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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则

  1.1  编制⽬的

  建⽴健全⽓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象灾害防范、处置能⼒，最⼤限度地减轻或

者避免⽓象灾害造成⼈员伤亡、财产损失，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1.2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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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华⼈⺠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共和国⽓象法》、《中华⼈⺠

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共和国防洪法》、《⼈⼯影响天⽓管理条例》、《中华

⼈⺠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共和国抗旱条例》、《森林防⽕条例》、《草原防⽕

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件，制定本预案。

  1.3  适⽤范围

  本预案适⽤于我国范围内台⻛、暴⾬（雪）、寒潮、⼤⻛（沙尘暴）、低温、⾼温、

⼲旱、雷电、冰雹、霜冻、冰冻、⼤雾、霾等⽓象灾害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因⽓象因素引发⽔旱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灾等其他灾害的处置，

适⽤有关应急预案的规定。

  1.4  ⼯作原则

  以⼈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群众的⽣命财产安全作为⾸要任务和应急处置⼯作

的出发点，全⾯加强应对⽓象灾害的体系建设，最⼤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预防为主、科学⾼效。实⾏⼯程性和⾮⼯程性措施相结合，提⾼⽓象灾害监测预警能

⼒和防御标准。充分利⽤现代科技⼿段，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提⾼应急处置能⼒。

  依法规范、协调有序。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责，做好⽓象灾害的防范应对⼯作。加

强各地区、各部⻔的信息沟通，做到资源共享，并建⽴协调配合机制，使⽓象灾害应对⼯

作更加规范有序、运转协调。

  分级管理、属地为主。根据灾害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对⽓象灾害实施分级

管理。灾害发⽣地⼈⺠政府负责本地区⽓象灾害的应急处置⼯作。

  2  组织体系

  2.1  国家应急指挥机制

  发⽣跨省级⾏政区域⼤范围的⽓象灾害，并造成较⼤危害时，由国务院决定启动相应

的国家应急指挥机制，统⼀领导和指挥⽓象灾害及其次⽣、衍⽣灾害的应急处置⼯作：

  ——台⻛、暴⾬、⼲旱引发江河洪⽔、⼭洪灾害、渍涝灾害、台⻛暴潮、⼲旱灾害等

⽔旱灾害，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应对⼯作。

  ——暴雪、冰冻、低温、寒潮，严重影响交通、电⼒、能源等正常运⾏，由国家发展

改⾰委启动煤电油⽓运保障⼯作部际协调机制；严重影响通信、重要⼯业品保障、农牧业

⽣产、城市运⾏等⽅⾯，由相关职能部⻔负责协调处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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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灾害的防范和救助⼯作由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按照职能分

⼯负责。

  ——⽓象灾害受灾群众⽣活救助⼯作，由国家减灾委组织实施。

  2.2  地⽅应急指挥机制

  对上述各种灾害，地⽅各级⼈⺠政府要先期启动相应的应急指挥机制或建⽴应急指挥

机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组织做好应对⼯作。国务院有关部⻔进⾏指导。

  ⾼温、沙尘暴、雷电、⼤⻛、霜冻、⼤雾、霾等灾害由地⽅⼈⺠政府启动相应的应急

指挥机制或建⽴应急指挥机制负责处置⼯作，国务院有关部⻔进⾏指导。

  3 监测预警

  3.l  监测预报

  3.1.1  监测预报体系建设

  各有关部⻔要按照职责分⼯加快新⼀代天⽓雷达系统、⽓象卫星⼯程、⽔⽂监测预报

等建设，优化加密观测⽹站，完善国家与地⽅监测⽹络，提⾼对⽓象灾害及其次⽣、衍⽣

灾害的综合监测能⼒。建⽴和完善⽓象灾害预测预报体系，加强对灾害性天⽓事件的会商

分析，做好灾害性、关键性、转折性重⼤天⽓预报和趋势预测。

  3.1.2  信息共享

  ⽓象部⻔及时发布⽓象灾害监测预报信息，并与公安、⺠政、环保、国⼟资源、交通

运输、铁道、⽔利、农业、卫⽣、安全监管、林业、电⼒监管、海洋等相关部⻔建⽴相应

的⽓象及⽓象次⽣、衍⽣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动机制，实现相关灾情、险情等信息的实时

