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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著知识在减少和管理洪水风险方面的作用在加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人们对沿海社区如何利
用土著知识应对沿海洪水知之甚少。这项研究试图了解如何利用土著知识来适应加纳阿达东区沿海社区托托佩
的沿海洪水，托托佩受到沿海洪水的影响。有目的地选择了五十三（53）位户主和七（7）位关键线人进行问
卷管理和焦点小组讨论。研究表明，风暴潮是研究社区沿海洪水的原因。研究发现，托托佩人拥有丰富的本土
知识，他们用这些知识来应对沿海洪水。人们用沙袋作为屏障，防止洪水进入他们的院子和房间；他们竖起了
建筑物的地基；他们用蹦床加固窗户，防止洪水进入房间；他们在房间里搭建了平台，当洪水冲破搭建的屏障
时，他们可以在平台上打包贵重物品；他们创造了洪水通过的通道；并改变他们的生计和生产的作物以应对洪
水。这项研究进一步表明，最近社区的风暴潮强度有所增加。该研究得出结论，解决社区沿海洪水威胁的持久
办法是建立海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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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flood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in Ghana as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coastal communities use indigenous knowledge to deal with coastal flooding. The 
study sought to find out how indigenous knowledge is used as an adaptation response to coastal flooding in Totope, a coastal 
community in Ada East District of Ghana, which is affected by coastal flooding. A total of fifty-three (53) household heads 
and seven (7) key informants were purposively selected for questionnaire administration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storm surges was the cause of coastal flooding in the study commun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eople of 
Totope have rich indigenous knowledge which they use to deal with the coastal flooding. The people used sandbags to serve 
as barriers preventing flood water from getting into their compounds and rooms; they rais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buildings; 
they reinforced their windows using trampoline to prevent floodwaters from entering their rooms; they created platforms 
in their rooms on which they pack their valuables when floodwaters breach the barriers created; they created pathways for 
floodwater to pass; and varied their livelihoods and the crops they produce as a response to flooding.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storm surges in recent times in the community.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a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coastal flooding menace in the community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a defense systems. 
Keywords: Coastal flooding; Storm surges; Indigenous knowledge; Adaptation; Adaptive capacity; Sea level rise (SLR)

1. 简介

21 世纪，由于海平面上升，灾害急剧增加，尤其是

低洼沿海社区的洪水 [35，48]。海平面上升是由人类活动增

加引起的全球气温上升引起的 [24，25]。全球气温上升导致

冰盖和冰川融化，海洋热膨胀，并导致海平面上升，最

终导致沿海洪水 [23，24，31，45]。多年来，沿海洪水的发生

率从每年两次上升到每年六次以上 [15，24，33，43，44，46]。

到 210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预计将上升 0.3-1.0 米，

沿海洪水及其相关影响也将加剧 [13，16，30，38，50]。沿海洪

水的影响包括：沿海地区永久被淹没；海岸侵蚀；沿海

生态系统的丧失和变化；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盐碱化；

生计损失和财产破坏 [14、15、24、31、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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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洪水带来的巨大挑战引起了当地和国际研究人

员的注意，因为他们试图为面临海平面上升的社区找到

最合适的缓解和适应策略 [11，13，22，28，32，47，49]。多年来，

已经采取了几种策略来缓解和应对沿海洪水 [12，17，29]。

这些战略被分为科学战略和传统战略 [18，20，37]。科学战

略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往往超出了当地社区的承受能力，

因为如果要采用它，需要巨额的财政投资 [40，41]。在这方

面，当地社区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国家机构或国际发展

伙伴来采取这一战略，以应对其社区的洪水。沿海洪水

管理的传统策略是基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本

土知识 [20，37]。这一战略使当地社区能够在其经验和实力

的基础上，制定应对沿海洪水的适当措施 [21]。沿海洪水

管理的本土知识是通过应对机制的实践获得的 [36]。这些

知识被认为是通过直觉、梦境或愿景来揭示的 [3]。发展

从业者认为，土著知识在社区发展规划中非常重要 [34]，

如果不实施土著知识，发展战略就不可能完全成功 [42]。

因此，土著知识为社区提供了解决当地问题的想法，并

有助于他们的发展进程 [26]。

资料来源：IPCC 关于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的特别

报告

图 1. 海平面上升（SLR）、沿海洪水和相关影响的原因。

1.1. 问题陈述

Ada 东区是加纳东南海岸社区的一部分，由于该地

区海拔较低（海拔 60 米），该地区的社区受到海浪的

冲击，因此该地区也未能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据估

计，该地区每年有 6-8 米的沿海土地被海水淹没，该地

区的海岸线正在逐渐消失（1、8、9）。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政府采取了科学策略，包括建造海防墙和防波堤。

