国 理 事 会 （ 工 c s u ) 及 其 成 员 联 合 会 ， 科 学 协 会 ， 科 学 娄 员 会 和 特 

别委员会以及#会间委员会： 

1 . 1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工UGG)及其成员协会： 

1. 1. 1国际大地测量学协会（IAG) ; 

1. 1. 2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都结构物理学协会（IASPEI)及其地震 

灾害委员会； 

1. 1. 3国际火山学协会（工AVCEI)及其减轻火山灾害工作组； 

1. 1. 4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学协会（工AMAP); 

1. 1. 5国际水文学协会（工AHS); 

1. 1. 6国际海洋物理学协会（IAPSO); 

1 . 2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及其湖沼学委员会； 

1 . 3国际地理联合会及其地理监测和预报委员会（IGU); 

1 . 4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 S )及其附属组织； 

1. 4. 1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工AH); 

1. 4- 2国际工程地质学协会（工AEG); 

1. 4. 3促进国际发展地质科学家协会（AGID); 

1 . 5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upsys)及其国际行为生态/环境心理学研究中 

心网。 

1. 6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工NQU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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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合会（IU:PRO)。 

1 - 8国际土壤学协会（工SSS)及其土壤技术委员会和土壤工程特性问题工作 

组， 

1 . 9太平洋科学协会(PSA)及其地球科学委员会。 

1. 10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SCOR)。 

1. 11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及其生物侵袭的生态变化工作组。 

1. 12天文相地球物理亊务联合会（：FAGS )。 

1. 13陆界问题联合会间委员会（工CL)及其环境地质和地球物理委员会。 

2 . 国际技术协会联合会（UATI)及其成员协会,特别是： 

2 . 1国际水力研究协会（LAHR); 

2 . 2国际排灌问题委员会（工CID); 

2 . 3国际大型水坝委员会（ I C 0 L D ) ; 

2 . 4国际物质和结构检验与研究实验室联合会（RIIiiEM); 

2 . 5国际交通联合会（ u i T P ) ; 

2 . 6国际电能生产者和配电者联合会（UNIP;ED:E) O 

3 .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UPEO )及其各国成员组织。 

4 ‧其他技术协会 

4 . 1国际職工程学会（工AEE); 

4 . 2国际保险经济学研究协会； 

4 . 3国际风力工程协会（IAWE); 

4 . 4国际档案理亊会（ICA); 

4 . 5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工COM); 

4 . 6国际纪念物和遗址理事会（ I C 0 M 0 S ) ; 

4 . 7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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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国际社会学协会（ISA); 

4 . 9S际地震学中心（工SC); 

4. 10国际土壤力学和基础工程学会（工SSM?E); 

4. 11国际科学作家协会（工SWA); 

4. 12世界工业和技术研究组织协会（WAITRO); 

4. 13国际建筑师联合会（IUA); 

4. 14国际城市和区域规划学会（工S0CÂRP ) 。 

5 .志愿机构 

5 , 1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CVA), 

5 . 2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盟（LORC S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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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筹 备 阶 段 （ 1 9 8 8 — 1 9 8 9 年 ） 概 算 

按美元计费用 

特设国际专家组 

专家旅费相每日生活津贴 

( 4次会议） 581 000 

会议事务 25U kOO 

秘书处工作人员旅费 U0 000 

杂项 15 000 

小计 

对专家组的支助 

高 级 科 学 顾 问 ， 工 

( 1 9 8 8 - 8 9 年 期 间 共 6 个 月 ) 7 0 ooo 

顾问，工一 V ( 1 8个月） 125 000 

旅费 100 000 

小计 

特设专家组#计 

十年秘书处 

一名D—l/P—5^i—名P—4 

( 各 1 8 个 月 ） 556 000 

两名一般事务人员（各 1 8个月） 170 000 

办公室设备和用品 25 000 

电信费 25 000 

秘书处共计 

筹备阶段费用共计 

690 1+00 

295 000 

985 000 

" 6 ooo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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