共享。

  3.1.3  灾害普查

  ⽓象部⻔建⽴以社区、村镇为基础的⽓象灾害调查收集⽹络，组织⽓象灾害普查、⻛

险评估和⻛险区划⼯作，编制⽓象灾害防御规划。

  3.2预警信息发布

  3.2.1  发布制度

  ⽓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遵循“归⼝管理、统⼀发布、快速传播”原则。⽓象灾害预警信

息由⽓象部⻔负责制作并按预警级别分级发布，其他任何组织、个⼈不得制作和向社会发

布⽓象灾害预警信息。

  3.2.2  发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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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部⻔根据对各类⽓象灾害的发展态势，综合预评估分析确定预警级别。预警级别

分为Ⅰ级（特别重⼤）、Ⅱ级（重⼤）、Ⅲ级（较⼤）、Ⅳ级（⼀般），分别⽤红、橙、

⻩、蓝四种颜⾊标⽰，I级为最⾼级别，具体分级标准⻅附则。

  ⽓象灾害预警信息内容包括⽓象灾害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

警⽰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2.3  发布途径

  建⽴和完善公共媒体、国家应急⼴播系统、卫星专⽤⼴播系统、⽆线电数据系统、专

⽤海洋⽓象⼴播短波电台、移动通信群发系统、⽆线电数据系统、中国⽓象频道等多种⼿

段互补的⽓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象灾害预警信息。同时，通过国家应急⼴播

和⼴播、电视、报刊、互联⽹、⼿机短信、电⼦显⽰屏、有线⼴播等相关媒体以及⼀切可

能的传播⼿段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象灾害预警信息。涉及可能引发次⽣、衍⽣灾害的预

警信息通过有关信息共享平台向相关部⻔发布。

  地⽅各级⼈⺠政府要在学校、机场、港⼝、⻋站、旅游景点等⼈员密集公共场所，⾼

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道路和易受⽓象灾害影响的桥梁、涵洞、弯道、坡路等重点路

段，以及农牧区、⼭区等建⽴起畅通、有效的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渠道，扩⼤预警信息覆

盖⾯。对⽼、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

性的公告⽅式。

  ⽓象部⻔组织实施⼈⼯影响天⽓作业前，要及时通知相关地⽅和部⻔，并根据具体情

况提前公告。

  3.3  预警准备

  各地区、各部⻔要认真研究⽓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天⽓变化及灾害发展趋

势，有关责任⼈员应⽴即上岗到位，组织⼒量深⼊分析、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尤

其是对本地区、本部⻔⻛险隐患的影响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控制措施，落实抢险

队伍和物资，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作。

  3.4  预警知识宣传教育

  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应做好预警信息的宣传教育⼯作，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增强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救、互救能⼒。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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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按职责收集和提供⽓象灾害发⽣、发展、损失以及防御等情况，及时向当地

⼈⺠政府或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各地区、各部⻔要按照有关规定逐级向上报告，特

别重⼤、重⼤突发事件信息，要向国务院报告。

  4.2  响应启动

  按⽓象灾害程度和范围，及其引发的次⽣、衍⽣灾害类别，有关部⻔按照其职责和预

案启动响应。

  当同时发⽣两种以上⽓象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最⾼预警级别灾种启

动应急响应。当同时发⽣两种以上⽓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造成损

失和影响时，根据不同程度的损失和影响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4.3分部⻔响应

  当⽓象灾害造成群体性⼈员伤亡或可能导致突发公共卫⽣事件时，卫⽣部⻔启动《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救援应急预案》和《全国⾃然灾害卫⽣应急预案》。当⽓象灾害

造成地质灾害时，国⼟资源部⻔启动《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当⽓象灾害造成重

⼤环境事件时，环境保护部⻔启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当⽓象灾害造成海上

船舶险情及船舶溢油污染时，交通运输部⻔启动《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和“中国海上

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当⽓象灾害引发⽔旱灾害时，防汛抗旱部⻔启动《国家防汛抗旱应

