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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常见灾害种类有哪些？

干旱、洪涝（含江河洪水、山区洪水、

冰凌洪水、融雪洪水、城镇内涝）、风雹（含

大风、冰雹、龙卷风、雷击）、低温冷冻、

雪灾、地震、地质（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森林火灾、

台风、生物灾害。

二、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如何区分？

主要看水。

山体崩塌：大石块为主、几乎没水。

滑坡：土块混杂石块为主、水少。

泥石流：水多、混杂土块石块。

三、如何区分洪涝与风雹？

（一）风雹不是单一灾种，是个大杂烩。

（包含冰雹、大风、雷击、龙卷风等）。

（二）风雹的破坏体现为短平快：来得

快、去得快、短时破坏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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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分看“凶器”：洪涝的破坏主

要是水；风雹的破坏除水外，还包括风、雷、

雹、沙尘等。

四、灾种暂时不确定怎么办？

可先报成其他灾种或暂时认定的灾种，

待最终认定后再勘误灾种。避免迟报。

五、灾害发生时间如何填？

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瞬时性自然

灾害应当精确到时、分。其它灾害准确到天、

时即可。

六、灾害结束如何确定？

灾情稳定后，损失不再继续扩大或者受

灾区域内人员不再受到灾害的直接影响，此

时间点即为灾害的结束时间。

七、重大灾害报灾时限要特别注意！

造成 1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房屋

大量倒塌、农田大面积受灾等严重损失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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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县应急局应在灾害发生后即时上报

省应急厅和国家应急部。

八、什么是受灾人口？

（一）灾害直接造成的伤亡人口。

（二）灾害造成房屋倒损或其他家庭财

产损失、农作物受损或绝收、花木苗圃及蔬

菜大棚受损、水产养殖受损的人口。

（三）其他由于灾害直接原因造成生

产、生活受到损害从而遭受损失的人口。

以上三项合计人口为总受灾人口。

九、统计受灾人口要注意！

（一）含非常住人口。

（二）不能把受灾区域人口简单等同于

受灾人口，必须是受到灾害直接影响的人

口。

十、什么是因灾死亡（失踪）人口？

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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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

灾救援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牺牲（失踪）

的工作人员，应一并统计在内。

操作原则：假设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死

亡人员是否仍然有死亡的可能？如果是，则

考虑不能统计为死亡人口。比如：

1、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行人强行过桥

被冲走溺亡。（√）

2、暴雨导致河水暴涨，无人照看在岸

边树上玩耍的小孩落水溺亡。（√）

3、暴雨中驾驶车辆未减速行驶，轮胎

打滑撞上树木死亡。（×）

4、灾害发生期间内，灾害直接造成立

即死亡的人员。（√）

5、灾害未能造成立即死亡，但在送往

医院途中、或送往医院后短期内抢救无效而

死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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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灾害已经停止、灾情已经稳定，

虽然是在灾害发生期间内严重受伤，但是由于

伤势过重，长期治疗无效而死亡的人员。（×）

十一、因灾伤病人口认定。

（一）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受

伤或引发疾病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二）因灾伤病人口所指的伤病程度应

该是比较严重，给个人生活和家庭经济带来

较大影响的，一般轻微的受伤或疾病不包括

在内。

（三）伤病较重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

两种：

1、伤病后需要住院治疗。

2、伤病后并不需要住院治疗，但需要

多次门诊治疗后才可以康复。

十二、如何确定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指因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在现有住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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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需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

助的人员数量。

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需要安置、需

生活救助，几个条件同时满足。

十三、何为安置？

简单理解：按照一定的标准，保障有临

时安全住所（含床被）。

十四、何为救助？

简单理解：按照一定的标准，保障有饭

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生病能得到医治。

十五、转移安置人口统计应注意！

转移期间领取了矿泉水、方便面、面包

等物资，不能简单粗暴认定为得到了救助，

笼统划转为安置人口！但该类人可视情统计

为“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十六、如何确定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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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但因灾造成当下吃穿用等发生困难，不

能维持正常生活，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

人员。比如：

（一）因灾造成口粮、衣被和日常生活

必需用品毁坏、灭失，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二）因灾造成交通中断导致人员滞

留或被困，无法购买或加工口粮、饮用水、

衣被等，造成生活必需用品短缺。

（三）因灾造成在收作物严重受损，导

致收入锐减，当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

（四）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牲畜、家禽

等因灾死亡，导致收入锐减使当前基本生活

出现困难。

（五）因灾导致伤病需进行紧急救治。

（六）因灾造成用水困难（人均用水量

连续 3 天低于 35 公斤），需政府进行救助

（旱灾除外）。这里要注意，因旱灾饮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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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人均用水量要连续 15 天低于 35 公斤。

