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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任务 

1.1 编制普查实施方案 

省级按照国家方案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统筹

考虑地市级、县级普查任务，编制普查实施方案，指导市县

编制落实措施。实施方案编制与试点工作同步开展，“边试

点、边编制、边完善”，实施方案用于指导试点工作和 2021

年普查全面铺开。 

1.2 建立普查队伍，开展宣传培训 

地方建立普查工作技术团队，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

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提高普查涉及对象（管理）单位及

相关人员专业能力和参与普查的自觉性。 

1.3 整理利用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资料 

充分利用各部门开展的各类普查（调查）和评估成果，

结合普查任务及内容需求，开展数据资料清查与整理，并作

为普查的重要内容，按统一标准规范接入普查信息系统。 

1.4 开展普查试点 

以省、市、县为基本试点单元，测试、完善普查内容设

计、技术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方案设计，修改完善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数据库与软件设计和培训教材。在国家的统一指

导下，各试点单位开展普查工作，形成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的第一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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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灾害致灾调查 

根据 86 个试点市县的自然灾害分布情况，开展地震灾

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

原火灾致灾调查，形成试点市县主要灾种致灾调查数据集，

空间分布图、分析评估报告等成果。每个试点市县的具体灾

种和致灾调查任务见附件。 

（2）承灾体调查 

①重点针对 86 个试点市县的房屋建筑、市政桥梁、市

政道路、供水管线、供水厂等开展调查，形成试点市县房屋

建筑、桥梁、道路、供水管线、供水厂调查数据集。 

②核准和补充调查 86个试点市县高速公路、普通国道、

省道公路、农村公路、口岸公路和界河桥梁的地理位置、类

别、等级、建造年代、功能属性和自然灾害设防水平等信息；

调查其中 65 个涉水市县的水路设施（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

要港口、三级及以上航道及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以及其附

属设施的地理位置、物理属性和设防水平等信息；选取 13

个重点市县开展公路水路详查，对调查中存在的滑坡、水毁、

航道淤塞、边坡形变等高风险进行详查；汇总调查结果，利

用遥感等新技术对灾害调查结果进行核查；形成试点市县公

路、水运设施单体调查数据集。 

③结合房屋调查，调查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

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体

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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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信息、保障服务能力、灾

害属性等信息。更新调查 86 个试点市县县级单元农业、规

模以上企业及宏观经济统计指标数据。形成 86 个试点市县

公共服务设施、经济等单体（及行政单元）调查数据集。 

（3）历史灾害调查 

以县为单位，调查 86个试点市县 1978年以来的年度主

要灾害信息统计数据，县域内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的相关信

息数据，形成上述历史灾害数据集。 

（4）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开展 86个试点市县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企业和

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资源（能力）和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的调查，包括调查市、县级涉灾政府部门灾害管理能力、防

灾减灾人力、物资和财力资源；调查大型救灾物资装备企业、

保险和再保险企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机构参与综合

减灾的资源和能力；调查辖区内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

区）和抽样家庭等基层的综合减灾资源和能力。完成 86 个

试点市县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5）重点隐患调查 

开展 86 个试点市县地震灾害隐患（地震易发区、次生

灾害、房屋建筑）、洪水灾害隐患（重点江河、重点城集镇）、

海洋灾害隐患（沿海防护工程、海水养殖、渔船渔港、滨海

旅游区）、森林和草原火灾重点隐患（林牧区、村屯人口密

集区、重要设施、重要火源点、林牧区内工矿企业、在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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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风景名胜区、边境地区）等分灾种调查，形成调查成果。

开展自然灾害次生危化事故、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次生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事故危险源调查。 

（6）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根据各灾种风险调查情况和风险评估与区划数据需求，

86个试点市县开展部分灾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详见各行

业具体任务）。其中，13 个重点试点县的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与区划主要由国家层面完成。 

 

2. 试点范围 

充分考虑各省份的差异，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86 个市县

（6个地级行政区、80个县级行政区，合计 122个县级行政

区）开展普查试点工作（名单见表 2-1）。在此基础上选择

13个县级行政区开展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表 2-2）。 

表 2-1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86个试点市县名单 

序号 省份 县级行政区域试点 

1 北京 房山区 

2 天津 滨海新区 

3 河北 平山县、涞水县、滦州市 

4 山西 孝义市、阳高市、广灵县 

5 内蒙古 西乌珠穆沁旗、巴林右旗、扎赉特旗 

6 辽宁 岫岩县、大石桥市、凌海市 

7 吉林 桦甸市、抚松县、延吉市 

8 黑龙江 通河县、丰林县、穆棱市 

9 上海 徐汇区 

10 江苏 金坛区、铜山区、兴化市 

11 浙江 苍南县、遂昌县、临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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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县级行政区域试点 

12 安徽 相山区、霍山县、歙县 

13 福建 浦城县、同安区、南安市 

14 江西 大余县、兴国县、瑞昌市 

15 山东 
崂山区、日照市（东港区、岚山区、五莲县、莒县）、滨州市
（滨城区、沾化区、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博兴县、邹
平市） 

16 河南 灵宝市、新郑市、博爱县、平桥区、邓州市 

17 湖北 公安县、夷陵区、咸安区 

18 湖南 安化县、石门县、长沙县 

19 广东 从化区、龙岗区、南澳县 

20 广西 全州县、东兴市、南丹县 

21 海南 文昌市、万宁市 

22 重庆 巴南区、合川区 

23 四川 芦山县、金堂县、康定市 

24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桐梓县、绥阳县、正
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
冈县、湄潭县、余庆县、习水县、赤水市、仁怀市）、福泉市 

25 云南 盈江县、双柏县、建水县 

26 西藏 江达县、米林县 

27 陕西 灞桥区、神木县、白河县 

28 甘肃 
临夏州（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
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舟
曲县、岷县、文县、肃南县、麦积区 

29 青海 
海西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茫崖市、乌兰县、都兰县、
天峻县） 

30 宁夏 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 

31 新疆 库车县、巴楚县、乌鲁木齐县 

32 兵团 皮山农场、51团 

表 2-2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13个试点县（市、区）名单 

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 

主要灾害类型 

（按严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 

1 北京 房山区 房山 地质、气象（暴雨） 

2 内蒙古 

西乌珠穆

沁旗 

锡林郭勒 
旱灾、雪灾、森林草原火灾、暴雨、
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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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 

主要灾害类型 

（按严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 

3 黑龙江 丰林县 伊春 森林草原火灾 

4 江西 大余县 赣州 
气象、水旱、地质、森林火灾、地
震 

5 

山东 

岚山区 日照 
台风、水旱、风雹、风暴潮、海浪、
海冰、地震 

6 博兴县 滨州 
干旱、暴雨、风雹、洪涝、台风、
高温、雷电 

7 河南 灵宝市 三门峡 地质、气象、水旱、森林草原火灾 

8 广西 东兴市 防城港 
气象、水旱、森林草原火灾、海洋、
地质、地震 

9 四川 金堂县 成都 
洪涝、暴雨、干旱、地质、林火、
风雹 

10 

贵州 

播州区 遵义 
水旱、气象（暴雨、干旱、风雹、
低温）、地质 

11 福泉市 黔南州 
低温凝冻、干旱、火灾、雹灾、雷
暴大风、地质 

12 陕西 灞桥区 西安 地质、水旱、气象 

13 甘肃 舟曲县 甘南州 地质、气象、地震、森林草原 

3. 试点任务与分工 

3.1 应急管理部门 

3.1.1 承灾体调查（公共服务设施调查）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软件开展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对象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

工作。在 86个试点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开展公共服务

设施调查，完成 10 张调查表格的填报工作。具体调查对象

包括：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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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

所、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公共服务设

施对象的空间位置信息、保障服务能力信息及灾害属性信息。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 122个县级行政区所有公共服务

设施单体（及行政单元）调查数据及空间信息图层。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技术规范》。 

3.1.2 历史灾害调查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软件开展历史调查数据采集与录入、数据校核和数据质量控

制工作。开展 86个试点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年度自然

灾害调查、历史灾害事件调查，完成调查表格的填报工作。

具体调查内容包括：（1）以年度为统计基准、以县级行政区

为基本统计单元，查清我国 1978 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的年

度主要灾害信息统计指标；（2）以单一历史灾害事件为统计

基准、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调查 1978 年以来县

级行政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 

目标或产出成果：122 个县级行政区年度自然灾害调查

数据集、历史灾害事件调查数据集；6 个试点市级年度自然

灾害调查数据集、历史灾害事件调查数据集。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年度自然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3.1.3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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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展调查对象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开展 86

个试点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企业及社会应急力量减灾资源（能力）、基层减灾资源（能

力）和家庭减灾资源（能力）的调查，完成调查表格的填报

工作。具体调查对象包括：（1）市县各级政府的灾害管理能

力、专业救援队伍（综合性消防、森林消防、地震、矿山/

隧道、危化/油气、海事）、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应急避

难场所和渔船避风港等；（2）大型救援装备生产企业、大型

工程建设企业，保险和再保险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综合

减灾的资源；（3）乡镇（街道）政府和社区（行政村）居委

会等基层的综合减灾资源（能力）；（4）家庭减灾资源（能

力）。 

目标或产出成果：完成 86个试点市县（122个县级行政

区）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数据及空间信息图层。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

查技术规范》《企业及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调查技术规范》《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3.1.4 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1）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重点隐患调查与评

估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软件开展调查对象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开展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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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级行政区化工园区及园区内的所有企业以及未处于化

工园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使用企业、储存企业、仓储

经营企业调查。开展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调查

分级工作，所辖区域内有化工园区或者危险化学品企业的，

绘制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自然灾害-化工园区重点隐患

影响分布图。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数据集、图集及报告等成果，具

体如下：（1）数据成果，形成 86个试点市县（122个县级行

政区）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重点隐患调查数据及空

间信息图层。形成县级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源

数据库。（2）成果图集，自然灾害-化工园区重点隐患影响

分布图。（3）报告，形成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重点

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

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2）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重点隐患调查和

评估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软件开展调查对象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开展 16

个试点市县的 27 个县级行政区的煤矿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

全生产事故重点隐患调查。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数据库、图集及报告等成果，具

体如下：（1）数据成果，形成 16个试点市县的 27个县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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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危险源调查数据和空

间信息图层。（2）图件成果，形成 16个试点市县的 27个县

级行政区地震、洪水和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

产事故单灾种重点隐患区域分布图以及多灾种重点隐患区

域分布图。（3）文字报告成果，形成 16个试点市县的 27个

县级行政区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重点隐患调查

总结报告。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危险源

调查技术规范》。 

（3）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炭矿山生产安全重点隐患调查

和评估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开发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软件开展调查对象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开展试

点市县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重点隐患调查和评估。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数据库、图集及报告等成果，具

体如下：（1）形成试点地区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

源数据集和空间信息图层。（2）图件成果，形成 109个县级

行政区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3）文

字报告成果，形成 109个县级行政区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

事故重点隐患调查综合评估报告。 

依托的主要技术规范：《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

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3.1.5 基于风险普查的县域综合减灾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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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阳高县、吉林省延吉市、安徽省相山区、江西

省大余县、山东省崂山区、湖北省公安县、湖南省安化县、

广东省南澳县、四川省芦山县、贵州省福泉市、陕西省灞桥

区、甘肃省永靖县、宁夏回族自治区沙坡头区等 13个县（市、

区）开展基于风险普查的县域综合减灾示范。 

以上各部分内容涉及到的具体试点市县名单见附表 1。

表 3-1-1  应急管理部门普查试点任务清单 

序

号 

调查对象

大类 

调查对象

中类 

调查对象 

小类 

调查内容 

空间成果类型 调查表式 

1  

承灾体 
公共服务

设施 

学校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学校）调查表 

2  医疗卫生机构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卫生机构）调

查表 

3  
提供住宿的社

会服务机构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住宿的社会服

务机构）调查表 

4  公共文化场所 点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文化场所）调

查表 

5  旅游景区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旅游景区）调查表 

6  星级饭店 点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星级饭店）调查表 

7  体育场馆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体育场馆）调查表 

8  宗教活动场所 点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宗教活动场所）调

查表 

9  

大型超市、百货

店和亿元以上

商品交易市场 

面状空间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大型超市-百货店-

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调查表 

10  
基础指标统计

表 
—— 基础指标统计表 

11  

综合减灾

资源（能

力） 

政府综合

减灾资源 

涉灾政府部门 点位 政府灾害管理能力调查表 

12  

综合性、政府专

职及企业专职

消防救援队伍 

点位 
政府专职、综合性（和企业专职）

消防救援队伍与装备调查表 

13  森林消防队伍 点位 森林消防队伍与装备调查表 

14  
航空护林站队

伍 
点位 航空护林站队伍与装备调查表 

15  
地震专业救援

队伍 
点位 地震专业救援队伍与装备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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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对象