急预案》。当⽓象灾害引发城市洪涝时，⽔利、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当

⽓象灾害造成涉及农业⽣产事件时，农业部⻔启动《农业重⼤⾃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或《渔业船舶⽔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当⽓象灾害引发森林草原⽕灾时，林

业、农业部⻔启动《国家处置重、特⼤森林⽕灾应急预案》和《草原⽕灾应急预案》。当

发⽣沙尘暴灾害时，林业部⻔启动《重⼤沙尘暴灾害应急预案》。当⽓象灾害引发海洋灾

害时，海洋部⻔启动《⻛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当⽓象灾害引发⽣产

安全事故时，安全监管部⻔启动相关⽣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当⽓象灾害造成煤电油⽓运

保障⼯作出现重⼤突发问题时，国家发展改⾰委启动煤电油⽓运保障⼯作部际协调机制。

当⽓象灾害造成重要⼯业品保障出现重⼤突发问题时，⼯业和信息化部启动相关应急预

案。当⽓象灾害造成严重损失，需进⾏紧急⽣活救助时，⺠政部⻔启动《国家⾃然灾害救

助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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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改⾰、公安、⺠政、⼯业和信息化、财政、交通运输、铁道、⽔利、商务、电⼒

监管等有关部⻔按照相关预案，做好⽓象灾害应急防御和保障⼯作。新闻宣传、外交、教

育、科技、住房城乡建设、⼴电、旅游、法制、保险监管等部⻔做好相关⾏业领域协调、

配合⼯作。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部队以及⺠兵预备役、地⽅群众抢险队伍等，要

协助地⽅⼈⺠政府做好抢险救援⼯作。

  ⽓象部⻔进⼊应急响应状态，加强天⽓监测、组织专题会商，根据灾害性天⽓发⽣发

展情况随时更新预报预警并及时通报相关部⻔和单位，依据各地区、各部⻔的需求，提供

专⻔⽓象应急保障服务。

  国务院应急办要认真履⾏职责，切实做好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分析研判、综合协调

等各项⼯作，发挥运转枢纽作⽤。

  4.4  分灾种响应

  当启动应急响应后，各有关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针对不同⽓象灾

害种类及其影响程度，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和⾏动。新闻媒体按要求随时播报⽓象灾害预警

信息及应急处置相关措施。

  4.4.1  台⻛、⼤⻛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台⻛、⼤⻛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

报时段密度。

  海洋部⻔密切关注管辖海域⻛暴潮和海浪发⽣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防汛部⻔根据⻛灾⻛险评估结果和预报的⻛⼒情况，与地⽅⼈⺠政府共同做好危险地

带和防⻛能⼒不⾜的危房内居⺠的转移，安排其到安全避⻛场所避⻛。

  ⺠政部⻔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提供基本⽣活救助。

  住房城乡建设部⻔采取措施，巡查、加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督促有关单位加固⻔

窗、围板、棚架、临时建筑物等，必要时可强⾏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露天⼴告牌等设施。

  交通运输、农业部⻔督促指导港⼝、码头加固有关设施，督促所有船舶到安全场所避

⻛，防⽌船只⾛锚造成碰撞和搁浅；督促运营单位暂停运营、妥善安置滞留旅客。

  教育部⻔根据防御指引、提⽰，通知幼⼉园、托⼉所、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做好停

课准备；避免在突发⼤⻛时段上学放学。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通知⾼空、⽔上等⼾外作业单位做好防⻛准备，必要

时采取停⽌作业措施，安排⼈员到安全避⻛场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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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部⻔做好航空器转场，重要设施设备防护、加固，做好运⾏计划调整和旅客安抚

安置⼯作。

  电⼒部⻔加强电⼒设施检查和电⽹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农业部⻔根据不同⻛⼒情况发出预警通知，指导农业⽣产单位、农⼾和畜牧⽔产养殖

⼾采取防⻛措施，减轻灾害损失；农业、林业部⻔密切关注⼤⻛等⾼⽕险天⽓形势，会同

⽓象部⻔做好森林草原⽕险预报预警，指导开展⽕灾扑救⼯作。

  各单位加强本责任区内检查，尽量避免或停⽌露天集体活动；居⺠委员会、村镇、⼩

区、物业等部⻔及时通知居⺠妥善安置易受⼤⻛影响的室外物品。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灾害发⽣后，⺠政、防汛、⽓象等部⻔按照有关规定进⾏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

