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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由文件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8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广东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省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

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宫阿都、万婧、陈清光、殷启元、包文轩、徐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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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科学界定广东省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为台风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提

供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框架，提升相关灾害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促进台风洪涝灾害

风险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根据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要求，在参考现有的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的基础上，

对内容和指标选取的方法及原则、内容与指标技术处理、前期准备等做出规定，注重普适性和兼容性，

旨在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工作中起到技术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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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 

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开展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其他行业部门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921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MZ/T 027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 

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象。 

[来源：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2.1] 

 

台风灾害 typhoon disaster 

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生成的气旋性涡旋大范围活动，伴随大风、暴雨、风暴潮、巨浪等，对人类生

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3.3）。 

[来源：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5 表1] 

 

洪涝灾害 flood disaster 

因降雨、融雪、冰凌、溃坝（堤）、风暴潮等引发江河洪水、山洪、泛滥以及渍涝等，对人类生命

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3.3）。 

[来源：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5 表1] 

 

自然灾害风险 natural disaster risk 

以自然变异为主因导致的未来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 

[来源：MZ/T 027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术语 3.3] 

 

孕灾环境 disaster form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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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与人文环境所组成的综合地球表层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的一系列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

信息与价值流动的过程—响应关系。 

[来源：MZ/T 027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术语 3.4] 

 

致灾因子 disaster causing factor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资源与环境破坏、社会系统混乱等孕灾环境中的异变因子。 

[来源：MZ/T 027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术语 3.5] 

 

承灾体 disaster bearing body 

承受灾害的对象。  

注：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物质文化环境。 

[来源：MZ/T 027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术语 3.6] 

 

灾情 disaster information 

有关灾害发生的规模、强度、次数、灾害损失及影响的情况。。 

[来源：GB/T 26376-2010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4.4] 

 

致灾因子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spatial element content and index of disaster causing factor 

台风洪涝灾害引发的洪涝可能淹没范围、洪涝可能淹没深度、洪涝淹没可能持续时间。 

 

洪涝可能淹没范围 potential inundated area by flood 

可能被洪涝淹没的自然区域，在灾情评估时用行政区、面积等要素进行表征。 

 

洪涝可能淹没深度 potential inundated depth by flood 

可能被洪涝淹没的自然区域的最大深度。 

 

洪涝淹没可能持续时间 potential inundated duration by flood 

洪涝淹没生产生活区域所持续的最长时间。 

 

孕灾环境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spatial element content and index of disaster forming 

environment 

包括地形、水系、植被等因子。 

 

承灾体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spatial element content and index of disaster bearing body 

包括各类承灾体可能损失数量、各类承灾体可能受灾面积。 

 

防灾减灾能力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spatial element content and index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apabilities 

包括应对台风洪涝灾害所造成的损害而进行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4 内容和指标选取的方法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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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为导向 

分析国家和广东省重大战略和发展规划的需求，综合考虑各个行业在规划、管理等日常业务工作中

对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需求，确定具体要求。 

以现有存档成果为基础进行拓展 

分析现有台风洪涝灾害数据内容和生产技术方法，寻找其与常态化风险评估需求之间的异同，确定

需派生、拓展或补充的内容和指标。 

适用可行 

综合考虑应急管理、气象、测绘等部门的专业特点和长期开展工作的业务化要求，相关信息的采集、

存储、分析和应用应具有可操作性。 

5 数据资料 

气象资料 

—— 各气象站点多年逐日降水数据。 

—— 多年台风灾害数据，包括台风事件发生时间、事件命名、风圈半径、中心点最大风力。 

—— 气象部门发布的评估区域内未来 24h降水量预报数据。 

水文资料 

—— 各水文站点多年水文观测数据，包括流量、流速、水位等。 

—— 湖泊、水库、河网调蓄水量及排洪能力数据，包括水利部门认可的评估区域内湖泊、水库、

河网调蓄水量及排洪能力数据。 

灾情资料 

多年台风洪涝灾害的灾情普查数据（受灾人口、受灾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等）。 

社会经济资料 

省市县统计局多年出版的统计年鉴，采用以县（区）为单元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年末总人口、耕