大类 

调查对象

中类 

调查对象 

小类 

调查内容 

空间成果类型 调查表式 

16  
矿山/隧道行业

救援队伍 
点位 

矿山/隧道行业救援队伍与装备调

查表 

17  
危化/油气行业

救援队伍 
点位 

危化/油气行业救援队伍与装备调

查表 

18  海事救援队伍 点位 海事救援队伍与装备调查表 

19  
救灾物资储备

库（点） 
点位 救灾物资储备库（点）调查表 

20  
灾害应急避难

场所 
点位 灾害应急避难场所调查表 

21  渔船避风港 点位 渔船避风港调查表 

22  

企业与社

会力量减

灾资源 

救援装备企业 点位 救援装备资源调查表 

23  
保险和再保险

企业 
点位 

保险和再保险企业综合减灾资源

（能力）调查表 

24  社会应急力量 点位 
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调查

表 

25  
基层综合

减灾资源 

乡镇（街道） —— 
乡镇（街道）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调查表 

26  社区（行政村） 点位 
社区（行政村）综合减灾资源（能

力）调查表 

27  
家庭减灾

资源 
家庭 点位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28  

重点隐患 

自然灾害

次生安全

生产事故

危险源 

化工园区 点位、面状 化工园区基本情况调查表  

29  

未处于化工园

区的危险化学

品企业 

点位、面状 
企业基础信息调查表、企业危险源

信息台账表 

30  

自然灾害

次生非煤

矿山事故

危险源 

非煤矿山 点位、面状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

源基础数据调查表；自然灾害次生

非煤矿山事故危险源基础数据调

查表；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

危险源调查表（地下矿山），共 6

张表；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

危险源调查表（露天矿山），共 3

张表；自然灾害次生尾矿库事故危

险源台账表 

31  

自然灾害

次生煤矿

事故危险

源 

煤矿及其归属

煤炭企业 
点位、面状 

基础信息调查表,共计 4张表；地

震、地质洪水诱发次生煤矿事故隐

患调查数据表，共计 3张表；煤矿

企业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能力采

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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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 

实施内容：共 4项，综合应用遥感调查、地面调查、物

探、钻探、山地工程、测试试验等方法，按照“先扫面、后

对点”的部署思路，针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 110个县级单元，

开展调查与评估。（1）对高、中易发区内试点市县地质灾害

开展遥感调查，获取大范围高精度的地表形变数据，针对遥

感识别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圈定的重点变形区开展核查，

初步查明其基本特征和变形趋势。（2）对高、中易发区开展

试点市县 1:5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查明地质灾害孕灾地质

条件、空间分布、基本灾害特征、稳定性现状等。（3）针对

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集镇等人口聚居区，可视情况开展

1:1 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主要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的变形特

征和危害程度。对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 110个县级单元开

展年度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的变形特征。

（4）开展 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防治

区划工作。 

目标或产出成果：（1）完成 110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

害数据库；（2）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3）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技术报告；（4）

完成 110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图和防治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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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质灾害试点任务表 

类型 任务名称 试点县个数 任务量 

类型 

1 

（1） 开展地质灾害遥感调查； 

（2） 1:5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 

（3） 年度地质灾害排查； 

（4） 对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集镇等人口聚居区可

视情况开展 1:1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 

（5） 形成地质灾害数据集； 

（6） 编制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7） 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 

（8）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9） 编制技术报告。 

77 77 

类型 

2 

（1） 年度地质灾害排查； 

（2） 形成地质灾害数据集； 

（3） 编制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4） 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 

（5）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6） 编制技术报告。 

33 33 

注：表中 77个试点县、33个试点县名单见附表 2；其余 12个试点县无地质灾害隐

患点（类型为 3）。 

3.3 自然资源部门（海洋灾害） 

3.3.1 海洋灾害调查 

实施内容：共 3 项，1）风暴潮和海啸灾害致灾孕灾要

素调查，在 14 个试点县开展风暴潮和海啸灾害 2 个灾种的

致灾孕灾要素调查，调查 1978-2020年累计 42年逐时增水、

潮位等数据，对调查数据进行格式统一、校正等，并对错误

数据或缺失数据进行计算补充，形成数据集；2）风暴潮灾

害危险性评估，在 14个试点县开展风暴潮灾害危险性评估，

整理风暴潮致灾孕灾要素数据集和沿海岸线数据，构建评估

模型，绘制风暴潮危险性等级图每县 5幅，并编制危险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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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3）海啸灾害危险性评估，在 14个试点县开展海啸

灾害危险性评估，整理基础地理信息、地震源信息资料、典

型潮位站海啸波动序列资料，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质量控制审

核，构建评估模型，绘制海啸灾害危险性等级图每县 5 幅，

并编制危险性评估报告。 

目标或产出成果：1）形成 14个试点县风暴潮灾害和海

啸灾害致灾孕灾要素标准成果数据集，包括海洋、水文代表

站位年度最大增水和最高潮位观测资料集、各站点警戒潮位

值数据集、历史海啸源数据集、历史海啸水位数据集、历史

海啸最大波幅分布场、海啸流速分布场数据集等。2）形成

14个试点县风暴潮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布图、县尺度可能最大

风暴潮淹没范围及水深分布图、县尺度不同等级强度风暴潮

淹没范围及水深分布图；编制危险性评估技术报告。3）形

成 14 个试点县不同潜在地震海啸源情景下的海啸淹没危险

性分布图、可能最大海啸淹没危险性分布图每县约 5幅；编

制危险性评估技术报告。 

具体任务详见下表。 

表 3-3   海洋灾害试点任务表 

序号 项目 分类 内容 成果 

1 

海洋
灾害
致灾
调查 

海洋灾害致灾
孕灾要素调查 

各试点县调查 1978-2020年
间，增水、潮位等数据，并进
行格式统一、校正、对错误数
据或缺失数据进行计算补充。 

1、海洋灾害致灾
孕灾要素数据集
每县一套。 

风暴潮危险性
评估 

各试点县整理风暴潮致灾孕
灾要素数据集和沿海岸线数
据，构建评估模型，绘制风暴
潮危险性等级图，并编制危险

1、暴潮危险性等
级图每县 5幅 

2、危险性评估报
告每县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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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分类 内容 成果 

性评估报告。 

海啸危险性评
估 

各试点县整理基础地理信息、
地震源信息资料、典型潮位站
海啸波动序列资料，进行标准
化处理和质量控制审核，构建
评估模型，绘制海啸灾害危险
性等级图，并编制危险性评估
报告。 

1、海啸灾害危险
性等级图每县 5

幅 

2、危险性评估报
告每县 1份。 

2 

重点
隐患
调查 

沿海防护工程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无
人机飞行、船舶巡查、卫星遥
感等技术手段，获取基础信
息、受灾害影响情况，并对相
关数据进行处理，形成数据
集，编制报告和相关图件。 

1、各县县级尺度
海洋灾害隐患调
查数据库 

2、各县县级尺度
海洋灾害隐患空
间分布图 

3、各县海洋灾害
风险隐患调查工
作报告 

4、海洋灾害风险
隐患调查技术报
告。 

海水养殖区 

渔船渔港 

滨海旅游区 

3 

评估
与区
划 

风暴潮 

各试点县开展风暴潮灾害现
场实地踏勘，组织开展风暴潮
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制作风
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
集和报告。 

1、各试点县风暴
潮灾害风险评估
和区划图集、报告 

2、各试点县比例
尺不低于 1:5万
的风暴潮灾害风
险评估和区划图 

海啸 

各试点县开展海啸灾害现场
实地踏勘，组织开展海啸灾害
风险评估和区划，制作海啸灾
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集和报
告。 

1、海啸灾害风险
评估和区划图集、
报告 

2、各试点县比例
尺不低于 1:5万
的海啸灾害风险
评估和区划图； 

海洋灾害 

防治区划定 

各试点县开展海洋灾害实地
调查核实重要承灾体分布情
况，组织开展海洋灾害防治区
划定，制作海洋灾害防治区 

分布图，并编制海洋灾害防治
区图集。 

1、各试点县海洋
灾害防治区（重点
防御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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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海洋重点隐患调查 

实施内容：共 1 项，1）通过现场踏勘、无人机飞行、

船舶巡查、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对试点区域内沿海防护工程、

海水养殖、渔船渔港、滨海旅游区 4 类承灾体开展 14 个试

点县的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获取基础信息、受灾害影响

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形成数据集，编制报告和相

关图件。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 14 个试点县隐患调查数据库、

图集及报告等成果，具体如下：1）数据成果，14 个试点县

级尺度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库；2）图件成果，14 个试点

县级尺度海洋灾害隐患空间分布图；3）文字报告成果，14

个试点县尺度海洋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工作报告、及海洋灾害

风险隐患调查技术报告。 

具体任务详见表 3-3。 

3.3.3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实施内容：共 3 项，1）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在 14 个试点县开展风暴潮灾害现场实地踏勘，组织召开风

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专家审查会，聘请专业制图人

员制作海洋灾害防治区分布图，制作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图集和报告；2）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在 14个试

点县开展海啸灾害现场实地踏勘，组织召开海啸灾害风险评

估和区划成果专家审查会，聘请专业制图人员制作海洋灾害

防治区分布图，制作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集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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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灾害防治区划定，在 14个试点县开展海洋灾害实地

调查核实重要承灾体分布情况，组织召开海洋灾害防治区划

定技术方案研讨会，防治区划定成果征求意见会，防治区划

定成果评审会，聘请专业制图人员制作海洋灾害防治区分布

图，并编制海洋灾害防治区图集。 

目标或产出成果：1）制作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图集、报告；2）形成 14个试点县比例尺不低于 1:5万的风

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3）制作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图集、报告；4）形成 14个试点县比例尺不低于 1:5万

的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5）形成 14个试点县海洋灾

害防治区（重点防御区）分布图。 

具体任务详见表 3-3。 

3.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实施内容：采用遥感影像识别、现场采集、抽样详查、

数据核查等手段，在试点 86个市县开展房屋建筑地理位置、

建筑用途、建筑面积、结构类型、设防基本情况以及市政设

施类型、数量、设防基本情况等信息调查工作。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试点 86 个市县房屋建筑和市政

设施调查数据集。 

具体任务详见表 3-4和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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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试点范围 任务量 

1 房屋 86个市县 296122万平方米 

2 桥梁 86个市县 4281座 

3 市政道路 86个市县 16075公里 

4 供水管线 86个市县 52822公里 

5 供水厂 86个市县 248座 

注：房屋调查任务量按区域总人口与人均房屋面积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得到。 

3.5 交通运输部门 

实施内容：针对 86 个市县的公路和水路调查，开展以

下工作：1）核准和补充调查试点区域高速公路、普通国道、

省道公路、农村公路、口岸公路和界河桥梁的地理位置、类

别、等级、建造年代、功能属性和自然灾害设防水平及自然

灾害点等信息；2）调查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要港口、三级

及以上航道及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以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理

位置、物理属性和设防水平等信息。 

实施途径：1）普查：完成基础设施基本指标现有资料

整理，通过沿途查看，完成公路水路基础设施灾害风险指标

走查，并标识入库；2）详查：根据普查结果，对比区域灾

害等级等要素，辅以向当地熟悉情况的人做访问调查，明确

详查对象和范围，进行详查。主要是采用仪器进行测量，必

要时进行挖探钻探等方式，对其地质环境进行测量和记录，

以达到重点监测的目的。对于人不易到达的区域，辅以无人

机拍摄、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手段。 

目标或产出成果：形成试点 86 个市县公路、水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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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调查数据集。 

具体任务详见下表和附表 5、附表 6。 

表 3-5-1  交通部门试点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试点数 任务量 

普查 

1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普查 86 43890（公里） 

2 大桥普查 86 5162（个） 

3 隧道普查 86 908（个） 

4 农村公路普查 86 208191（公里） 

5 航道普查 86 6575.5（公里） 

6 泊位普查 86 828（个） 

7 通航建筑物普查 86 190（个） 

详查 

1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现场详查 13 1300（公里） 

2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无人机、遥感

影像协助 
13 730（公里） 

3 现场勘探 13 730（公里） 

4 大桥详查 13 684（个） 

5 隧道详查 13 51（个） 

6 航道详查 7 1200（公里） 

7 泊位详查 2 75（个） 

8 通航建筑物详查 7 58（个） 

9 边坡形变 13 13（个） 

10 航道水下冲淤 5 12公里 

11 万吨级泊位水下冲淤 2 10（个） 

12 通航建筑物水下冲淤 7 26（个） 

 

3.6 水利部门 

3.6.1 水旱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实施内容：（1）重点江河现状防洪能力复核调查。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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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唐山滦州为试点单元，开展重点江河现状防洪能力复核调

查。以防洪规划（防洪预案）为基础，针对主要江河干支流

流域的防洪保护区，综合考虑堤防、水库、湖泊、蓄滞洪区

等的联合运用，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调查流域防洪存在的

薄弱环节和应对超标准洪水风险，分析评价流域内主要河流

重点河段工程现状防洪能力和达标情况，分析超标准洪水情

况下堤防拦洪和分洪对防洪保护对象的影响。（2）山区重点

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以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为试点单