估⼯作。

  4.4.2  暴⾬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时段

密度。

  防汛部⻔进⼊相应应急响应状态，组织开展洪⽔调度、堤防⽔库⼯程巡护查险、防汛

抢险及灾害救助⼯作；会同地⽅⼈⺠政府组织转移危险地带以及居住在危房内的居⺠到安

全场所避险。

  ⺠政部⻔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提供基本⽣活救助。

  教育部⻔根据防御指引、提⽰，通知幼⼉园、托⼉所、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做好停

课准备。 

电⼒部⻔加强电⼒设施检查和电⽹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公安、交通运输部⻔对积⽔地区实⾏交通引导或管制。

  ⺠航部⻔做好重要设施设备防洪防渍⼯作。

  农业部⻔针对农业⽣产做好监测预警、落实防御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

产。

  施⼯单位必要时暂停在空旷地⽅的⼾外作业。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灾害发⽣后，⺠政、防汛、⽓象等部⻔按照有关规定进⾏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

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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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暴雪、低温、冰冻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低温、雪灾、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

引，适时加⼤预报时段密度。

  海洋部⻔密切关注渤海、⻩海的海冰发⽣发展动态，及时发布海冰灾害预警信息。

  公安部⻔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注意指挥、疏导⾏驶⻋辆；必要时，关闭易发⽣交通事

故的结冰路段。

  电⼒部⻔注意电⼒调配及相关措施落实，加强电⼒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故

障；做好电⼒设施设备覆冰应急处置⼯作。

  交通运输部⻔提醒做好⻋辆防冻措施，提醒⾼速公路、⾼架道路⻋辆减速；会同有关

部⻔根据积雪情况，及时组织⼒量或采取措施做好道路清扫和积雪融化⼯作。

  ⺠航部⻔做好机场除冰扫雪，航空器除冰，保障运⾏安全，做好运⾏计划调整和旅客

安抚、安置⼯作，必要时关闭机场。

  住房城乡建设、⽔利等部⻔做好供⽔系统等防冻措施。

  卫⽣部⻔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服务正常开展，并组织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卫⽣防病

⼯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加强危房检查，会同有关部⻔及时动员或组织撤离可能因雪压倒塌

的房屋内的⼈员。

  ⺠政部⻔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为受灾群众和公路、铁路等滞留⼈员提供

基本⽣活救助。

  农业部⻔组织对农作物、畜牧业、⽔产养殖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灾害发⽣后，⺠政、⽓象等部⻔按照有关规定进⾏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作。

  4.4.4  寒潮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寒潮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时段

密度；了解寒潮影响，进⾏综合分析和评估⼯作。

  海洋部⻔密切关注管辖海域⻛暴潮、海浪和海冰发⽣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政部⻔采取防寒救助措施，开放避寒场所；实施应急防寒保障，特别对贫困⼾、流

浪⼈员等应采取紧急防寒防冻应对措施。

  住房城乡建设、林业等部⻔对树⽊、花卉等采取防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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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林业部⻔指导果农、菜农和畜牧⽔产养殖⼾采取⼀定的防寒和防⻛措施，做好

牲畜、家禽和⽔⽣动物的防寒保暖⼯作。

  卫⽣部⻔采取措施，加强低温寒潮相关疾病防御知识宣传教育，并组织做好医疗救治

⼯作。

  交通运输部⻔采取措施，提醒海上作业的船舶和⼈员做好防御⼯作，加强海上船舶航

⾏安全监管。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4.4.5  沙尘暴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沙尘暴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时

段密度；了解沙尘影响，进⾏综合分析和评估⼯作。

  农业部⻔指导农牧业⽣产⾃救，采取应急措施帮助受沙尘影响的灾区恢复农牧业⽣

产。

  环境保护部⻔加强对沙尘暴发⽣时⼤⽓环境质量状况监测，为灾害应急提供服务。

  交通运输、⺠航、铁道部⻔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沙尘暴天⽓状况下的运输安全。

  ⺠政部⻔采取应急措施，做好救灾⼈员和物资准备。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4.4.6 ⾼温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温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时段