地面积、国民生产总值（GDP）、防洪除涝面积等数据。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或各地测绘部门发布的坡度坡向、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境界

与政区、植被与土质等空间分布数据。 

—— 数字高程模型：测绘部门发布的以规则格网点的高程值表达地面起伏的数据集。 

—— 土地利用图：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评估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6 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孕灾环境敏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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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孕灾环境因子 

从洪涝形成的背景与机理分析，孕灾环境主要考虑地形、水系、植被等因子对洪涝灾害形成的综合

影响（见附录A）。 

地形：主要包括高程和地形变化。地势越低、地形变化越小的平坦地区不利于洪水的排泄，容易形

成涝灾。 

水系：主要考虑河网密度和距离水体的远近。河网越密集，距离河流、湖泊、大型水库等越近的地

方遭受洪涝灾害的风险越大。 

植被覆盖度：指有植被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由于植被具有强烈的水土保持功能，因此，

植被覆盖度越大，表示一个地方的植被越多，洪涝灾害的风险越小。 

6.1.2 孕灾环境敏感性评估要素与指标 

地形：采用高程表示，可直接从DEM数据中提取；地形变化采用高程标准差表示，对GIS中某一格点，

计算其与周围8个格点的高程标准差获得，在1：5万GIS中采用100米×100米的网格计算地形高程标准差。

根据专家打分给出的高程和高程标准差的不同组合赋值，高程越低、高程标准差越小，影响值越大，表

示越有利于形成涝灾。子赋值表见表1。 

表1 地形因子赋值表 

地形高程（米） 
高程标准差（米） 

一级（≤1） 二级（1-10） 三级（≥10） 

一级（≤100） 0.9 0.8 0.7 

二级（100-300） 0.8 0.7 0.6 

三级（300-700） 0.7 0.5 0.5 

四级（≥700） 0.6 0.4 0.4 

 

水系：主要包括河网密度和距离水体的远近。半径范围内河流的总长度作为中心格点的河流密度，

半径大小使用系统缺省值。在1：5万GIS中采用100米×100米的网格计算河网密度。距离水体远近的影

响则用GIS中的计算缓冲区功能实现，其中河流应按照一级河流（如长江、淮河等）和二级河流（如支

流和其它河流等）、湖泊水库应按照水域面积来分别考虑，可分为一级缓冲区和二级缓冲区，给予0-1

之间适当的影响因子值，原则是一级河流和大型水体的一级缓冲区内赋值最大，二级河流和小型水体的

二级缓冲区赋值最小,表2和表3给出了参考值。河网密度和缓冲区影响经规范化处理后，各取权重0.5，

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求得水系影响指数。 

表2 湖泊和水库缓冲区等级和宽度的划分标准 

水域面积/km
2
 

缓冲区宽度/千米 

一级缓冲区 二级缓冲区 

0.1-1 0.5 1 

1-10 2 4 

10-20 3 6 

＞2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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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河流缓冲区等级和宽度的划分标准 

缓冲区宽度/千米 

一级河流 二级河流 

一级缓冲区 二级缓冲区 一级缓冲区 二级缓冲区 

8 12 6 10 

 

将地形、水系、植被覆盖度等影响指数经规范化处理后，按照各自对当地洪涝的影响程度、分别给

出相应的权重系数。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见附录C）计算得到各格点孕灾环境的敏感性指数。 