元，开展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试点。主要工作

内容包括调查分析流域暴雨特性、小流域特征和历史洪水灾

害；进行影响城镇、集镇防洪风险的河道控制断面测量和河

道水文调查，分析暴雨洪水；利用本次承灾体调查成果，分

析城镇、集镇现状防洪能力；划定危险区，确定动态预警指

标。 

目标或产出成果：重点江河现状防洪能力复核调查，河

北省 1条主要江河干支流流域防洪保护区的现状防洪能力报

告，包括防洪能力、达标情况等。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

隐患调查，试点区域 11 个重点城集镇现状防洪能力、危险

区分布、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指标。 

具体任务详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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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水旱灾害试点任务表 

序
号 

试点任务 试点区域 试点任务内容 

试点任务成果 

成果
形式 

成果内容 

1 

水旱
灾害
重点
隐患
调查 

重 点 江
河 现 状
防 洪 能
力 复 核
调查 

河北省 
滦州市 

调查防洪存在的薄弱
环节和应对超标准洪
水风险；分析评价重点
河段工程现状防洪能
力和达标情况；分析超
标准洪水情况下堤防
拦洪和分洪对防洪保
护对象的影响 

文字
报告 

1 条主要江河
干支流流域防
洪保护区的现
状防洪能力报
告 

2 

山 区 重
点 城 集
镇 防 洪
安 全 隐
患调查 

陕西省安
康市白河
县 

调查分析流域暴雨特
性、小流域特征和历史
洪水灾害；关键河道控
制断面测量和河道水
文调查，分析暴雨洪
水；分析城集镇现状防
洪能力；划定危险区，
确定动态预警指标 

文字
报告 

11个重点城集
镇现状防洪能
力、危险区分
布、山洪灾害
动态预警指标 

图件 
11个重点城集
镇危险区分布 

3 

水旱
灾害
风险
评估
与区
划 

干 旱 灾
害 风 险
评估 

辽西北地
区20个县
区 

干旱频率分析；旱灾损
失评估；干旱灾害风险
评估 

图件 

试点县历史最
大干旱重现期
分布图、特定
损失对应的干
旱重现期分布
图、历史最大
旱灾损失分布
图、特定干旱
对应的旱灾损
失分布图等干
旱灾害风险图
集 

4 
洪 水 灾
害 风 险
区划 

东鱼河片
区（面积
约为

5370km2） 

分析流域洪水风险、计
算综合风险度、划分风
险级别，绘制河道范围
和洪水风险程度等级
边界，形成洪水风险区
划图 

图件
和文
字报
告 

试点区域洪水
风险区划图和
成果报告 

5 
动 态 洪
水 风 险
图绘制 

江西省赣
州市大余
县、兴国
县 

构建实时分析单元数
值模型，对河道、保护
区、蓄滞洪区等要素开
展实时方案创建、实时
洪水计算和损失影响
评估、动态风险图绘制
等 

图件 
试点区域动态
风险图 

文字
报告 

试点区域动态
风险图分析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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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实施内容：共 3 项，1）干旱灾害风险评估。以辽西北

地区 20 个县区为试点单元，开展干旱灾害风险评估试点。

主要开展干旱频率分析，在进行评估单元干旱成因和主要影

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干旱评估指标进行干旱事

件过程识别，确定干旱事件的发生频次；开展旱灾损失评估，

针对不同承灾体对象，采用作物生长模型、水文模型或统计

模型等，对评估单元干旱导致的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在干旱

频率分析、旱灾损失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单元干旱灾害风

险进行评估。2）洪水灾害风险区划。以东鱼河片区（面积

约为 5370km
2）为试点单元，开展洪水灾害风险区划图绘制

试点工作。以流域水系为对象，收集整理已开展洪水风险图

编制相关成果，包括基础地理图件、水文资料、洪水风险模

型等，按照洪水风险区划图编制技术要求，开展流域洪水风

险分析和计算单元综合风险度计算；根据综合风险度阈值的

大小将流域、区域划分低、中、高、极高四类风险级别，并

对分级结果进行合理性分析和修正；在基础地理信息图上，

绘制河道范围和洪水风险程度等级边界，形成洪水风险区划

图。3）重点防洪区洪水风险评估与制图。以江西省赣州市

大余县、兴国县为试点单元，开展动态洪水风险图绘制试点。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分析洪水来源，根据历史资料和地形资料

等，确定泛滥洪水可能影响的范围，以此为依据，划定洪水

分析范围。构建泛滥洪水影响范围内的格网模型，选取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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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维水动力学分析方法，模拟不同重现期洪水的淹没范围、

水深、流速、洪水到达时间、洪水演进过程等特征信息。对

于赣江下游及相关保护区和蓄滞洪区，通过联接构建实时分

析单元数值模型开展洪水风险实时动态分析，河道、保护区、

蓄滞洪区等要素的实时分析单元、实时分析方案创建、洪水

分析计算、损失和影响评估、动态风险图绘制等。 

目标或产出成果：1）干旱灾害风险评估，试点县历史

最大干旱重现期分布图、特定损失对应的干旱重现期分布图、

历史最大旱灾损失分布图、特定干旱对应的旱灾损失分布图

等干旱灾害风险图集。2）2）洪水灾害风险区划，完成试点

东鱼河片区约为5370km
2防洪区洪水风险区划图及成果报告。

3）重点防洪区洪水风险评估与制图，试点单元动态风险图，

试点单元动态风险图分析报告。 

具体任务详见表 3-6。 

3.7 气象部门 

3.7.1 气象灾害致灾调查 

实施内容：共 2 项，1）气象灾害致灾事件调查。对试

点区发生过的暴雨、气象干旱、台风、高温、低温、风雹、

雪灾、雷电等气象灾害事件、过程和影响进行调查，包括现

有成果的转化和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调查。2）气象灾害危

险性评估。对试点区八类主要气象灾害的发生频次、强度、

影响范围分别开展综合危险性评估，包括主要气象灾害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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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与制图、气象灾害事件数据库建立和技术标准规范研

制。对气象灾害主要承灾体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致灾气象条

件的危险性进行分析，评估不同重现期致灾气象条件在特定

时空尺度下发生的强度水平。从灾害事件的过程和影响出发，

对 8类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综合危险性进行评估。 

目标或产出成果：1）试点区县暴雨、气象干旱、台风、

高温、低温、风雹、雪灾、雷电 8类气象灾害的面向不同承

灾体和不同重现期致灾强度的危险性评估数据库。2）122个

县级行政区暴雨、气象干旱、台风、高温、低温、风雹、雪

灾、雷电 8类气象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图谱（比例尺 1:5

万）。 

122个试点县级行政区等级及名单详见附表 7。 

3.7.2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实施内容：1）县级 8 类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根

据各县内各类气象灾害的孕灾环境特征开展区域划分，利用

承灾体组提供的各类承灾体暴露度信息，开展各县内台风、

气象干旱、暴雨、高温、低温、风雹、雪灾和雷电等 8种气

象灾害风险评估工作。2）成果制作与上报：构建风险评估

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在不同重现期致灾强度条件

下，开展县级 1:5万空间尺度、不同承灾体的台风、气象干

旱、暴雨、高温、低温、风雹、雪灾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完成风险评估和区划图谱，建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数

据库，编写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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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或产出成果：1）制作台风、气象干旱、暴雨、高

温、低温冷冻、风雹、雪灾和雷电 8类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图集和技术报告；2）形成 13个县级行政区（表 2-2明

确的试点县）1:5 万比例尺的八类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图。 

3.8 林草部门 

3.8.1 森林和草原火灾致灾调查 

实施内容：共 2 项，（1）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

森林可燃物标准地专项调查及省级外业核查、森林可燃物大

样地调查及省级核查、野外火源采集及省级抽查检查、各类

型森林可燃物载量测算、可燃物危险性评估分析、省级森林

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数据质检、入库汇总、分析、制图。

（2）草原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草原火灾调查、检查、

评估、数据质检、入库汇总、分析、制图等。 

目标或产出成果：（1）形成 83 个试点市县的森林可燃

物外业调查数据成果；县级 1：5 万森林可燃物类型及载量

（属性）分布图；县级 1：5 万林区野外火源分布图。形成

83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分析报告。（2）形

成 6个试点市县的草原可燃物外业调查数据成果；县级 1：5

万草原可燃物类型及载量（属性）分布图；县级 1：5 万牧

区野外火源分布图。形成 6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危险性调查

与评估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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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任务详见下表和附表 8。 

表 3-8-1  森林和草原火灾危险性调查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量 

1 森林可燃物标准地专项调查及省级外业核查 5177个标准地 

2 森林可燃物大样地调查及省级核查 539个大样地 

3 野外火源采集及省级抽查检查 1560万公顷 

4 
各类型森林可燃物载量测算、可燃物危险性评估

分析 
1486万公顷 

5 
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数据质检、入库汇

总、分析、制图 
119个县级行政区 

6 
草原火灾调查、检查、评估、数据质检、入库汇

总、分析、制图 
6个试点市县 

 

3.8.2 森林和草原火灾重点隐患调查 

实施内容：共 2项，（1）森林火灾隐患调查：通过整合

已有数据，确定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调查区域，对 83 个试点

市县的森林火灾重点隐患实地排查与评价，通过抽样对部分

试点县隐患调查数据进行现场核查质量，完成试点市县森林

火灾隐患调查数据质检、入库汇总、分析和制图。（2）草原

火灾隐患调查：确定草原火灾重点隐患调查区域，对 6个试

点市县的草原火灾重点隐患实地排查与评价，通过抽样对部

分试点县隐患调查数据进行现场核查质量，完成试点市县草

原火灾隐患调查数据质检、入库汇总、分析和制图。 

目标或产出成果：（1）编制 83 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重

点隐患分布图（1:5 万）、83 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重点隐患

等级分布图（1:5万）。（2）编制 6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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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分布图（1:5万）、6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重点隐患等级

分布图（1:5万）。 

具体任务详下表和附表 8。 

表 3-8-2   森林和草原火灾隐患调查试点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量 

1 森林火灾隐患调查前期工作与实地排查 660.23万公顷 

2 森林火灾隐患评价 119个县级行政区 

3 省级森林火灾隐患数据现场质量核查 4个试点县市区 

4 
省级森林火灾隐患数据质检与核查、入库汇总、分

析制图 
119个试点县市区 

5 草原火灾隐患调查前期工作与实地排查 6个试点县市区 

6 草原火灾隐患评价 6个试点县市区 

7 省级草原火灾隐患数据现场质检核查 1个试点县市区 

8 
省级草原火灾隐患数据质检与核查、入库汇总、分

析制图 
6个试点县市区 

 

3.8.3 森林和草原火灾评估与区划 

实施内容：共 2 项，1）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收

集试点区历史火灾资料、致灾孕灾要素数据（气象、可燃物、

火源）和承灾体要素数据（人口、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

建立区县级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对区县进行风险评估；根

据区县风险评估结果分等级区划；结合防治减灾调查数据进

行森林火灾风险的防治区划。2）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

收集整理受影响的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的

暴露性数据，以及详细的历史灾害损失资料。分别以量值或

密度等方式对火灾风险进行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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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或产出成果：1）形成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

区划的工作流程，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形成 83 个试点市县

的县级 1:5万森林火灾风险分布图、森林火灾风险区划分布

图、森林火灾防治区划分布图，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分

析报告。2）形成 6 个试点市县的县级 1:5 万草原火灾风险

分布图、草原火灾风险区划分布图、草原火灾防治区划分布

图，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分析报告。 

具体任务详见下表和附表 8。 

表 3-8-3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试点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量 

1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119个县级行政区 

2 森林火灾风险区划 119个县级行政区 

3 森林火灾防治区划 119个县级行政区 

4 
森林火灾风险区划与核查数据质检、核查、入

库汇总 
119个县级行政区 

5 草原火灾风险评估 6个县级行政区 

6 草原火灾风险区划 6个县级行政区 

7 草原火灾防治区划 6个县级行政区 

8 
草原火灾风险区划与核查数据质检、核查、入

库汇总 
6个县级行政区 

 

3.9 地震部门 

实施内容：共 4项，（1）活动断层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针对已知地震活动断层穿过的 32 个试点市县，收集整理现

有调查成果资料，视情况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支撑数据库

建设和编图工作；（2）地震构造图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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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综合原始地形资料解译、空间对地观测、地面地质地貌调