密度；了解⾼温影响，进⾏综合分析和评估⼯作。

  电⼒部⻔注意⾼温期间的电⼒调配及相关措施落实，保证居⺠和重要电⼒⽤⼾⽤电，

根据⾼温期间电⼒安全⽣产情况和电⼒供需情况，制订拉闸限电⽅案，必要时依据⽅案执

⾏拉闸限电措施；加强电⼒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故障。

  住房城乡建设、⽔利等部⻔做好⽤⽔安排，协调上游⽔源，保证群众⽣活⽣产⽤⽔。

  建筑、⼾外施⼯单位做好⼾外和⾼温作业⼈员的防暑⼯作，必要时调整作息时间，或

采取停⽌作业措施。

  公安部⻔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提醒⻋辆减速，防⽌因⾼温产⽣爆胎等事故。

  卫⽣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温中暑事件。

  农业、林业部⻔指导紧急预防⾼温对农、林、畜牧、⽔产养殖业的影响。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2023/3/7 下午3:18 国家⽓象灾害应急预案-中国⽓象局政府⻔⼾⽹站

https://www.cma.gov.cn/2011zwxx/2011zflfg/2011zxzfg/202111/t20211102_4122255.html 11/19

  4.4.7 ⼲旱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旱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时段密

度；了解⼲旱影响，进⾏综合分析；适时组织⼈⼯影响天⽓作业，减轻⼲旱影响。

  农业、林业部⻔指导农牧⼾、林业⽣产单位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减轻⼲旱影响；加

强监控，做好森林草原⽕灾预防和扑救准备⼯作。

  ⽔利部⻔加强旱情、墒情监测分析，合理调度⽔源，组织实施抗旱减灾等⽅⾯的⼯

作。

  卫⽣部⻔采取措施，防范和应对旱灾导致的⻝品和饮⽤⽔卫⽣安全问题所引发的突发

公共卫⽣事件。

  ⺠政部⻔采取应急措施，做好救灾⼈员和物资准备，并负责因旱缺⽔缺粮群众的基本

⽣活救助。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4.4.8 雷电、冰雹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雷⾬⼤⻛、冰雹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

⼤预报时段密度；灾害发⽣后，有关防雷技术⼈员及时赶赴现场，做好雷击灾情的应急处

置、分析评估⼯作，并为其他部⻔处置雷电灾害提供技术指导。

  住房城乡建设部⻔提醒、督促施⼯单位必要时暂停⼾外作业。

  电⼒部⻔加强电⼒设施检查和电⽹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航部⻔做好雷电防护，保障运⾏安全，做好运⾏计划调整和旅客安抚安置⼯作。

  农业部⻔针对农业⽣产做好监测预警、落实防御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

产。

  各单位加强本责任范围内检查，停⽌集体露天活动；居⺠委员会、村镇、⼩区、物业

等部⻔提醒居⺠尽量减少⼾外活动和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减少使⽤电器。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4.4.9 ⼤雾、霾

  ⽓象部⻔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雾和霾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预报

时段密度；了解⼤雾、霾的影响，进⾏综合分析和评估⼯作。

  电⼒部⻔加强电⽹运营监控，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发⽣设备污闪故障，及时消除和减轻

因设备污闪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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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加强对⻋辆的指挥和疏导，维持道路交通秩序。

  交通运输部⻔及时发布雾航安全通知，加强海上船舶航⾏安全监管。

  ⺠航部⻔做好运⾏安全保障、运⾏计划调整和旅客安抚安置⼯作。

  相关应急处置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案。

  4.5 现场处置

  ⽓象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由灾害发⽣地⼈⺠政府或相应应急指挥机构统⼀组织，各部⻔

依职责参与应急处置⼯作。包括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和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

员，及时上报灾情和⼈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的⾏动，查明

并及时组织⼒量消除次⽣、衍⽣灾害，组织公共设施的抢修和援助物资的接收与分配。

  4.6 社会⼒量动员与参与

  ⽓象灾害事发地的各级⼈⺠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可根据⽓象灾害事件的性质、危害程