不幸的是，财政资源的缺乏阻碍了科学战略的完成，因

为 2010 年沿阿达东区海岸线开始修建的 24.7 公里的海

防墙只完成了 25%。这一挑战使该地区的许多沿海社区

面临沿海洪水的影响。面对财政挑战和政府的帮助，还

有待问的问题是，该地区的社区如何利用土著知识作为

应对洪水的策略。因此，这项研究试图了解托托佩的家

庭是如何利用土著知识作为应对社区沿海洪水的适应策

略的。

1.2 目标

该研究以以下目标为指导：

1. 调查家庭的洪水经历；

2. 确定家庭为应对沿海洪水而采取的本土战略；

3. 揭露使用本土战略作为应对沿海洪水的适应措施

所面临的挑战。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

决定受到研究目标的影响，因为该方法为研究人员提供

了一个提出开放式问题的途径，有助于获得关于所调

查主题的深入、丰富和描述性信息。基于托托佩是加纳

阿达东区的一个沿海社区，容易受到沿海洪水的影响，

因此使用了有目的的采样技术来选择托托佩作为研究区

域。还使用了有目的的抽样技术来选择托托佩的首席渔

民、首席农民、首席盐业者和四（4）位长者，就正在

调查的主题进行焦点小组讨论。采用方便抽样技术，从

一百五十（159）名户主中选择五十三（53）名户主进

行问卷管理。该研究的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

讨论收集的。

3. 调查结果

本节对实地工作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旨在了解当地

知识是如何被用作加纳阿达东区沿海社区托托佩沿海洪

水的适应策略的。

3.1 研究区域概况

阿达东区是加纳大阿克拉地区十六（16）个区之一。

它的首都是阿达·福阿。该区总土地面积 289.783 平方

公里，共有 15631 户家庭，总人口 71671[19]。该区于

2012 年根据 2029 年立法文书（L.I）成立，当时它是从

前丹格梅东区分拆出来的。该区与北部的中部通古区、

东部和西部的南部通古区和阿达西部有共同的边界。它

以南以几内亚湾为界，从凯武诺到托托佩长达 18 公里。

它还以沃尔特河为界，向南向东延伸至几内亚湾，从而

形成一个河口，距离该地区首府阿达福阿约 2 公里。该

地区构成阿克拉平原的中部，该地区是一个海拔不超过

60 米的低平原。该地区地势低洼，使该地区的大多数社

区受到沿海洪水的影响。

图 2. 阿达东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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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受访者的职业

如图 3 所示的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的人们从

事三种经济活动，即捕鱼、采盐和务农。共有 64% 的受

访者以捕鱼为生。

图 3. 受访者的职业。

此外，17% 的受访者以务农为生，19% 的受访者以

松霍尔泻湖的采盐为生。结果表明托托佩的大多数人是

渔民。

3.3 家庭洪水经验

调查结果显示，45% 的受访者在研究社区暴露在洪

水中超过 10 年。此外，3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暴露

在洪水中的时间在 6-10 年之间，而 25% 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暴露在 2-5 年之间。

图 4. 受访者的洪水经验。

在重点小组讨论中，所有 7 名参与者都表示，他们

已经在社区呆了 10 多年，在 2000 年代，当海浪变得更

强时，他们的洪水经历更加恶化。参与家庭问卷调查和

重点小组讨论的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由于一些居民从其

他社区迁移到托托佩居住，在松霍尔泻湖从事捕鱼和采

盐活动，因此家庭洪水体验存在差异。

图 5. 加纳阿达海岸线被侵蚀。

3.4. 最近一次洪水年份

调查结果显示，22.6% 的受访者经历了 2018 年的最

新一次洪水。共有 13.2% 的受访者在 2017 年经历了最

近一次洪水。如表 2 所示，现场结果表明，并非所有家

庭都在洪水期间经历过洪水，因为现场结果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收集数据时，在总共五十三（53）名受访者