查、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和槽探等技术，对 86 个试点市县

开展地震构造图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3）地震工程条件钻

孔与调查，利用钻探、波速测试、土动力学测试开展 86 个

试点市县地震工程条件钻孔与调查；（4）房屋抽样调查，充

分利用已有各类相关规范标准，按照区域特点、结构类型、

历史震害特点、易损性需求、抽样率等设定抽样对象对 5个

试点市县开展房屋抽样调查。 

目标或产出成果：（1）完成 32 个试点市县的活动断层

数据库，32 个试点市县主要活动断层分布图（比例尺 1：5

万），32 个试点市县活动断层调查报告和活动断层分布图说

明书。（2）完成 86 个试点市县地震构造数据集，86 个试点

市县地震构造图（比例尺 1：25 万），86 个试点县地震构造

调查报告和区域地震构造图说明书。（3）完成 86 个试点市

县地震工程地质钻孔数据库。（4）完成 5个试点县房屋数据

集，4个试点县房屋详查成果数据库和详查报告。 

具体任务详见下表和附表 9。 

表 3-9-1  地震灾害试点任务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量 

1 活动断层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4502千米 

2 
地震构造图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风险区划及防治

区划资料收集 
125套 

3 地震工程条件钻孔与调查 153个孔 

4 房屋抽样调查（5个县级行政区，具体如表 3-9-2） 27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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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2  房屋抽样调查任务表 

抽样点 
北京房山

区 

山东日照

岚山区 

天津滨海

新区 

四川甘孜

州康定县 

河北唐山

滦州市 

抽样面积 

（万平方米） 
75 30 110 40 23 

 

4. 时间安排 

试点工作在 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 

8月底前，完成全国试点地区的清查工作。 

10 月底前，完成试点地区的致灾、承灾体、历史灾害、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的调查以及重点隐患调查工作。 

11 月底前，完成部分灾种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完成

13个县级行政区灾害综合隐患评估、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

作。 

12月底前，完成试点总结。 

5. 工作要求 

5.1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试点工作组 

试点地区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各

级普查办要积极组建多部门联合试点工作组（或工作专班），

建立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数据共享共用、任务协同推进的

工作机制，合力推动普查试点工作。 

5.2 强化技术队伍建设，充实试点调查力量 

试点地区要注重发挥相关专业队伍的作用，充分利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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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机构、社会力量等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相关技术力量，

创新工作方式，选聘高水平专业单位参与试点工作，组建试

点调查专家技术队伍，确保试点工作质量。 

5.3 强化质量控制，提高试点质量 

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统一开展普查工作，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建立试

点工作月报制度，各试点地区在每月底前将试点工作进展情

况上报。国家普查办适时组织对试点地区工作完成情况和普

查数据质量进行检查，了解各试点地区组织与实施情况和试

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高质量完成试点工作。 

5.4 强化宣传动员，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各试点地区要按照试点工作要求，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

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

与试点工作。制定宣传工作计划，根据不同阶段工作重点，

组织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把宣传动员活动贯穿始

终。 

5.5 强化工作总结，为启动全国全面调查提供样板。 

各试点地区要在清查、预调查、数据正式填报、风险评

估和区划编制等各环节，加强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充分

结合本地区实际，在调查组织、技术方法和成果设计等方面

形成“模式”，充分发挥示范性和代表性，为全面启动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普查工作提供优秀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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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6 个试点市县的任务汇总表 

1.应急管理部门 

任务内容详见“表 5-1-1  应急管理部门普查试点任务

清单”。86个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任务量见附表 1。 

附表 1  全国 86个试点市县任务量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
（州、
盟） 

公共
服务
设施
调查 

历史
灾害
调查 

综合减
灾资源
（能

力）调
查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基于风
险普查
的县域
综合减
灾示范 

次生
危化
安全 

次生
煤矿
安全 

次生
非煤
矿山
安全 

北京 房山区 — √ √ √ √ 
   

天津 滨海新区 — √ √ √ √ 
   

河北 

平山县 石家庄 √ √ √ √ 
 

√ 
 

涞水县 保定 √ √ √ √ 
 

√ 
 

滦州市 唐山 √ √ √ √ 
 

√ 
 

山西 

孝义市 吕梁 √ √ √ √ √ √ 
 

阳高市 

大同 

√ √ √ √ 
 

√ √ 

广灵县 √ √ √ √ √ √ 
 

内蒙
古 

西乌珠穆沁
旗 

锡林郭
勒 

√ √ √ √ 
   

巴林右旗 赤峰 √ √ √ √ 
 

√ 
 

扎赉特旗 兴安盟 √ √ √ √ 
 

√ 
 

辽宁 

岫岩县 鞍山 √ √ √ √ 
 

√ 
 

大石桥市 营口 √ √ √ √ 
 

√ 
 

凌海市 锦州 √ √ √ √ 
 

√ 
 

吉林 

桦甸市 吉林 √ √ √ √ √ √ 
 

抚松县 白山 √ √ √ √ 
 

√ 
 

延吉市 延边州 √ √ √ √ 
 

√ √ 

—  38  —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
（州、
盟） 

公共
服务
设施
调查 

历史
灾害
调查 

综合减
灾资源
（能

力）调
查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基于风
险普查
的县域
综合减
灾示范 

次生
危化
安全 

次生
煤矿
安全 

次生
非煤
矿山
安全 

黑龙
江 

通河县 哈尔滨 √ √ √ √ 
 

√ 
 

丰林县 伊春 √ √ √ √ 
   

穆棱市 牡丹江 √ √ √ √ √ √ 
 

上海 徐汇区 — √ √ √ √ 
   

江苏 

金坛区 常州 √ √ √ √ 
 

√ 
 

铜山区 徐州 √ √ √ √ √ √ 
 

兴化市 泰州 √ √ √ √ 
   

浙江 

苍南县 温州 √ √ √ √ 
 

√ 
 

遂昌县 丽水 √ √ √ √ 
 

√ 
 

临安区 杭州 √ √ √ √ 
 

√ 
 

安徽 

相山区 淮北 √ √ √ √ √ 
 

√ 

霍山县 六安 √ √ √ √ 
 

√ 
 

歙县 黄山 √ √ √ √ 
 

√ 
 

福建 

浦城县 南平 √ √ √ √ 
 

√ 
 

同安区 厦门 √ √ √ √ 
   

南安市 泉州 √ √ √ √ 
 

√ 
 

江西 

大余县 赣州 √ √ √ √ 
  

√ 

兴国县 赣州 √ √ √ √ 
 

√ 
 

瑞昌市 九江 √ √ √ √ 
 

√ 
 

山东 

崂山区 青岛 √ √ √ √ 
  

√ 

— 日照 √ √ √ √ 
 

√ 
 

— 滨州 √ √ √ √ 
 

√ 
 

河南 灵宝市 三门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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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
（州、
盟） 

公共
服务
设施
调查 

历史
灾害
调查 

综合减
灾资源
（能

力）调
查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基于风
险普查
的县域
综合减
灾示范 

次生
危化
安全 

次生
煤矿
安全 

次生
非煤
矿山
安全 

新郑市 郑州 √ √ √ √ √ 
  

博爱县 焦作 √ √ √ √ 
 

√ 
 

平桥区 信阳 √ √ √ √ 
 

√ 
 

邓州市 南阳 √ √ √ √ 
   

湖北 

公安县 荆州 √ √ √ √ 
  

√ 

夷陵区 宜昌 √ √ √ √ 
 

√ 
 

咸安区 咸宁 √ √ √ √ 
 

√ 
 

湖南 

安化县 益阳 √ √ √ √ 
 

√ √ 

石门县 常德 √ √ √ √ 
 

√ 
 

长沙县 长沙 √ √ √ √ 
 

√ 
 

广东 

从化区 广州 √ √ √ √ 
 

√ 
 

龙岗区 深圳 √ √ √ √ 
   

南澳县 汕头 √ √ √ √ 
 

√ √ 

广西 

全州县 桂林 √ √ √ √ 
 

√ 
 

东兴市 防城港 √ √ √ √ 
   

南丹县 河池 √ √ √ √ 
 

√ 
 

海南 

文昌市 — √ √ √ √ 
 

√ 
 

万宁市 — √ √ √ √ 
 

√ 
 

重庆 

巴南区 — √ √ √ √ 
 

√ 
 

合川区 — √ √ √ √ √ √ 
 

四川 

芦山县 雅安 √ √ √ √ 
  

√ 

金堂县 成都 √ √ √ √ 
   

康定市 甘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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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
（州、
盟） 

公共
服务
设施
调查 

历史
灾害
调查 

综合减
灾资源
（能

力）调
查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基于风
险普查
的县域
综合减
灾示范 

次生
危化
安全 

次生
煤矿
安全 

次生
非煤
矿山
安全 

贵州 

— 遵义 √ √ √ √ 

√ 
（9
个县
市
区） 

√ 
 

福泉市 黔南州 √ √ √ √ 
  

√ 

云南 

盈江县 德宏 √ √ √ √ 
 

√ 
 

双柏县 楚雄 √ √ √ √ √ √ 
 

建水县 红河 √ √ √ √ √ √ 
 

西藏 

江达县 昌都 √ √ √ √ 
   

米林县 林芝 √ √ √ √ 
   

陕西 

灞桥区 西安 √ √ √ √ 
  

√ 

神木县 榆林 √ √ √ √ √ √ 
 

白河县 安康 √ √ √ √ 
 

√ 
 

甘肃 

— 临夏州 √ √ √ √ 
 

√ √ 

舟曲县 甘南 √ √ √ √ 
   

岷县 定西 √ √ √ √ 
 

√ 
 

文县 陇南 √ √ √ √ 
 

√ 
 

肃南县 张掖 √ √ √ √ 
 

√ 
 

麦积区 天水 √ √ √ √ 
 

√ 
 

青海 — 海西州 √ √ √ √ 

√ 
（3
个县
市
区） 

√ 
 

宁夏 — 中文 √ √ √ √ 

√ 
（2
个县
市
区） 

√ √ 

新疆 库车县 阿克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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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
（州、
盟） 

公共
服务
设施
调查 

历史
灾害
调查 

综合减
灾资源
（能

力）调
查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基于风
险普查
的县域
综合减
灾示范 

次生
危化
安全 

次生
煤矿
安全 

次生
非煤
矿山
安全 

巴楚县 喀什 √ √ √ √ √ √ 
 

乌鲁木齐 
乌鲁木
齐 

√ √ √ √ 
 

√ 
 

兵团 

皮山农场 
第十四
师 

√ √ √ √ √ 
  

51 团 第三师 √ √ √ √ 
 

√ 
 

 

2.自然资源部门 

2.1 地质灾害 

122个试点县级行政区类型及隐患点数量见附表 2。 

附表 2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试点县类型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县域类型 隐患点数量（供参考） 

北京 房山区 — 1 932 

天津 滨海新区 — 3 0 

河北 

平山县 石家庄 1 135 

涞水县 保定 1 88 

滦州市 唐山 2 16 

山西 

孝义市 吕梁 1 268 

阳高市 
大同 

1 76 

广灵县 2 48 

内蒙古 

西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 3 0 

巴林右旗 赤峰 2 21 

扎赉特旗 兴安盟 2 35 

辽宁 

岫岩县 鞍山 1 267 

大石桥市 营口 1 53 

凌海市 锦州 2 38 

吉林 

桦甸市 吉林 1 132 

抚松县 白山 1 322 

延吉市 延边州 1 344 

黑龙江 

通河县 哈尔滨 2 11 

丰林县 伊春 3 0 

穆棱市 牡丹江 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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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县域类型 隐患点数量（供参考） 

上海 徐汇区 — 3 0 

江苏 

金坛区 常州 2 9 

铜山区 徐州 2 8 

兴化市 泰州 3 0 

浙江 

苍南县 温州 2 7 

遂昌县 丽水 2 20 

临安区 杭州 1 122 

安徽 

相山区 淮北 3 0 

霍山县 六安 1 99 

歙县 黄山 1 255 

福建 

浦城县 南平 1 70 

同安区 厦门 1 93 

南安市 泉州 1 237 

江西 
— 赣州 1 2108 

瑞昌市 九江 1 238 

山东 

崂山区 青岛 1 159 

— 日照 2 90 

3县 

滨州 

2 9 

惠民县、阳信县、

无棣县、沾化县

等 4 县 

3 0 

河南 

灵宝市 三门峡 1 138 

新郑市 郑州 2 10 

博爱县 焦作 1 84 

平桥区 信阳 2 13 

邓州市 南阳 3 0 

湖北 

公安县 荆州 2 2 

夷陵区 宜昌 1 353 

咸安区 咸宁 1 50 

湖南 

安化县 益阳 1 426 

石门县 常德 1 376 

长沙县 长沙 1 196 

广东 

从化区 广州 1 156 

龙岗区 深圳 2 13 

南澳县 汕头 2 20 

广西 

全州县 桂林 2 39 

东兴市 防城港 2 24 

南丹县 河池 1 63 

海南 
文昌市 — 2 5 

万宁市 — 2 19 

重庆 巴南区 — 1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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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县域类型 隐患点数量（供参考） 