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6.2.1 致灾因子 

台风和降水致灾主要表现为风速快、雨势猛、强度大，摧毁农田水利设施，造成房屋倒塌等；累积

雨量大，使得积水难排，形成内涝；地墒饱和，下垫面对雨水的渗透力弱。因而台风洪涝灾害危险性可

用台风降水强度和台风降水频次表征。 

6.2.2 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要素与指标 

a) 临界致灾雨量的初步确定： 

1) 暴雨过程降水定义：过程降水量以连续降水日数划分为一个过程，一旦出现无降水则认为

该过程结束，并要求该过程中至少一天的降水量达到或超过 50 毫米，最后将整个过程降

水量进行累加。 

2) 统计广东省历年各气象台站 1 天、2 天、3 天、……10 天（含 10 天以上）暴雨过程降水

量。 

3) 将广东省所有台站的过程降水量作为一个序列，建立不同时间长度的 10个降水过程序列。 

4) 分别计算不同序列的第 98百分位数、第 95百分位数、第 90百分位数、第 80百分位数、

第 60百分位数的降水量值，该值即为初步确定的临界致灾雨量。利用不同百分位数将暴

雨强度分为 5 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为: 60%～80%位数对应的降水量为 1 级，80%～90%

位数为对应的降水量为 2 级，90%～95%位数对应的降水量为 3 级，95%～98%位数对应的

降水量为 4级，大于等于 98位数对应的降水量为 5级。 

b) 致灾临界指标的验证与修定： 

1) 利用本地的灾情资料进行比对。按照初步确定的各级台风暴雨灾害致灾临界指标，分别统

计 1～10 天各级台风暴雨强度发生次数，然后将不同时间长度的各级台风暴雨强度次数

相加，从而得到各级台风暴雨强度发生次数，绘制全省台风暴雨强度频次空间分布图。根

据广东省灾情资料的情况，进行单站次数或空间分布特征的对比分析，对临界致灾指标的

验证与修定。 

2) 利用土壤最大蓄水量估算方法，对区域 1级暴雨强度的临界值进行验证。首先选取研究区

域历史上前期十分干旱（久旱无雨过程中，认为土壤含水量接近 0），后期普降暴雨但未

产生洪涝灾害（蓄满未产流）的个例，计算每个降水过程雨量，然后将所有个例的降水量

平均，其均值就是土壤最大蓄水容量，将该值与 1 级暴雨强度致灾临界雨量进行对比分

析，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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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风暴雨致灾因子权重的确定。 

根据台风暴雨强度等级越高,对灾害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大的原则，确定台风暴雨致灾因子权重。

台风暴雨强度5、4、3、2、1级权重分别为5/15、4/15、3/15、2/15、1/15。 

d) 台风暴雨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加权综合评价法计算不同等级台风暴雨强度权重与将各站的不同等级台风暴雨强度发生的频

次归一化后的乘积之和。 

e) 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划。 

将各站的危险性指数作为本省分县图的致灾因子影响度属性的属性值赋给该图，然后将该图

栅格化，利用GIS中自然断点分级法（见附录D）将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按5个等级分区划分（高

危险区、次高危险区、中等危险区、次低危险区、低危险区），绘制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区划

图，并进行相应评述。 

承灾体易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6.3.1 承灾体因子分析 

台风洪涝造成的危害程度与承受台风洪涝灾害的载体有关，它造成的损失大小一般取决于发生地

的经济、人口密集程度（见附录A）。根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为单元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GDP、

年末总人口以及耕地面积）得到地均GDP、地均人口（人口密度）、耕地面积比重三个易损性评价指标。 

6.3.2 承灾体易损性评估要素与指标 

由于每个承灾体在不同地区对台风洪涝灾害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因此在计算综合承灾体的易损