中，只有十二（12）人（占 23%）经历过洪水。

表 1. 最近一年的沿海洪水。

在重点小组讨论中，7 名参与者重申了家庭结果，

他们坚持认为，并非所有家庭都在洪水期间经历过洪水，

经历过洪水的家庭数量取决于洪水的严重程度。他们指

出，最严重的洪水发生在 8 月份，当时海浪很大。

3.5. 海岸洪水的原因

这项研究试图从受访者那里找出社区洪水的原因。

如表 2 所示，调查结果表明，共有 57% 的人表示，社区

洪水的原因是风暴潮造成的。共有 23% 的受访者将社区

的洪水归因于一年中某些时候袭击社区的暴雨。此外，

20% 的受访者将社区洪水的原因归因于上帝的愤怒。

20% 的受访者认为社区里的洪水是神的报应。一位受访

者引用以西结书 13:13 的话来支持他的立场，即社区的

洪水可以归因于上帝的愤怒。

因此，上帝如此说：“在我的愤怒中，我要释放风暴，

在我的怒气中，暴雨和冰雹的洪流将以毁灭性的愤怒而

下”（以西结书 13:13）。

表 2. 洪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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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达姆等人（2011）证实了大多数受访者对洪水原

因的立场，他将沿海洪水归因于持续的陆上风造成的风

暴潮，以及迫使水位上升并导致低洼沿海地区洪水泛滥

的气压降低。

3.6 洪水的周期和持续时间

所有受访者（100%）一致认为，社区每年 1 月至 2

月和 7 月至 8 月都会发生洪水。受访者表示，洪水在 1

月至 2 月持续了 2-3 周，在 7 月至 8 月持续了 3-4 周。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研究人员证实

了这一观点，他们表示，风暴潮在夏末（北半球为 7-8 月，

南半球为 1-2 月）形成，此时海水最温暖。

3.7. 应对沿海洪水的本土适应战略

3.7.1. 影响适应战略选择的因素

所有受访者（100%）一致认为，他们采取了防范研

究社区持续洪水的策略。如图 6 所示，受访者对适应战

略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图 6. 影响适应选择的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4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适应策

略的选择受到更便宜成本的影响。此外，23% 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对适应战略的选择受到实施适应战略的家庭

支持的影响，而 3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适应的选择受

到与采用适应战略相关的无成本的影响。

3.7.2. 土著适应战略的知识来源

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选择适应策略的知识来源包

括家人、朋友、邻居、社会团体和老人。共有 28% 的受

访者认为，他们的适应策略的知识来源是从社区的长者

那里获得的，因为长者被视为社区对抗沿海洪水的知识

库。此外，21.7% 和 22.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选择适

应策略的知识分别来自邻居和家庭成员。研究结果表明，

长辈、家庭成员和邻居在代代相传土著适应知识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焦点小组讨论的参与者指出，关于适应策略的知识

传递的主要模式是父母和长辈的口头指导，以及父母和

长辈执行适应策略的观察。阿格拉瓦尔（1995）证实了

这一发现，他认为土著知识代代相传，并从通过直觉、

梦想或愿景揭示的环境知识中获得。

表 3. 选择适应的知识来源。

3.7.3. 本土适应战略的选择

如表 4 所示的调查结果发现，托托佩的家庭采取了

不同的本土适应策略来应对沿海洪水。调查结果显示，

19.7%的受访者在暴雨和风暴潮期间使用沙袋建造屏障，

以保护他们的家园和社区部分免受洪水淹没。共有 9.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用水泥块抬高门阶，以防止洪水进

入房间，而 10.7% 的受访者则表示，他们使用蹦床加固

窗户，以防止雨水从窗户进入房间。此外，10.8% 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在家周围修建了排水沟，为洪水提供通

道。在沿海洪水严重的年份，12.6% 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暂时搬到艾达福阿与亲人住在一起，直到洪水退去。