合川区 — 1 540 

四川 

芦山县 雅安 1 91 

金堂县 成都 1 94 

康定市 甘孜 1 222 

贵州 

12县 
遵义 

1 1640 

湄潭县、余庆县 2 55 

福泉市 黔南州 1 69 

云南 

盈江县 德宏 1 336 

双柏县 楚雄 2 44 

建水县 红河 1 65 

西藏 
江达县 昌都 1 172 

米林县 林芝 1 115 

陕西 

灞桥区 西安 2 38 

神木县 榆林 1 206 

白河县 安康 1 203 

甘肃 

— 临夏州 1 2457 

舟曲县 甘南 1 191 

岷县 定西 1 380 

文县 陇南 1 1089 

肃南县 张掖 1 139 

麦积区 天水 1 342 

青海 — 海西州 1 1531 

宁夏 
3县 

中文 
1 150 

中宁县 2 29 

新疆 

库车县 阿克苏 1 138 

巴楚县 喀什 2 29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1 108 

兵团 
皮山农场 第十四师 3 0 

51团 第三师 2 6 

 

2.2 海洋灾害 

14个试点县级行政区见附表 3。 

附表 3  海洋灾害风险普查试点县名单 

省份 序号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海岸线长度（km） 

天津 1 滨海新区 — 153 

辽宁 1 凌海市 锦州 69 

浙江 1 苍南县 温州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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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1 同安区 厦门 11 

2 南安市 泉州 39 

山东 

1 崂山区 青岛 103.7 

2 2个区市 日照 105 

3 2 个县市区 滨州 272.5 

广东 1 南澳县 汕头 77 

广西 1 东兴市 防城港 50 

海南 
1 文昌市 — 278.5 

2 万宁市 — 109 

 

3.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86个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任务量见附表 4。 

附表 4  房屋和市政设施风险普查 86个市县任务量 

总
序
号 

省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盟） 

房屋面积
（万平
米） 

桥梁数
量（座） 

市政道路
数量（公

里） 

供水管
线（公
里） 

供水厂
（座） 

1 北京 1 房山区 — 5180 140 110 986 4 

2 天津 1 
滨海新
区 

— 13011  207 956 3709 6 

3 

河北 

1 平山县 石家庄 2193  17 99 170 1 

4 2 涞水县 保定 1561  18 100 180 2 

5 3 滦州市 唐山 2502  20 106 180 2 

6 

山西 

1 孝义市 吕梁 2139  14 55 100 1 

7 2 阳高市 
大同 

1199  13 55 95 1 

8 3 广灵县 797  13 50 96 1 

9 

内蒙
古 

1 
西乌珠
穆沁旗 

锡林郭勒 379  5 55 100 1 

10 2 
巴林右
旗 

赤峰 785  5 55 100 1 

11 3 
扎赉特
旗 

兴安盟 1744  8 80 150 2 

12 

辽宁 

1 岫岩县 鞍山 2245  200 1300 4000 18 

13 2 
大石桥
市 

营口 2992  250 1800 6000 26 

14 3 凌海市 锦州 2274  202 1200 4000 20 

15 吉林 1 桦甸市 吉林 1838  15 60 1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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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号 

省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盟） 

房屋面积
（万平
米） 

桥梁数
量（座） 

市政道路
数量（公

里） 

供水管
线（公
里） 

供水厂
（座） 

16 2 抚松县 白山 1230  10 55 120 1 

17 3 延吉市 延边州 2410  20 120 230 1 

18 

黑龙
江 

1 通河县 哈尔滨 1025  15 75 150 1 

19 2 丰林县 伊春 445  15 75 160 2 

20 3 穆棱市 牡丹江 1182  20 90 200 2 

21 上海 1 徐汇区 — 4728  145 155 1920 2 

22 

江苏 

1 金坛区 常州 2450  156 278 1000 1 

23 2 铜山区 徐州 5803  300 400 1800 2 

24 3 兴化市 泰州 6789  300 500 2000 2 

25 

浙江 

1 苍南县 温州 5882  230 280 1500 2 

26 2 遂昌县 丽水 1007  60 70 500 1 

27 3 临安区 杭州 2344  115 140 720 1 

28 

安徽 

1 相山区 淮北 1840  18 90 280 1 

29 2 霍山县 六安 1583  20 106 250 1 

30 3 歙县 黄山 2062  18 100 250 1 

31 

福建 

1 浦城县 南平 1874  18 78 265 1 

32 2 同安区 厦门 2664  20 80 280 1 

33 3 南安市 泉州 7217  40 320 1100 4 

34 

江西 

1 大余县 赣州 1353  10 65 220 1 

35 2 兴国县 赣州 3734  20 130 450 2 

36 3 瑞昌市 九江 2014  10 65 220 1 

37 

山东 

1 崂山区 青岛 1286  55 260 300 2 

38 2 — 日照 13385  175 750 1500 9 

39 3 — 滨州 16219  175 750 1500 9 

40 

河南 

1 灵宝市 三门峡 3226  18 80 180 2 

41 2 新郑市 郑州 2824  6 40 150 2 

42 3 博爱县 焦作 1731  8 50 130 1 

43 4 平桥区 信阳 3889  15 85 240 2 

44 5 邓州市 南阳 7848  25 150 480 4 

45 

湖北 

1 公安县 荆州 4348  25 130 480 2 

46 2 夷陵区 宜昌 2277  22 120 338 2 

47 3 咸安区 咸宁 2660  35 180 490 2 

48 湖南 1 安化县 益阳 4438  15 80 3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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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号 

省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盟） 

房屋面积
（万平
米） 

桥梁数
量（座） 

市政道路
数量（公

里） 

供水管
线（公
里） 

供水厂
（座） 

49 2 石门县 常德 2908  12 76 295 1 

35 3 长沙县 长沙 4748  20 160 450 1 

51 

广东 

1 从化区 广州 5590  78 265 1200 2 

52 2 龙岗区 深圳 10405  160 540 1400 3 

53 3 南澳县 汕头 273  40 135 700 1 

54 

广西 

1 全州县 桂林 3686  25 120 300 1 

55 2 南丹县 河池 4861  30 190 400 2 

56 3 东兴市 防城港 1308  12 60 180 1 

57 
海南 

1 文昌市 — 2480  14 120 70 1 

58 2 万宁市 — 2551  15 120 70 1 

59 
重庆 

1 巴南区 — 4745  55 180 550 4 

60 2 合川区 — 6135  60 190 700 5 

61 

四川 

1 芦山县 雅安 519  6 15 60 1 

62 2 康定县 甘孜州 582  5 12 50 1 

63 3 金堂县 成都 3937  30 105 420 2 

64 
贵州 

1 — 遵义 36514  150 600 3300 25 

65 2 福泉市 黔南州 1294  7 30 160 1 

66 

云南 

1 盈江县 德宏 1409  8 30 100 2 

67 2 双柏县 楚雄 701  4 15 50 1 

68 3 建水县 红河 2412  12 42 145 2 

69 
西藏 

1 江达县 昌都 406  5 15 60 1 

70 2 米林县 林芝 102  1 5 18 1 

71 

陕西 

1 灞桥区 西安 2793  25 160 90 1 

72 2 神木县 榆林 2054  12 70 100 1 

73 3 白河县 安康 721  8 60 50 1 

74 

甘肃 

1 — 临夏州 9607  80 50 550 9 

75 2 舟曲县 甘南 623  5 5 50 1 

76 3 岷县 定西 2162  20 104 120 2 

77 4 文县 陇南 1348  15 8 60 1 

78 5 肃南县 张掖 170  8 5 70 1 

79 6 麦积区 天水 2487  20 15 150 2 

80 青海 1 — 海西州 2332  20 80 250 2 

81 宁夏 1 — 中文 5306  18 150 2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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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号 

省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盟） 

房屋面积
（万平
米） 

桥梁数
量（座） 

市政道路
数量（公

里） 

供水管
线（公
里） 

供水厂
（座） 

82 

新疆 

1 库车县 阿克苏 2130  15 150 300 3 

83 2 巴楚县 喀什 1642  10 105 180 2 

84 3 
乌鲁木
齐 

乌鲁木齐 229  5 50 90 2 

85 

兵团 

1 
皮山农
场 

第十四师 131  5 5 60 1 

86 2 51 团 第三师 215  5 5 60 1 

注：房屋调查任务量按区域总人口与人均房屋面积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得到。 

 

4.交通运输部门 

86 个市县（122 个县级行政区）任务量见附表 5、附表

6。 

附表 5  交通设施（公路）风险普查 86个市县任务量 

省
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
盟） 

高
速、
国省
干线
普查 

农村
公路
普查 

桥梁
普查 

隧
道
普
查 

高
速、
国省
干线
详查 

无
人
机
辅
助
核
查 

公
路
勘
察 

大
桥
详
查 

隧
道
详
查 

边
坡
形
变
监
测 

公里 公里 个 个 公里 
公
里 

公
里 

个 个 个 

北
京 

1 房山区 — 428 2461 125 6 60 50 50 36 2 1 

天
津 

2 
滨海新
区 

— 777 1902 37 7 
      

河
北 

3 平山县 石家庄 297 2530 58 8 
      

4 涞水县 保定 319 895 80 32 
      

5 滦州市 唐山 169 1419 25 0 
      

山
西 

6 孝义市 吕梁 107 1653 4 0 
      

7 阳高市 大同 176 1471 9 0 
      

8 广灵县 大同 122 856 20 3 
      

内
蒙
古 

9 
西乌珠
穆沁旗 

锡林郭
勒 

496 1608 7 0 70 60 60 2 
 

1 

10 
巴林右
旗 

赤峰 391 2228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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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
盟） 

高
速、
国省
干线
普查 

农村
公路
普查 

桥梁
普查 

隧
道
普
查 

高
速、
国省
干线
详查 

无
人
机
辅
助
核
查 

公
路
勘
察 

大
桥
详
查 

隧
道
详
查 

边
坡
形
变
监
测 

公里 公里 个 个 公里 
公
里 

公
里 

个 个 个 

11 
扎赉特
旗 

兴安盟 627 2192 16 0 
      

辽
宁 

12 岫岩县 鞍山 497 2201 59 12 
      

13 
大石桥
市 

营口 289 1347 22 0 
      

14 凌海市 锦州 399 1834 60 0 
      

吉
林 

15 桦甸市 吉林 299 2758 12 0 
      

16 抚松县 白山 522 1390 80 17 
      

17 延吉市 延边州 235 350 28 3 
      

黑
龙
江 

18 通河县 哈尔滨 226 1140 7 0 
      

19 丰林县 伊春 129 307 3 0 20 15 15 1 
 

1 

20 穆棱市 牡丹江 481 1531 29 0 
      

上
海 

21 徐汇区 — 0 0 0 0 
      

江
苏 

22 金坛区 常州 181 2037 51 0 
      

23 铜山区 徐州 327 2108 44 0 
      

24 兴化市 泰州 428 2462 91 0 
      

浙
江 

25 苍南县 温州 97 1530 56 3 
      

26 遂昌县 丽水 182 1546 20 20 
      

27 临安区 杭州 401 2512 45 30 
      

安
徽 

28 相山区 淮北 26 268 0 0 
      

29 霍山县 六安 418 2040 61 36 
      

30 歙县 黄山 432 1393 56 14 
      

福
建 

31 浦城县 南平 205 2563 15 0 
      

32 同安区 厦门 178 875 46 13 
      

33 南安市 泉州 402 2959 76 39 
      

江
西 

34 大余县 赣州 144 1086 14 3 25 15 15 6 3 1 

35 兴国县 赣州 412 2171 75 8 
      

36 瑞昌市 九江 210 1740 17 6 
      

山
东 

37 崂山区 青岛 87 202 5 2 
      

38 — 日照 745 8478 117 2 120 50 50 40 2 1 

39 — 滨州 1281 15445 93 0 200 100 100 40 
 

1 

河 40 灵宝市 三门峡 501 2139 121 24 80 50 50 6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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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
盟） 