性时，要考虑到承灾体分布密度（见附录B）及其权重，根据加权综合法得到综合承灾体易损性指数。

综合承灾体易损性指数求算的步骤如下： 

a) 对每个承灾体易损性评价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 

b) 根据专家打分法得到每个承灾体易损性评价指标的权重。 

c) 根据加权综合法计算综合承灾体易损性指数。 

6.3.3 综合承灾体易损性区划 

利用GIS中自然断点分级法（见附录D）将综合承载体易损性指数按5个等级分区划分（高易损性区、

次高易损性区、中等易损性区、次低易损性区、低易损性区），并基于GIS绘制综合承载体易损性指数

区划图，并进行相应评述。 

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6.4.1 防灾减灾能力因子分析 

防灾减灾能力描述为应对台风洪涝灾害所造成的损害而进行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考虑到这些措

施和工程的建设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经济支持，主要考虑了人均GDP，另外可根据当地手机数据的情况，

尽可能多的考虑到抗灾因素，例如土地旱涝保收面积、防洪面积、除涝面积等。 

6.4.2 防灾减灾能力评估要素与指标 

考虑到多个防灾减灾能力指标，按照各自对当地洪涝灾害的抵御和恢复程度，分别给出相应的权重

系数。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见附录C）计算得到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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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防灾减灾能力区划 

对防灾减灾能力指数规范化后，该指数值越小，防灾减灾能力越低。利用GIS中自然断点分级法（见

附录D）根据防灾减灾能力指数按5个等级分区划分（高防灾减灾能力区，次高防灾减灾能力区、中等防

灾减灾能力区、次低防灾减灾能力区、低防灾减灾能力区），并基于GIS绘制台风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

力区划图，并进行相应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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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台风洪涝灾害主要承灾体、灾情指标、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对应表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国家标准，土地利用采用一级、二级两个层次的分类

体系，总计12个一级分类、57个二级分类；其中一级类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

他土地等。 

根据《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第1部分：基本指标》(GB/T24438.1-2009)，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主要

估算受灾人口、损坏房屋、农作物受灾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指标，与之对应的承灾体类型、土地

利用类型和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如表A.1。 

表A.1 台风洪涝灾害主要承灾体、灾情指标、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对应表 

灾情统计指标 承灾体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社会经济统计指标 

受灾人口 人口 住宅用地 人口数量 

损坏房屋 房屋 住宅用地 房屋数量 

农作物受灾面积 农作物 耕地 主要粮食作物面积 

直接经济损失 区域经济 
耕地、园地、林地、商服用

地、工矿仓储用地 
各产业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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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承灾体分布密度计算方法 

将各个行政单元的人口、房屋、农作物和区域经济平均分布于特定的土地利用类型中，估算行政区

划单元中各地块的人口、房屋、农作物和区域经济的分布密度： 

a) 承灾体分布密度(D) 

为简化计算，假设人口、房屋、农作物和区域经济等承灾体在相关的土地利用类型中呈均质化分布，

各类承灾体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密度采用如下方法计算: 

                                                                     (B.1) 

式中： 

Di  ——特定行政单元中i类承灾体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密度； 

Lij  ——特定行政单元中与j类土地利用对应的i类承灾体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总量； 

LAj  ——特定行政区内j类土地利用的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b) 特定行政区内特定土地利用类型面积(LA) 

将行政区划图与土地利用图叠加，统计各行政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具体方法是： 

—— 采用拓扑叠加方法，将行政区划矢量图与土地利用矢量图融合生成新的矢量图层； 

—— 统计各个行政区划单元中耕地、园地、林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的面

积； 

—— 特定行政区域土地利用面积采用如下模式计算： 

                                               (B.2) 

式中： 

rj ——特定行政区内j类土地利用i地块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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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加权综合评价法 

加权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各个具体指标对评价因子的影响程度，是把各个具体指标的作用大小综

合起来，用一个数量化指标加以集中，计算公式为： 

𝑉 =∑𝑊𝑖 · 𝐷𝑖

𝑛

𝑖=1

 

式中V是评价因子的值，𝑊𝑖是指标i的权重，𝐷𝑖是指标i的规范化值，n是评价指标个数。权重𝑊𝑖的确

定可由各评价指标对所属评价因子的影响程度重要性，根据专家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讨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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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自然断点分级法 