共有 19.7% 的家庭受访者指出，作为家庭适应的一

部分，托托佩的传统当局举行了安抚海神的仪式，因为

传统领导人认为风暴潮是海神愤怒的结果。参加重点小

组讨论的首席渔民表示，近年来，由于强烈的海浪袭击

了社区的海岸线，一些土著适应策略的效果越来越差。

此外，4.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大楼建成前抬高了大

楼的地基，以便获得更高的平台。

表 4. 应对沿海洪水的本土适应战略。

首席渔民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指出，一些家庭使用了

问卷回复中未提及的其他土著适应策略。例如，首席渔

民指出，“每当社区被洪水淹没时，家庭都会在建筑物

的屋顶上创造空间，用来打包他们的贵重物品”。

图 7. 沙袋曾经阻挡沿海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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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指出，作为一种适应策略，一些家庭使用

茅草代替铝屋面板作为屋顶，因为海浪带来的湿气会导

致铝屋面板快速腐蚀。还有人指出，为了确保衣服、床

垫和食物供应保持干燥，家庭在房间内建造木平台，将

这些有用的材料保持在进入房间的洪水水位以上。一位

老人还表示，“一些家庭有抽水机，在洪水期间，他们

用抽水机将水从房间和院子里抽出来”。首席渔民认为，

“在洪水期间，渔民们将独木舟停泊在近海，并将捕获

物游向内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旱地供他们停泊

船只”。

一位参加了重点小组讨论的老人指出，托托佩的农

民过去曾大规模种植玉米，但社区的持续洪水导致他们

的农田被海水淹没。他说，这使土壤变咸，降低了土壤

支持玉米生长的能力。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他认

为农民现在正在大规模种植小葱和辣椒作为替代作物。

这位老人进一步表示，一些负担得起的当地人已经在附

近的高地城镇获得了土地，以继续他们的农业活动。

重点小组讨论的所有 7 名参与者都希望政府采取紧

急行动，解决社区的沿海洪水威胁，因为这个问题已经

持续了几十年。长老们建议，由于建造海防墙以持久解

决问题的成本巨大，而且加纳政府由于当前的经济形势

无法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政府应该将托托佩搬迁到社区

东北部的一块国有土地上。

图 8. 书房社区的茅草屋。

关于利用土著知识作为研究领域适应战略的研究结

果与其他关于将土著知识应用于减少灾害风险的研究结

果一致。在肯尼亚进行的关于将本土知识应用于灾害

管理的研究表明，社区在社区遭受洪水袭击之前很久就

利用风暴路线和风向的本土知识来设计其灾害管理活动
[27]。这些发现也与阿里斯等人（2015）的发现一致，阿

里斯等人调查了雅加达土著社区对洪水灾害的反应和适

应技术。研究表明，洪水风险正在增加，但人们已经采

取了不同的本土适应策略，包括提高住房水平、建造小

堤坝以防止水进入定居点和建造梯田式住房（10）。

3.7.4. 适应战略选择面临的挑战

这项研究试图找出受访者在选择适应策略时遇到的

挑战。这个问题允许多种回答，这样家庭就可以列举出

阻碍他们选择适应战略的所有挑战。结果显示，五十三

（53）名受访者一致认为，地方和中央政府对他们的适

应战略缺乏支持。五十三（53）名受访者一致认为，他

们缺乏执行适应战略选择的财政资源，而十九（19）名

受访者则哀叹，在风暴潮强烈的时期，他们采取的战略

效果较差，因为他们的沙袋屏障被巨浪完全摧毁。

3.8. 结论

托托佩因海拔较低而面临沿海洪水。为了应对洪水

给社区带来的危险，当地人采取了本土策略来应对洪水

威胁。托托佩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用沙子填充他们

的大院，以提高土地的海拔；建造沙袋屏障，以阻止洪

水进入其大院；在施工过程中抬高建筑物的地基；用蹦

床加固窗户，防止水进入房间；建造排水沟，使洪水能

够通过；暂时迁移到其他社区，直到洪水退去。研究发

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土著适应战略缺乏执行适应战略的

资源。社区领导人希望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社区的

沿海洪水威胁，因为近年来，由于强风袭击海岸，他们

的一些适应策略不断变得不那么有效。受访者认为，社

区沿海洪水威胁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将社区永久搬迁到阿

达东区的内陆地区，因为修建海防墙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考虑到加纳目前的经济状况，很难很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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