高
速、
国省
干线
普查 

农村
公路
普查 

桥梁
普查 

隧
道
普
查 

高
速、
国省
干线
详查 

无
人
机
辅
助
核
查 

公
路
勘
察 

大
桥
详
查 

隧
道
详
查 

边
坡
形
变
监
测 

公里 公里 个 个 公里 
公
里 

公
里 

个 个 个 

南 41 新郑市 郑州 254 1354 79 0 
      

42 博爱县 焦作 183 809 24 7 
      

43 平桥区 信阳 376 2228 76 0 
      

44 邓州市 南阳 582 3906 25 0 
      

湖
北 

45 公安县 荆州 358 3275 39 0 
      

46 夷陵区 宜昌 634 3786 109 31 
      

47 咸安区 咸宁 394 2505 42 0 
      

湖
南 

48 安化县 益阳 873 4791 63 29 
      

49 石门县 常德 536 3359 24 4 
      

50 长沙县 长沙 503 2428 26 0 
      

广
东 

51 从化区 广州 389 1810 135 26 
      

52 龙岗区 深圳 316 0 66 10 
      

53 南澳县 汕头 99 106 1 0 
      

广
西 

54 全州县 桂林 380 2053 25 0 
      

55 东兴市 防城港 423 693 37 7 60 50 50 12 5 1 

56 南丹县 河池 423 693 37 7 
      

海
南 

57 文昌市 — 371 2557 12 0 
      

58 万宁市 — 219 2087 23 0 
      

重
庆 

59 巴南区 — 533 2965 98 22 
      

60 合川区 — 456 4155 31 4 
      

四
川 

61 芦山县 雅安 111 397 16 4 
      

62 金堂县 成都 212 2142 27 5 30 25 25 12 3 1 

63 康定县 甘孜州 486 1981 77 25 
      

贵
州 

64 — 遵义 5725 28788 1425 267 500 260 260 427 28 1 

65 福泉市 黔南州 329 948 80 0 60 25 25 35 
 

1 

云
南 

66 盈江县 德宏 473 1412 22 0 
      

67 双柏县 楚雄 483 2373 20 1 
      

68 建水县 红河 344 1913 15 0 
      

西
藏 

69 江达县 昌都 553 1464 4 1 
      

70 米林县 林芝 290 463 10 0 
      

陕 71 灞桥区 西安 89 678 23 0 25 5 5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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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
区） 

所在市
（州、
盟） 

高
速、
国省
干线
普查 

农村
公路
普查 

桥梁
普查 

隧
道
普
查 

高
速、
国省
干线
详查 

无
人
机
辅
助
核
查 

公
路
勘
察 

大
桥
详
查 

隧
道
详
查 

边
坡
形
变
监
测 

公里 公里 个 个 公里 
公
里 

公
里 

个 个 个 

西 72 神木县 榆林 630 3124 125 13 
      

73 白河县 安康 123 1603 154 65 
      

甘
肃 

74 — 临夏州 1466 5279 50 24 
      

75 舟曲县 甘南 333 685 9 2 50 25 25 4 2 1 

76 岷县 定西 335 686 1 1 
      

77 文县 陇南 503 1721 18 5 
      

78 肃南县 张掖 483 1250 2 0 
      

79 麦积区 天水 487 1326 125 53 
      

青
海 

80 — 海西州 5497 7328 98 3 
      

宁
夏 

81 — 中文 1621 6060 143 2 
      

新
疆 

82 库车县 阿克苏 279 2195 23 2 
      

83 巴楚县 喀什 479 2208 13 0 
      

84 
乌鲁木
齐 

乌鲁木
齐 

453 586 15 0 
      

兵
团 

85 
皮山农
场 

第十四
师 

50 187 
        

86 51团 第三师 111 205 
        

 

附表 6  交通设施（水路）风险普查 86个市县任务量 

省
份 

序
号 县（市、区） 所在市

（州、盟） 

航道
普查 

泊位
普查 

通航
建筑
物普
查 

航
道
详
查 

泊
位
详
查 

通
航
建
筑
物
详
查 

航
道
水
下
冲
淤
物
详
查 

万吨
级及
以上
泊位
水下
冲淤
物详
查 

通航
建筑
物水
下冲
淤物
详查 

公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北
京 

1 房山区 — 
         

天
津 

2 滨海新区 — 103 159 2 
      

河
北 

3 平山县 石家庄 
  

2 
      

4 涞水县 保定 
  

2 
      

5 滦州市 唐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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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区） 所在市

（州、盟） 

航道
普查 

泊位
普查 

通航
建筑
物普
查 

航
道
详
查 

泊
位
详
查 

通
航
建
筑
物
详
查 

航
道
水
下
冲
淤
物
详
查 

万吨
级及
以上
泊位
水下
冲淤
物详
查 

通航
建筑
物水
下冲
淤物
详查 

公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山
西 

6 孝义市 吕梁 56 
 

2 
      

7 阳高市 大同 108 
 

2 
      

8 广灵县 大同 24 
 

2 
      

内
蒙
古 

9 
西乌珠穆
沁旗 

锡林郭勒 
 

0 0 
      

10 巴林右旗 赤峰 130 
 

2 
      

11 扎赉特旗 兴安盟 60 
 

2 
      

辽
宁 

12 岫岩县 鞍山 351 
 

2 
      

13 大石桥市 营口 97 
 

2 
      

14 凌海市 锦州 85 
 

2 
      

吉
林 

15 桦甸市 吉林 115 
 

2 
      

16 抚松县 白山 130 
 

2 
      

17 延吉市 延边州 28 
 

2 
      

黑
龙
江 

18 通河县 哈尔滨 123 
 

2 
      

19 丰林县 伊春 
  

0 
      

20 穆棱市 牡丹江 203 
 

2 
      

上
海 

21 徐汇区 — 12 
 

2 
      

江
苏 

22 金坛区 常州 35 
 

2 
      

23 铜山区 徐州 32 55 2 
      

24 兴化市 泰州 170 71 2 
      

浙
江 

25 苍南县 温州 91 
 

2 
      

26 遂昌县 丽水 40 
 

2 
      

27 临安区 杭州 40 80 2 
      

安
徽 

28 相山区 淮北 10 
 

2 
      

29 霍山县 六安 52 
 

2 
      

30 歙县 黄山 80 24 2 
      

福
建 

31 浦城县 南平 26 
 

2 
      

32 同安区 厦门 15 25 2 
      

33 南安市 泉州 70 
 

2 
      

江 34 大余县 赣州 58 
 

2 5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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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区） 所在市

（州、盟） 

航道
普查 

泊位
普查 

通航
建筑
物普
查 

航
道
详
查 

泊
位
详
查 

通
航
建
筑
物
详
查 

航
道
水
下
冲
淤
物
详
查 

万吨
级及
以上
泊位
水下
冲淤
物详
查 

通航
建筑
物水
下冲
淤物
详查 

公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西 35 兴国县 赣州 50 
 

2 
      

36 瑞昌市 九江 16 
 

2 
      

山
东 

37 崂山区 青岛 40 69 2 
      

38 — 日照 15 65 8 10 65 8 2 5 4 

39 — 滨州 304 10 14 280 10 14 
 

5 6 

河
南 

40 灵宝市 三门峡 76 
 

2 75 
 

2 2 
 

2 

41 新郑市 郑州 17 
 

2 
      

42 博爱县 焦作 8 
 

2 
      

43 平桥区 信阳 140 
 

2 
      

44 邓州市 南阳 70 
 

2 
      

湖
北 

45 公安县 荆州 498 
 

2 
      

46 夷陵区 宜昌 75 30 2 
      

47 咸安区 咸宁 564 60 2 
      

湖
南 

48 安化县 益阳 125 10 2 
      

49 石门县 常德 45 5 2 
      

50 长沙县 长沙 51 5 2 
      

广
东 

51 从化区 广州 80 
 

2 
      

52 龙岗区 深圳 
         

53 南澳县 汕头 
 

30 2 
      

广
西 

54 全州县 桂林 50 
 

2 
      

55 东兴市 防城港 127 0 2 127 
 

2 4 
 

2 

56 南丹县 河池 0 0  0 
      

海
南 

57 文昌市 — 
 

90 2 
      

58 万宁市 — 
 

30 2 
      

重
庆 

59 巴南区 — 93 
 

2 
      

60 合川区 — 321 
 

2 
      

四
川 

61 芦山县 雅安 80 
 

2 
      

62 金堂县 成都 58 
 

2 58 
 

2 2 
 

2 

63 康定县 甘孜州 40 
 

2 
      

贵 64 — 遵义 927 
 

28 600 
 

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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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序
号 县（市、区） 所在市

（州、盟） 

航道
普查 

泊位
普查 

通航
建筑
物普
查 

航
道
详
查 

泊
位
详
查 

通
航
建
筑
物
详
查 

航
道
水
下
冲
淤
物
详
查 

万吨
级及
以上
泊位
水下
冲淤
物详
查 

通航
建筑
物水
下冲
淤物
详查 

公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公
里 

个 个 

州 65 福泉市 黔南州 
  

0 
      

云
南 

66 盈江县 德宏 60 
 

2 
      

67 双柏县 楚雄 
         

68 建水县 红河 
         

西
藏 

69 江达县 昌都 
         

70 米林县 林芝 
         

陕
西 

71 灞桥区 西安 
  

0 
      

72 神木县 榆林 99 5 2 
      

73 白河县 安康 50 5 2 
      

甘
肃 

74 — 临夏州 100 
 

16 
      

75 舟曲县 甘南 
         

76 岷县 定西 
         

77 文县 陇南 
         

78 肃南县 张掖 
         

79 麦积区 天水 
         

青
海 

80 — 海西州 
         

宁
夏 

81 — 中文 50 
 

6 
      

新
疆 

82 库车县 阿克苏 
         

83 巴楚县 喀什 
         

84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兵
团 

85 皮山农场 第十四师 
         

86 51团 第三师 
         

 

5.气象部门 

86个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的等级划分见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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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气象灾害风险普查 86个市县等级划分 

等级 试点县名单 

较轻等级（47个县） 

大同阳高市、广灵县、赤峰巴林右旗、重庆巴南区、重庆合川区、

雅安芦山县、成都金堂县、甘孜康定市、遵义市、德宏盈江县、昌

都江达县、林芝米林县、西安灞桥区、榆林神木县、安康白河县、

甘南舟曲县、定西岷县、陇南文县、张掖肃南县、天水麦积区、海

西州、中卫市、阿克苏库车县、喀什巴楚县、乌鲁木齐、第十四师

昆玉市皮山农场、第三师图木舒克 51团 

中等级（59个县） 

北京房山区、天津滨海新区、石家庄平山县、保定涞水县、唐山滦

州市、吕梁孝义市、锡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兴安盟扎赉特旗、鞍

山岫岩县、营口大石桥市、锦州凌海市、吉林桦甸市、白山抚松县、

延边州延吉市、哈尔滨通河县、伊春丰林县、牡丹江穆棱市、上海

徐汇区、常州金坛区、徐州铜山区、泰州兴化市、杭州临安区、淮

北相山区、六安霍山县、青岛崂山区、日照市、滨州市、三门峡灵

宝市、郑州新郑市、焦作博爱县、信阳平桥区、南阳邓州市、荆州

公安县、宜昌夷陵区、咸宁咸安区、益阳安化县、常德石门县、长

沙长沙县、桂林全州县、黔南州福泉市、楚雄双柏县、红河建水县、

临夏州 

较重等级（16个县） 

温州苍南县、丽水遂昌县、黄山歙县、南平浦城县、厦门同安区、

泉州南安市、赣州大余县、赣州兴国县、九江瑞昌市、广州从化区、

深圳龙岗区、汕头南澳县、防城港东兴市、河池南丹县、文昌市、

万宁市 

 

附表 7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试点县级行政区名单 

等级 试点县级行政区名单 

较轻等级（4个县） 成都金堂县、遵义播州区、西安灞桥区、甘南舟曲县 

中等级（7个县） 
北京房山区、锡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伊春丰林县、日照岚

山区、滨州博兴县、三门峡灵宝市、黔南州福泉市 

较重等级（2个县） 赣州大余县、防城港东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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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草部门 

86个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任务量见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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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8
 
 
森
林
和
草
原
火
灾
风
险
普
查
试
点
任
务
量
 

省
份
 

县
（
市
、

区
）
 

所
在
市

（
州
、
盟
） 

总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隐
患

排
查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森
林
和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隐
患
调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区
划
 

森
林
可
燃
物

标
准
地
专
项

调
查
及
省
级

外
业
核
查
标

准
地
数
量
 

森
林
可

燃
物
大

样
地
调

查
及
省

级
核
查

大
样
地

数
量
 

野
外
火

源
采
集

及
省
级

抽
查
检

查
面
积

（
万
公

顷
）
 

各
类
型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测
算
、
可
燃

物
危
险
性
评

估
分
析
面
积
（
万

公
顷
）
 

省
级
森
林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与

评
估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县

数
量
 

草
原
火
灾

调
查
、
检

查
、
评
估
、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北
京
 

房
山
区
 

—
 

国
家
层
面
开
展
 

天
津
 

滨
海
新
区
 

—
 

0.
86
 

0.
38
 

4 
0 

0.
90
 

0.
8
6 

1 
0
 

√
 

 
√
 

 

河
北
 

平
山
县
 

石
家
庄
 

12
.5
8 

5.
59
 

48
 

5 
13
.2
1 

12
.
5
8 

1 
0
 

√
 

 
√
 

 
涞
水
县
 

保
定
 

10
.3
5 

4.
60
 

30
 

3 
10
.8
7 

10
.
3
5 

1 
0
 

√
 

 
√
 

 
滦
州
市
 

唐
山
 

0.
54
 

0.
24
 

3 
0 

0.
57
 

0.
5
4 

1 
0
 

√
 

 
√
 

 