自然断点分级法用统计公式来确定属性值的自然聚类。公式的功能就是减少同一级中的差异、增加

级间的差异。其公式为 

     𝑆𝑆𝐷𝑖−𝑗 = ∑ (𝐴[𝑘] − 𝑚𝑒𝑎𝑛𝑖−𝑗)
2𝑗

𝑘=𝑖                           (1≤i＜j≤N)   

式中,A是一个数组（数组长度为N），𝑚𝑒𝑎𝑛𝑖−𝑗每个等级中的平均值。该方法可用GIS软件自带的功

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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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广东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因特殊的地理位置，热带气旋登陆和影响十分

频繁，降雨偏多且暴雨洪涝影响期集中，每年春夏的强对流天气带来严重的暴雨

洪涝灾害，7~9 月的台风灾害是广东省最常见的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

发，自然灾害受灾面广，尤其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和经济密集分布，

外来人口迁入较多，虽防灾抗灾能力不断加强，但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灾情

和损失非常严重，且经济发展越快，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据初步统

计，1991 年-2000 年十年间，仅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 1068 亿元，每

年因干旱、洪涝、台风、风暴潮造成的农田成灾面积占比平均在 40%以上。仅在

2017 年，广东省就有 6 个台风登陆，19 场极端强降雨和洪水过程。特别是“5.7”

广州特大暴雨连续打破广州 1908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1 小时、3 小时雨量、日雨

量历史极值；8 月 23 日-9 月 3 日，强台风“天鸽”、台风“帕卡”、“玛娃”在

12 天内连续重创珠三角地区，多地潮位站出现超历史极值的风暴潮水位，珠海、

江门、中山等市重复遭受狂风、巨浪、暴潮袭击，损失较重。 

通常对台风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主要针对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进行

综合评估，涉及天上和地下的多个自然和人文要素，造成不同要素的内容表征与

指标的空间尺度差异很大，如从危险性评估的角度，对于空间大尺度的降水、气

温、风速等气象条件更为关注，而从灾情评估的角度，对于尺度更为精细的地面

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人口分布等承灾体空间分布的精确度要求更高，

因此，如何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三个方面统一明确风险评估指标，协

调各要素和指标在内容、时空尺度等之间的矛盾，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中急需

解决的难题。 

基于此形势，为规范和指导广东省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广东省安全

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等 6 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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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了广东省重点领域计划项目“多灾种耦合和灾害事件链综合监测预警关

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与示范（项目编号：2019B111104001）”，在该项目支持下，

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

标技术规定》的起草编制任务。 

2020 年 8 月 11 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批准下达 2020 年第一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

准〔2020〕463 号），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

列入广东省地方标准修订计划项目。 

2 参加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广东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省气象公共安全技术

支持中心 

3 编制过程 

2019 年 12 月，广东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等 6 家单位共同承担了广东省重点领域计划项目“多灾种耦

合和灾害事件链综合监测预警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与示范（项目编号：

2019B111104001）”，在项目考核指标中，明确了编制风险评估标准规范草案（省

级）的工作任务。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7 月，北京师范大学在明确立项申报意向后，即成

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起草负责人组织成员收集、研究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

估现状和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对台风洪涝灾害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需求，同时借

鉴其他省市有关台风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技术标准和资料，编写完成标准大纲及草

稿。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因疫情影响，采用资料检索、线上开会、现场调研等

多种形式，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对广东省台风洪涝灾害的风险防控情况开展调研分

析，根据调研的情况对标准草稿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充与完善。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列入广东省地方标准修订计划项目后，起草小组

再次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承担项目工作组讨论稿。 

2021 年 3 月 4 日，该标准起草工作组召开了该标准的工作组研究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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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会议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并于 12 月 4 日完成标准

内审稿。 

2021 年 12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该标准的内审会，标准起草小组根

据会议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并于 2022 年月 1 月 16 日完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二、编制原则 