度和范围，⼴泛调动社会⼒量积极参与⽓象灾害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

⽤、调⽤⻋辆、物资、⼈员等。

  ⽓象灾害事件发⽣后，灾区的各级⼈⺠政府或相应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量抢救

⼈员，组织基层单位和⼈员开展⾃救和互救；邻近的省（区、市）、市（地、州、盟）⼈

⺠政府根据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量，对灾区提供救助。

  ⿎励⾃然⼈、法⼈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按照《中华⼈⺠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捐赠和援助。审计监察部⻔对捐赠资⾦与物资的使⽤情

况进⾏审计和监督。

  4.7  信息公布

  ⽓象灾害的信息公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灾情公布由有关部⻔按规定办

理。

  信息公布形式主要包括权威发布、提供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新闻

发布会等。

  信息公布内容主要包括⽓象灾害种类及其次⽣、衍⽣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因灾伤亡⼈

员、经济损失、救援情况等。

  4.8 应急终⽌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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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灾害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灾害影响不再扩⼤或已减轻，⽓象部⻔发

布灾害预警降低或解除信息，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或部⻔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响应。

国家应急指挥机制终⽌响应须经国务院同意。

  5 恢复与重建

  5.1 制订规划和组织实施

  受灾地区县级以上⼈⺠政府组织有关部⻔制订恢复重建计划，尽快组织修复被破坏的

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及交通运输、⽔利、电⼒、通信、供排⽔、供⽓、输油、⼴播电视

等基础设施，使受灾地区早⽇恢复正常的⽣产⽣活秩序。

  发⽣特别重⼤灾害，超出事发地⼈⺠政府恢复重建能⼒的，为⽀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积

极开展⽣产⾃救、重建家园，国家制订恢复重建规划，出台相关扶持优惠政策，中央财政

给予⽀持；同时，依据⽀援⽅经济能⼒和受援⽅灾害程度，建⽴地区之间对⼝⽀援机制，

为受灾地区提供⼈⼒、物⼒、财⼒、智⼒等各种形式的⽀援。积极⿎励和引导社会各⽅⾯

⼒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作。

  5.2 调查评估

  灾害发⽣地⼈⺠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对⽓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及⽓象

灾害的起因、性质、影响等问题进⾏调查、评估与总结，分析⽓象灾害应对处置⼯作经验

教训，提出改进措施。灾情核定由各级⺠政部⻔会同有关部⻔开展。灾害结束后，灾害发

⽣地⼈⺠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应将调查评估结果与应急⼯作情况报送上级⼈⺠政府。特别

重⼤灾害的调查评估结果与应急⼯作情况应逐级报⾄国务院。

  5.3 征⽤补偿

  ⽓象灾害应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政府应及时归还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的房

屋、运输⼯具、通信设备等；造成损坏或⽆法归还的，应按有关规定采取适当⽅式给予补

偿或做其他处理。

  5.4 灾害保险

  ⿎励公⺠积极参加⽓象灾害事故保险。保险机构应当根据灾情，主动办理受灾⼈员和

财产的保险理赔事项。保险监管机构依法做好灾区有关保险理赔和给付的监管。

  6 应急保障

  以公⽤通信⽹为主体，建⽴跨部⻔、跨地区⽓象灾害应急通信保障系统。灾区通信管

理部⻔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遭破坏的通信线路和设施，确保灾区通信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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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铁路、⺠航部⻔应当完善抢险救灾、灾区群众安全转移所需⻋辆、⽕⻋、

船舶、⻜机的调配⽅案，确保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畅通。

  ⼯业和信息化部⻔应会同相关部⻔做好抢险救灾需要的救援装备、医药和防护⽤品等

重要⼯业品保障⽅案。

  ⺠政部⻔加强⽣活类救灾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采购、调运机制。

  公安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做好灾区治安管理和救助、服务群众等⼯作。

  农业部⻔做好救灾备荒种⼦储备、调运⼯作，会同相关部⻔做好农业救灾物资、⽣产

资料的储备、调剂和调运⼯作。地⽅各级⼈⺠政府及其防灾减灾部⻔应按规范储备重⼤⽓

象灾害抢险物资，并做好⽣产流程和⽣产能⼒储备的有关⼯作。

  中央财政对达到《国家⾃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响应等级的灾害，根据灾

情及中央⾃然灾害救助标准，给予相应⽀持。

  7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与解释。

  预案实施后，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职责或应急⼯作

发⽣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和出现新情况，国务院应急办应适时组织有关部

⻔和专家进⾏评估，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县级以上地⽅⼈⺠政府及其有关部⻔要根据本预案，制订本地区、本部⻔⽓象灾害应