山
西
 

孝
义
市
 

吕
梁
 

2.
79
 

1.
24
 

8 
1 

2.
93
 

2.
7
9 

1 
0
 

√
 

 
√
 

 
阳
高
市
 

大
同
 

5.
60
 

2.
49
 

17
 

2 
5.
88
 

5.
6
0 

1 
0
 

√
 

 
√
 

 
广
灵
县
 

2.
85
 

1.
27
 

6 
1 

2.
99
 

2.
8
5 

1 
0
 

√
 

 
√
 

 

内
蒙 古
 

西
乌
珠
穆

沁
旗
 

锡
林
郭
勒
 

国
家
层
面
开
展
 

巴
林
右
旗
 

赤
峰
 

27
.3
4 

12
.1
5 

54
 

6 
28
.7
1 

27
.
3
4 

1 
1
 

√
 

√
 

√
 

√
 

扎
赉
特
旗
 

兴
安
盟
 

29
.5
2 

13
.1
2 

13
7 

14
 

31
.0
0 

29
.
5
2 

1 
1
 

√
 

√
 

√
 

√
 

辽
宁
 

岫
岩
县
 

鞍
山
 

32
.7
4 

14
.5
5 

16
8 

18
 

34
.3
8 

32
.
7
4 

1 
0
 

√
 

 
√
 

 
大
石
桥
市
 

营
口
 

5.
04
 

2.
24
 

26
 

3 
5.
29
 

5.
0
4 

1 
0
 

√
 

 
√
 

 
凌
海
市
 

锦
州
 

5.
66
 

2.
52
 

22
 

2 
5.
94
 

5.
6
6 

1 
1
 

√
 

√
 

√
 

√
 

吉
林
 

桦
甸
市
 

吉
林
 

17
.7
2 

7.
87
 

88
 

9 
18
.6
0 

17
.
7
2 

1 
0
 

√
 

 
√
 

 
抚
松
县
 

白
山
 

13
.9
7 

6.
21
 

70
 

7 
14
.6
7 

13
.
9
7 

1 
0
 

√
 

 
√
 

 
延
吉
市
 

延
边
州
 

12
.8
2 

5.
70
 

63
 

7 
13
.4
6 

12
.
8
2 

1 
0
 

√
 

 
√
 

 
黑
龙 江
 

通
河
县
 

哈
尔
滨
 

4.
29
 

1.
91
 

22
 

2 
4.
51
 

4.
2
9 

1 
0
 

√
 

 
√
 

 
丰
林
县
 

伊
春
 

国
家
层
面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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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县
（
市
、

区
）
 

所
在
市

（
州
、
盟
） 

总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隐
患

排
查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森
林
和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隐
患
调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区
划
 

森
林
可
燃
物

标
准
地
专
项

调
查
及
省
级

外
业
核
查
标

准
地
数
量
 

森
林
可

燃
物
大

样
地
调

查
及
省

级
核
查

大
样
地

数
量
 

野
外
火

源
采
集

及
省
级

抽
查
检

查
面
积

（
万
公

顷
）
 

各
类
型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测
算
、
可
燃

物
危
险
性
评

估
分
析
面
积
（
万

公
顷
）
 

省
级
森
林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与

评
估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县

数
量
 

草
原
火
灾

调
查
、
检

查
、
评
估
、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穆
棱
市
 

牡
丹
江
 

6.
00
 

2.
67
 

31
 

3 
6.
30
 

6.
0
0 

1 
0
 

√
 

 
√
 

 
上
海
 

徐
汇
区
 

—
 

0.
07
 

0.
03
 

0 
0 

0.
08
 

0.
0
7 

1 
0
 

√
 

 
√
 

 

江
苏
 

金
坛
区
 

常
州
 

1.
30
 

0.
58
 

5 
1 

1.
37
 

1.
3
0 

1 
0
 

√
 

 
√
 

 
铜
山
区
 

徐
州
 

4.
50
 

2.
00
 

21
 

2 
4.
73
 

4.
5
0 

1 
0
 

√
 

 
√
 

 
兴
化
市
 

泰
州
 

1.
22
 

0.
54
 

5 
1 

1.
28
 

1.
2
2 

1 
0
 

√
 

 
√
 

 

浙
江
 

苍
南
县
 

温
州
 

6.
10
 

2.
71
 

29
 

3 
6.
41
 

6.
1
0 

1 
0
 

√
 

 
√
 

 
遂
昌
县
 

丽
水
 

21
.8
8 

9.
72
 

10
6 

11
 

22
.9
7 

21
.
8
8 

1 
0
 

√
 

 
√
 

 
临
安
区
 

杭
州
 

25
.2
0 

11
.2
0 

11
8 

12
 

26
.4
6 

25
.
2
0 

1 
0
 

√
 

 
√
 

 

安
徽
 

相
山
区
 

淮
北
 

0.
20
 

0.
09
 

1 
0 

0.
21
 

0.
2
0 

1 
0
 

√
 

 
√
 

 
霍
山
县
 

六
安
 

15
.6
7 

6.
97
 

76
 

8 
16
.4
6 

15
.
6
7 

1 
0
 

√
 

 
√
 

 
歙
县
 

黄
山
 

17
.0
8 

7.
59
 

77
 

8 
17
.9
4 

17
.
0
8 

1 
0
 

√
 

 
√
 

 

福
建
 

蒲
城
县
 

南
平
 

26
.4
4 

11
.7
5 

12
2 

13
 

27
.7
7 

26
.
4
4 

1 
0
 

√
 

 
√
 

 
同
安
区
 

厦
门
 

3.
62
 

1.
61
 

17
 

2 
3.
81
 

3.
6
2 

1 
0
 

√
 

 
√
 

 
南
安
市
 

泉
州
 

10
.3
6 

4.
60
 

51
 

5 
10
.8
7 

10
.
3
6 

1 
0
 

√
 

 
√
 

 

江
西
 

大
余
县
 

赣
州
 

9.
95
 

4.
42
 

49
 

5 
10
.4
5 

9.
9
5 

1 
0
 

√
 

 
√
 

 
兴
国
县
 

赣
州
 

24
.1
8 

10
.7
5 

11
7 

12
 

25
.3
9 

24
.
1
8 

1 
0
 

√
 

 
√
 

 
瑞
昌
市
 

九
江
 

8.
97
 

3.
99
 

33
 

3 
9.
42
 

8.
9
7 

1 
0
 

√
 

 
√
 

 

山
东
 

崂
山
区
 

青
岛
 

1.
88
 

0.
83
 

10
 

1 
1.
97
 

1.
8
8 

1 
0
 

√
 

 
√
 

 
—
 

日
照
 

12
.4
0 

5.
51
 

51
 

5 
13
.0
2 

12
.
4
0 

4 
0
 

√
 

 
√
 

 
—
 

滨
州
 

14
.7
5 

6.
55
 

67
 

7 
15
.4
9 

14
.
7
5 

7 
0
 

√
 

 
√
 

 
河
南
 

灵
宝
市
 

三
门
峡
 

18
.9
2 

8.
41
 

67
 

7 
19
.8
6 

18
.
9
2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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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县
（
市
、

区
）
 

所
在
市

（
州
、
盟
） 

总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隐
患

排
查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森
林
和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隐
患
调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区
划
 

森
林
可
燃
物

标
准
地
专
项

调
查
及
省
级

外
业
核
查
标

准
地
数
量
 

森
林
可

燃
物
大

样
地
调

查
及
省

级
核
查

大
样
地

数
量
 

野
外
火

源
采
集

及
省
级

抽
查
检

查
面
积

（
万
公

顷
）
 

各
类
型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测
算
、
可
燃

物
危
险
性
评

估
分
析
面
积
（
万

公
顷
）
 

省
级
森
林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与

评
估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县

数
量
 

草
原
火
灾

调
查
、
检

查
、
评
估
、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新
郑
市
 

郑
州
 

1.
79
 

0.
80
 

9 
1 

1.
88
 

1.
7
9 

1 
0
 

√
 

 
√
 

 
博
爱
县
 

焦
作
 

1.
45
 

0.
65
 

3 
0 

1.
52
 

1.
4
5 

1 
0
 

√
 

 
√
 

 
平
桥
区
 

信
阳
 

2.
78
 

1.
24
 

13
 

1 
2.
92
 

2.
7
8 

1 
0
 

√
 

 
√
 

 
邓
州
市
 

南
阳
 

2.
45
 

1.
09
 

7 
1 

2.
57
 

2.
4
5 

1 
0
 

√
 

 
√
 

 

湖
北
 

公
安
县
 

荆
州
 

1.
33
 

0.
59
 

6 
1 

1.
40
 

1.
3
3 

1 
0
 

√
 

 
√
 

 
夷
陵
区
 

宜
昌
 

29
.0
0 

12
.8
9 

11
2 

12
 

30
.4
5 

29
.
0
0 

1 
0
 

√
 

 
√
 

 
咸
安
区
 

咸
宁
 

7.
24
 

3.
22
 

33
 

3 
7.
60
 

7.
2
4 

1 
0
 

√
 

 
√
 

 

湖
南
 

安
化
县
 

益
阳
 

38
.4
6 

17
.0
9 

17
9 

19
 

40
.3
8 

38
.
4
6 

1 
0
 

√
 

 
√
 

 
石
门
县
 

常
德
 

27
.9
5 

12
.4
2 

11
9 

12
 

29
.3
5 

27
.
9
5 

1 
0
 

√
 

 
√
 

 
长
沙
县
 

长
沙
 

8.
30
 

3.
69
 

39
 

4 
8.
71
 

8.
3
0 

1 
0
 

√
 

 
√
 

 

广
东
 

从
化
区
 

广
州
 

13
.0
6 

5.
80
 

66
 

7 
13
.7
1 

13
.
0
6 

1 
0
 

√
 

 
√
 

 
龙
岗
区
 

深
圳
 

3.
36
 

1.
50
 

17
 

2 
3.
53
 

3.
3
6 

1 
0
 

√
 

 
√
 

 
南
澳
县
 

汕
头
 

0.
81
 

0.
36
 

4 
0 

0.
86
 

0.
8
1 

1 
0
 

√
 

 
√
 

 

广
西
 

全
州
县
 

桂
林
 

26
.8
5 

11
.9
3 

85
 

9 
28
.2
0 

26
.
8
5 

1 
0
 

√
 

 
√
 

 
东
兴
市
 

防
城
港
 

3.
12
 

1.
39
 

94
 

10
 

3.
27
 

3.
1
2 

1 
0
 

√
 

 
√
 

 
南
丹
县
 

河
池
 

27
.4
7 

12
.2
1 

16
 

2 
28
.8
5 

27
.
4
7 

1 
0
 

√
 

 
√
 

 

海
南
 

文
昌
市
 

—
 

7.
96
 

3.
54
 

41
 

4 
8.
36
 

7.
9
6 

1 
0
 

√
 

 
√
 

 
万
宁
市
 

—
 

12
.2
0 

5.
42
 

62
 

7 
12
.8
1 

12
.
2
0 

1 
0
 

√
 

 
√
 

 

重
庆
 

巴
南
区
 

—
 

8.
05
 

3.
58
 

37
 

4 
8.
46
 

8.
0
5 

1 
0
 

√
 

 
√
 

 
合
川
区
 

—
 

5.
03
 

2.
24
 

19
 

2 
5.
29
 

5.
0
3 

1 
0
 

√
 

 
√
 

 
四
川
 

芦
山
县
 

雅
安
 

10
.5
6 

4.
69
 

49
 

5 
11
.0
8 

10
.
5
6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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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县
（
市
、

区
）
 

所
在
市

（
州
、
盟
） 

总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隐
患

排
查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森
林
和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隐
患
调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区
划
 

森
林
可
燃
物

标
准
地
专
项

调
查
及
省
级

外
业
核
查
标

准
地
数
量
 

森
林
可

燃
物
大

样
地
调

查
及
省

级
核
查

大
样
地

数
量
 

野
外
火

源
采
集

及
省
级

抽
查
检

查
面
积

（
万
公

顷
）
 

各
类
型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测
算
、
可
燃

物
危
险
性
评

估
分
析
面
积
（
万

公
顷
）
 

省
级
森
林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与

评
估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县

数
量
 

草
原
火
灾

调
查
、
检

查
、
评
估
、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金
堂
县
 

成
都
 

48
.2
6 

21
.4
5 

18
 

2 
50
.6
7 

48
.
2
6 

1 
0
 

√
 

 
√
 

 
康
定
市
 

甘
孜
 

3.
40
 

1.
51
 

13
4 

14
 

3.
57
 

3.
4
0 

1 
0
 

√
 

 
√
 

 

贵
州
 

—
 

遵
义
 

16
2.
86
 

72
.3
8 

68
5 

72
 

17
1.
00
 

16
2.