1 按标准要求编写标准的原则 

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

的规则编写本标准。 

2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标准制定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气象法》、《防洪法》、《气象灾

害防御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公布）、《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49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办法（试行）》（粤应急规〔2019〕

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 适用性、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广东省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的基本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开展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

估工作，可作为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参考依据和技术指导文件。  

本标准中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选取基于台风洪涝灾

害风险评估行业特点，具有较强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特点。 

4 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的原则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本标准制定引用了多个已经颁布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相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包括 GB/T 28921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基础地理信息要

素分类与代码，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MZ/T 027-2011 自然灾害

风险管理基本术语，GB/T 13923-2006 QXT 170-2012 台风灾害影响评估技术规

范，DB50/T 583.1-2015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暴雨，GDPJ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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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地理国情普查内容与指标等。 

三、编制内容 

《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规定了广东省台风

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内容和指标选取的方法及原则、数据资料、台风洪涝

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等内容。 

本标准共分 6 章和 4个附录：前言；引言；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与定义；4 内容和指标选取的方法及原则；5数据资料；6 台风洪涝灾害

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附录包括：附录 A（资料性）台风洪涝灾害主要承灾体、灾情指标、土地

利用及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对应表；附录 B（规范性）承灾体分布密度计算方

法；附录 C（规范性）加权综合评价法；附录 D（规范性）自然断点分级法。 

1 范围 

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举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 15 个术语与定义。 

4 数据资料 

对气象资料、水文资料、灾情资料、社会经济资料、基础地理信息资料的内

容进行了说明。 

5 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本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孕灾环境敏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致

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承灾体易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 

“孕灾环境敏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部分指出了台风洪涝灾害形成

的孕灾环境因子，对孕灾环境敏感性评估的要素与指标进行了规定。 

“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部分指出了台风洪涝灾害形成

的致灾因子，对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的要素与指标进行了规定。 

“承灾体易损性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部分指出了台风洪涝灾害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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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灾体因子，对承灾体易损性评估的要素与指标进行了规定。 

“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部分指出了台风洪涝灾害形成的

防灾减灾能力因子，对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的要素与指标进行了规定。 

附录 A 给出了台风洪涝灾害主要承灾体、灾情指标、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

统计指标对应表；附录 B 给出了承灾体分布密度计算方法；附录 C 给出了加权

综合评价法；附录 D 给出了自然断点分级法。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旨在贯彻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公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

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49 号）、《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发[2018]1

号）、《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7—2020 年）

的通知》（粤减灾委发[2017]2 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办法（试行）》（粤应急规[2019]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台风洪涝

灾害风险评估与风险管控的要求。 

本标准符合现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分歧意见。 

六、本标准的先进性和特色性说明 

广东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台风灾害是广东省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因特殊

的地理位置，热带气旋登陆和影响十分频繁，降雨偏多且暴雨洪涝影响期集中，

每年春夏的强对流天气带来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为进一步科学界定广东省台风

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为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提供科学合

理的评估指标，促进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先进性和特色性如下： 

（1）本标准基于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理论编制。本标准关键点在于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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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选择，直接决定了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相关空

间要素内容与指标选取及其计算，本标准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从孕灾环境敏

感性、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易损性、防灾减灾能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风险评

估，具有理论先进性。 

（2）本标准重点针对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符合广东省业务实际。台风洪

涝灾害是广东省最常见的自然灾害，本标准综合考虑了台风-暴雨-洪涝复杂灾害

过程中不同要素的内容表征与指标的空间尺度差异，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

灾体等不同方面统一明确风险评估的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填补了广东省台风洪

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空白，具有鲜明的广东省地方特色，可为广东省台风洪涝灾害

的风险评估和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3）经了解和查询，国内暂无同类标准类文件。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台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空间要素内容与指标技术规定》起草小组 

                        2022 年 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