急预案。

  本预案⾃印发之⽇起实施。

  8 附则

  8.1 ⽓象灾害预警标准

  8.1.1 Ⅰ级预警

  (1)台⻛：预计未来48⼩时将有强台⻛、超强台⻛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2)暴⾬：过去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特⼤暴⾬天⽓，预计未来24

⼩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天⽓。

  (3)暴雪：过去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暴雪天⽓，预计未来24⼩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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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旱：5个以上省（区、市）⼤部地区达到⽓象⼲旱重旱等级，且⾄少2个省(区、

市)部分地区或两个⼤城市出现⽓象⼲旱特旱等级，预计⼲旱天⽓或⼲旱范围进⼀步发

展。

  （5）各种灾害性天⽓已对群众⽣产⽣活造成特别重⼤损失和影响，超出本省(区、市)

处置能⼒，需要由国务院组织处置的，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Ⅱ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

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1.2  Ⅱ级预警

  (1)台⻛：预计未来48⼩时将有台⻛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2)暴⾬：过去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暴⾬天⽓，预计未来24⼩

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天⽓；或者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

现特⼤暴⾬天⽓。

  (3)暴雪：过去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暴雪天⽓，预计未来24⼩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雪天⽓；或者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

15毫⽶以上暴雪天⽓。

  (4)⼲旱：3〜5个省（区、市）⼤部地区达到⽓象⼲旱重旱等级，且⾄少1个省(区、

市)部分地区或1个⼤城市出现⽓象⼲旱特旱等级，预计⼲旱天⽓或⼲旱范围进⼀步发展。

  (5)冰冻：过去48⼩时3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冰冻天⽓，预计未来24⼩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冰冻天⽓。

  (6)寒潮：预计未来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温⼤幅下降并伴有6级及以上⼤⻛，

最低⽓温降⾄2摄⽒度以下。

  (7)海上⼤⻛：预计未来48⼩时我国海区将出现平均⻛⼒达11级及以上⼤⻛天⽓。

  (8)⾼温：过去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出现最⾼⽓温达37摄⽒度，且有成⽚40摄

⽒度及以上⾼温天⽓，预计未来48⼩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37摄⽒度及以上⾼温天⽓。

  (9)灾害性天⽓已对群众⽣产⽣活造成重⼤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Ⅲ级响

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1.3 Ⅲ级预警

  (1)台⻛：预计未来48⼩时将有强热带⻛暴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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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暴⾬：过去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暴⾬天⽓，预计未来24⼩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天⽓；或者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

⼤暴⾬天⽓，且南⽅有成⽚或北⽅有分散的特⼤暴⾬。

  (3)暴雪：过去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出现⼤雪天⽓，预计未来24⼩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雪天⽓；或者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

暴雪天⽓。

  (4)⼲旱：2个省(区、市)⼤部地区达到⽓象⼲旱重旱等级，预计⼲旱天⽓或⼲旱范围

进⼀步发展。

  (5)寒潮：预计未来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温明显下降并伴有5级及以上⼤⻛，

最低⽓温降⾄4摄⽒度以下。

  (6)海上⼤⻛：预计未来48⼩时我国海区将出现平均⻛⼒达9〜10级⼤⻛天⽓。

  (7)冰冻：预计未来48⼩时3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冰冻天⽓。

  (8)低温：过去72⼩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出现较常年同期异常偏低的持续低温天

⽓，预计未来48⼩时上述地区⽓温持续偏低。

  (9)⾼温：过去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最⾼⽓温达37摄⽒度，预计未来48⼩时上