8
6 

1
4 

0
 

√
 

 
√
 

 
福
泉
市
 

黔
南
州
 

9.
11
 

4.
05
 

31
 

3 
9.
57
 

9.
1
1 

1 
0
 

√
 

 
√
 

 

云
南
 

盈
江
县
 

德
宏
 

33
.6
1 

14
.9
4 

16
6 

17
 

35
.2
9 

33
.
6
1 

1 
0
 

√
 

 
√
 

 
双
柏
县
 

楚
雄
 

32
.4
4 

14
.4
2 

13
8 

14
 

34
.0
6 

32
.
4
4 

1 
0
 

√
 

 
√
 

 
建
水
县
 

红
河
 

20
.5
5 

9.
13
 

79
 

8 
21
.5
8 

20
.
5
5 

1 
0
 

√
 

 
√
 

 

西
藏
 

江
达
县
 

昌
都
 

44
.1
2 

19
.6
1 

10
5 

11
 

46
.3
3 

44
.
1
2 

1 
1
 

√
 

√
 

√
 

√
 

米
林
县
 

林
芝
 

51
.7
0 

22
.9
8 

18
0 

19
 

54
.2
9 

51
.
7
0 

1 
0
 

√
 

 
√
 

 

陕
西
 

灞
桥
区
 

西
安
 

0.
32
 

0.
14
 

2 
0 

0.
34
 

0.
3
2 

1 
0
 

√
 

 
√
 

 
神
木
县
 

榆
林
 

27
.1
6 

12
.0
7 

34
 

4 
28
.5
2 

27
.
1
6 

1 
1
 

√
 

√
 

√
 

√
 

白
河
县
 

安
康
 

11
.2
1 

4.
98
 

45
 

5 
11
.7
7 

11
.
2
1 

1 
0
 

√
 

 
√
 

 

甘
肃
 

—
 

临
夏
州
 

12
.1
5 

5.
40
 

30
 

3 
12
.7
6 

12
.
1
5 

8 
0
 

√
 

 
√
 

 
舟
曲
县
 

甘
南
 

23
.4
5 

10
.4
2 

83
 

9 
24
.6
2 

23
.
4
5 

1 
0
 

√
 

 
√
 

 
岷
县
 

定
西
 

11
.2
9 

5.
02
 

20
 

2 
11
.8
6 

11
.
2
9 

1 
0
 

√
 

 
√
 

 
文
县
 

陇
南
 

35
.4
8 

15
.7
7 

11
7 

12
 

37
.2
5 

35
.
4
8 

1 
0
 

√
 

 
√
 

 
肃
南
县
 

张
掖
 

42
.8
2 

19
.0
3 

68
 

7 
44
.9
7 

42
.
8
2 

1 
1
 

√
 

√
 

√
 

√
 

麦
积
区
 

天
水
 

60
.2
5 

26
.7
8 

14
4 

15
 

63
.2
7 

60
.
2
5 

1 
0
 

√
 

 
√
 

 
青
海
 

—
 

海
西
州
 

12
5.
37
 

55
.7
2 

10
9 

11
 

13
1.
64
 

12
5.

3
7 

6 
0
 

√
 

 
√
 

 
宁
夏
 

—
 

中
文
 

19
.1
7 

8.
52
 

22
 

2 
20
.1
3 

19
.
1
7 

3 
0
 

√
 

 
√
 

 
新
疆
 

库
车
县
 

阿
克
苏
 

22
.9
6 

10
.2
0 

47
 

5 
24
.1
0 

22
.
9
6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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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县
（
市
、

区
）
 

所
在
市

（
州
、
盟
） 

总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隐
患

排
查

林
地

面
积

（
万

公
顷
）
 

森
林
和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隐
患
调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区
划
 

森
林
可
燃
物

标
准
地
专
项

调
查
及
省
级

外
业
核
查
标

准
地
数
量
 

森
林
可

燃
物
大

样
地
调

查
及
省

级
核
查

大
样
地

数
量
 

野
外
火

源
采
集

及
省
级

抽
查
检

查
面
积

（
万
公

顷
）
 

各
类
型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测
算
、
可
燃

物
危
险
性
评

估
分
析
面
积
（
万

公
顷
）
 

省
级
森
林

火
灾
危
险

性
调
查
与

评
估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县

数
量
 

草
原
火
灾

调
查
、
检

查
、
评
估
、

数
据
质

检
、
入
库

汇
总
、
分

析
、
制
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森 林 火 灾
 

草
原

火
灾
 

巴
楚
县
 

喀
什
 

24
.0
0 

10
.6
7 

61
 

6 
25
.2
0 

24
.
0
0 

1 
0
 

√
 

 
√
 

 
乌
鲁
木
齐
 

乌
鲁
木
齐
 

8.
68
 

3.
86
 

28
 

3 
9.
11
 

8.
6
8 

1 
0
 

√
 

 
√
 

 

兵
团
 

皮
山
农
场
 

第
十
四
师
 

0.
29
 

0.
13
 

1 
0 

0.
30
 

0.
2
9 

1 
0
 

√
 

 
√
 

 
51

团
 

第
三
师
 

0.
24
 

0.
11
 

1 
0 

0.
26
 

0.
2
4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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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震部门 

86个市县（122个县级行政区）任务量见附表 9。 

附表 9  地震灾害风险普查试点任务量 

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1 北京 房山区 — 

B 1 

C 1 

D 75 

2 天津 滨海新区 — 

A 63 

B 4 

C 4 

D 110 

3 

河北 

平山县 石家庄 
C 1 

D 1 

4 涞水县 保定 
C 1 

D 1 

5 滦州市 唐山 

A 26 

B 1 

C 1 

D 23 

6 

山西 

孝义市 吕梁 
C 1 

D 1 

7 阳高市 大同 

A 64 

B 1 

C 1 

8 广灵县 大同 

A 32 

B 1 

C 1 

9 

内蒙古 

西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 
B 1 

C 1 

10 巴林右旗 赤峰 
B 1 

C 1 

11 扎赉特旗 兴安盟 
B 1 

C 1 

12 
辽宁 

岫岩县 鞍山 

A 40 

B 1 

C 1 

13 大石桥市 营口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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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B 1 

C 1 

14 凌海市 锦州 
B 1 

C 1 

15 

吉林 

桦甸市 吉林 
B 1 

C 1 

16 抚松县 白山 
B 1 

C 1 

17 延吉市 延边州 
B 1 

C 1 

18 

黑龙江 

通河县 哈尔滨 
B 1 

C 1 

19 丰林县 伊春 
B 1 

C 1 

20 穆棱市 牡丹江 
B 1 

C 1 

21 上海 徐汇区 — 
B 1 

C 1 

22 

江苏 

金坛区 常州 
B 1 

C 1 

23 铜山区 徐州 
B 1 

C 1 

24 兴化市 泰州 
B 1 

C 1 

25 

浙江 

苍南县 温州 
B 1 

C 1 

26 遂昌县 丽水 
B 1 

C 1 

27 临安区 杭州 
B 1 

C 1 

28 

安徽 

相山区 淮北 
B 1 

C 1 

29 霍山县 六安 

A 70 

B 1 

C 1 

30 歙县 黄山 
B 1 

C 1 

31 

福建 

浦城县 南平 
B 1 

C 1 

32 同安区 厦门 
B 1 

C 1 

—  63  —



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33 南安市 泉州 
B 1 

C 1 

34 

江西 

大余县 赣州 
B 1 

C 1 

35 兴国县 赣州 
B 1 

C 1 

36 瑞昌市 九江 
B 1 

C 1 

37 

山东 

崂山区 青岛 
B 1 

C 1 

38 — 日照 

A 70 

B 4 

C 8 

D（岚山区） 30  

39 — 滨州 

A 50 

B 7 

C 14 

40 

河南 

灵宝市 三门峡 

A 75 

B 1 

C 1 

41 新郑市 郑州 
B 1 

C 1 

42 博爱县 焦作 
B 1 

C 1 

43 平桥区 信阳 
B 1 

C 1 

44 邓州市 南阳 
B 1 

C 1 

45 

湖北 

公安县 荆州 
B 1 

C 1 

46 夷陵区 宜昌 
B 1 

C 1 

47 咸安区 咸宁 
B 1 

C 1 

48 

湖南 

安化县 益阳 
B 1 

C 1 

49 石门县 常德 
B 1 

C 1 

50 长沙县 长沙 
B 1 

C 1 

51 广东 从化区 广州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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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C 1 

52 龙岗区 深圳 
B 1 

C 1 

53 南澳县 汕头 
B 1 

C 1 

54 

广西 

全州县 桂林 
B 1 

C 1 

55 南丹县 河池 
B 1 

C 1 

56 东兴市 防城港 
B 1 

C 1 

57 

海南 

文昌市 — 

A 35 

B 1 

C 1 

58 万宁市 — 
B 1 

C 1 

59 

重庆 

巴南区 — 
B 1 

C 1 

60 合川区 — 
B 1 

C 1 

61 

四川 

芦山县 雅安 

A 55 

B 1 

C 1 

62 康定县 甘孜州 

A 212 

B 1 

C 1 

D 40 

63 金堂县 成都 
B 1 

C 1 

64 

贵州 

— 遵义 
B 14 

C 14 

65 福泉市 黔南州 

A 10 

B 1 

C 1 

66 

云南 

盈江县 德宏 

A 120 

B 1 

C 1 

67 双柏县 楚雄 

A 85 

B 1 

C 1 

68 建水县 红河 A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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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B 1 

C 1 

69 

西藏 

江达县 昌都 

A 85 

B 1 

C 1 

70 米林县 林芝 

A 206 

B 1 

C 1 

71 

陕西 

灞桥区 西安 

A 10 

B 1 

C 1 

72 神木县 榆林 
B 1 

C 1 

73 白河县 安康 
B 1 

C 1 

74 

甘肃 

— 临夏州 

A 85 

B 8 

C 16 

75 舟曲县 甘南 

A 113 

B 1 

C 1 

76 岷县 定西 

A 40 

B 1 

C 1 

77 文县 陇南 

A 120 

B 1 

C 1 

78 肃南县 张掖 

A 100 

B 1 

C 1 

79 麦积区 天水 

A 102 

B 1 

C 1 

80 青海 — 海西州 

A 900 

B 6 

C 12 

81 宁夏 — 中文 

A 388 

B 3 

C 6 

82 新疆 库车县 阿克苏 A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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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任务类型 任务量 

B 1 

C 1 

83 巴楚县 喀什 

A 80 

B 1 

C 1 

84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A 330 

B 1 

C 1 

85 

兵团 

皮山农场 第十四师昆玉市 

A 420 

B 1 

C 1 

86 51 团 第三师图木舒克 
B 1 

C 1 

工作任务类型说明： 
A.活动断层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单位：千米) 
B.地震构造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资料收集（单位：县级行政区个数） 
C.地震工程条件钻孔与调查（单位：钻孔数量） 
D.房屋抽样调查（单位：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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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批，共 61项，另附电子版光盘）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 000） 

自然资源

部门 

2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第 1部分:风

暴潮 

3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第 3部分:海

啸 

4  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技术导则 

5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总则 

6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滨海旅游区 

7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渔船渔港 

8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水养殖区 

9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堤 

10  
核电厂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

术规范 

生态环境

部门* 

11  
核技术利用单位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

与核查技术规范 

12  
核燃料循环设施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

与核查技术规范 

13  
研究堆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

术规范 

14  市政设施承灾体调查技术导则 
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15  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 

16  农村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导则 

17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承灾体普查技术指南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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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然灾害风险水路承灾体调查技术指南 部门 

19  暴雨洪水易发区调查技术要求 

水利部门 

20  暴雨洪水计算方法修订技术要求 

21  暴雨频率图编制技术要求 

22  中小流域洪水频率图编制技术要求 

23  江河水库防洪能力评价技术要求 

24  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25  重点水闸防洪安全重点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26  蓄滞洪区蓄洪能力评价与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27  山洪风险图及中小河流洪水淹没图编制技术要求 

28  干旱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防治区划编制技术要求 

29  年度自然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应急管理

部门 

30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31  历史重大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32  
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

范 

33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34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35  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36  
企业及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技术规范 

37  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38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39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技术规范 

40  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气象部门

* 

41  暴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2  低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3  气象干旱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4  冰雹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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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6  高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7  雷电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8  雪灾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9  森林可燃物标准地调查技术规程 

林草部门 50  森林可燃物大样地调查技术规程 

51  森林和草原野外火源调查技术规程 

52  活动断层探察 1:25万地震构造图编制 

地震部门 

53  1:5万活动断层填图 

54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 

55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及基础数据调查技术规范 

56  地震灾害隐患等级确定方法 

57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技术与数据规范 

58  全国 1:100万区域地震构造图编制技术规范 

59  海域活动断层探测技术规范 

60  机载雷达数据提取活动断层信息技术规范 

61  十年尺度强震危险源判定技术规范 
*（1）生态环境部门的 4项技术规范本次普查试点暂时未涉及具体任务。 
（2）气象部门的 9项技术规范本次暂未下发，预计 8月中旬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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