述地区仍将出现37摄⽒度及以上⾼温天⽓。

  (10)沙尘暴：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将出现强沙尘暴天⽓。

  (11)⼤雾：预计未来24⼩时3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浓雾天⽓。

  (12)各种灾害性天⽓已对群众⽣产⽣活造成较⼤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

Ⅳ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1.4 Ⅳ级预警

  (1)台⻛：预计未来48⼩时将有热带⻛暴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2)暴⾬：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暴⾬天⽓，且南⽅有

成⽚或北⽅有分散的⼤暴⾬。

  (3)暴雪：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雪天⽓，且有成⽚

暴雪。

  (4)寒潮：预计未来48⼩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将出现较明显⼤⻛降温天⽓。

  (5)低温：过去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出现较常年同期异常偏低的持续低温天

⽓，预计未来48⼩时上述地区⽓温持续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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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温：预计未来48⼩时4个及以上省(区、市）将出现35摄⽒度及以上，且有成⽚

37摄⽒度及以上⾼温天⽓。

  (7)沙尘暴：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将出现沙尘暴天⽓。

  (8)⼤雾：预计未来24⼩时3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雾天⽓。

  (9)霾：预计未来24⼩时3个及以上省(区、市)⼤部地区将出现霾天⽓。

  (10)霜冻：预计未来24⼩时2个及以上省(区、市）将出现霜冻天⽓。

  (11)各种灾害性天⽓已对群众⽣产⽣活造成⼀定损失和影响。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种灾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业造成影响程度差异较⼤，各地

区、各有关部⻔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以上标准在充分评估基础上，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

灾害预警。

  8.1.5多种灾害预警

  当同时发⽣两种以上⽓象灾害且分别达到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各⾃预警级别分别预

警。当同时发⽣两种以上⽓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造成⼀定影响

时，视情进⾏预警。

  8.2名词术语

  台⻛是指⽣成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旋系统，其带来的⼤⻛、暴⾬等灾害

性天⽓常引发洪涝、⻛暴潮、滑坡、泥⽯流等灾害。

  暴⾬⼀般指24⼩时内累积降⽔量达50毫⽶或以上，或12⼩时内累积降⽔量达30毫⽶

或以上的降⽔，会引发洪涝、滑坡、泥⽯流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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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雪⼀般指24⼩时内累积降⽔量达10毫⽶或以上，或12⼩时内累积降⽔量达6毫⽶或

以上的固态降⽔，会对农牧业、交通、电⼒、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寒潮是指强冷空⽓的突发性侵袭活动，其带来的⼤⻛、降温等天⽓现象，会对农牧

业、交通、⼈体健康、能源供应等造成危害。

  ⼤⻛是指平均⻛⼒⼤于6级、阵⻛⻛⼒⼤于7级的⻛，会对农业、交通、⽔上作业、建

筑设施、施⼯作业等造成危害。

  沙尘暴是指地⾯尘沙吹起造成⽔平能⻅度显著降低的天⽓现象，会对农牧业、交通、

环境、⼈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低温是指⽓温较常年异常偏低的天⽓现象，会对农牧业、能源供应、⼈体健康等造成

危害。

  ⾼温是指⽇最⾼⽓温在35摄⽒度以上的天⽓现象，会对农牧业、电⼒、⼈体健康等造

成危害。

  ⼲旱是指⻓期⽆⾬或少⾬导致⼟壤和空⽓⼲燥的天⽓现象，会对农牧业、林业、⽔利

以及⼈畜饮⽔等造成危害。

  雷电是指发展旺盛的积⾬云中伴有闪电和雷鸣的放电现象，会对⼈⾝安全、建筑、电

⼒和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冰雹是指由冰晶组成的固态降⽔，会对农业、⼈⾝安全、室外设施等造成危害。

  霜冻是指地⾯温度降到零摄⽒度或以下导致植物损伤的灾害。

  冰冻是指⾬、雪、雾在物体上冻结成冰的天⽓现象，会对农牧业、林业、交通和电

⼒、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雾是指空⽓中悬浮的微⼩⽔滴或冰晶使能⻅度显著降低的天⽓现象，会对交通、电

⼒、⼈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霾是指空⽓中悬浮的微⼩尘粒、烟粒或盐粒使能⻅度显著降低的天⽓现象，会对交

通、环境、⼈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年⼀⽉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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