十七、何为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可能遭受较大自然

灾害（如台风等），暂时转移到安全地区，

不需要由政府进行安置或给予临时生活救

助的人员数量。

十八、统计人口指标应注意！

（一）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一定同时也需

要生活救助。

（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一定没有安置。

（三）在同一时刻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紧急避险转移人口不

存在交集。切勿交叉重复统计。

十九、何为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

因灾导致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且无

自救能力。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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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何为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指因旱灾造成饮用水、口粮、衣被等临

时生活困难，需政府给予生活救助的人员数

量（含非常住人口）。

注意：不含冬春期间因灾生活困难需救

助人数。

二十一、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如何

确定？

（一）日常饮水水源中断，且无其他替代

水源，需通过政府集中送水或出资新增水源。

（二）日常饮水水源中断，有替代水源，

但因取水距离远、取水成本增加，现有能力

无法承担，需政府救助。

（三）日常饮水水源未中断，但因旱造

成供水受限，人均用水量连续 15 天低于 35

公斤，需政府予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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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因旱灾需生活救助人口与饮水

困难需救助人口的关系？

二十三、旱灾受灾人口统计应注意！

因气候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常年饮水困

难的人口不统计在内。

二十四、农作物受灾、成灾、绝收面积

如何确定？

（一）受灾面积：指因灾减产 1 成以上

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

作物多次受灾，只计算一次受灾面积。

（二）成灾面积：指农作物受灾面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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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减产 3 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三）绝收面积：指农作物受灾面积中，

因灾减产 8 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以上三者关系：

二十五、农作物统计应注意！

（一）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在生长

过程中多次受灾，则在年报中应将重复受灾情

况予以核减，只计算其中受灾最重的一次。

（二）如果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

受灾，则在年报中应累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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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农作物初始生长期内遭受严重

灾害后，对于抢种、补种成活后的面积只计

入受灾面积，对于抢种、补种但没有成活的

面积则计入绝收面积。前期播种的受灾情况

则计入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四）渔业、林业不统计为农作物，应

分别统计为水产养殖、林地受灾面积。其损

失应统计为渔业、林业损失。

二十六、何为倒塌房屋？

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承重构件多数倾

倒或严重损坏，必须进行重建的房屋。简单

理解为：修不好的。

二十七、何为严重损坏房屋？

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部分倒塌，需

采取排险措施、大修或局部拆除、无维修价

值的房屋。简单理解为：能修但不如盖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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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何为一般损坏房屋？

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

缝；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需一般修理，

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简单理解为：

修修就能接着住的。

二十九、统计受损房屋时要特别注意!

（一）门窗损坏、屋顶掉瓦、墙皮瓷砖

脱落等非承重构件轻微受损的不统计！

（二）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

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不统计！

（三）间数按照自然间独立统计，切勿

将一户倒房的所有自然间均统计为倒塌间

数。应按实际情况统计。

举例：一户人家，倒 2 间、严损 2 间、

一般损 1 间。

正确的统计方式：倒塌房屋 1 户、倒塌

2 间、严损 2 间、一般损 1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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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两种统计方式：（1）倒塌房屋 1

户 5 间。（×）（2）倒塌 1 户 2 间，严损 1

户 2 间，一般损 1 户 1 间。（×）

（四）倒损的城镇住房、厂房、校舍等，

可以统计入倒损房屋间数指标，但不能统计

入倒损农房指标和倒损房屋户数指标。

举例：某县因地震 1 所小学受灾，校舍

倒塌 10 间、严损 20 间、一般损 5 间。则应

统计为倒塌房屋 10间、严重损坏房屋 20间、

一般损坏房屋 5 间，倒塌房屋户数不统计。

（五）针对农村住房有的单间面积特别

小，而有的单间面积特别大的特殊情况。可

按 30 ㎡每间折算。

三十、房屋受损损失如何评估？

（一）倒塌房屋价值损失（元）＝重置

房屋所需费用（元）×（1-折旧率）

（二）损坏房屋价值损失（元）＝重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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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所需费用（元）×（1-折旧率）×损毁率

（三）重置房屋所需费用按照近三年来

市场房屋建筑价平均值来计算。

（四）房屋折旧要根据房屋的结构类型、

正常使用寿命和实际使用年限来确定折旧率。

三十一、房屋折旧率估算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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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农作物各生长阶段损失如何评

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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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畜牧业受灾损失如何评估？

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价值＝死亡牲畜

数量×当地牲畜市价+牲畜业设施损失-残

值。

三十四、市、县两级报灾要注意的问题！

（一）与各级应急指挥中心的协作。各

有侧重。

1、指挥中心侧重对重大突发事件、险

情的应急处置、调度。关注点上的情况。

2、灾情报送关注的是对灾害全貌的统

计，事关应急响应和预案的启动，是获取面

上信息的主要手段。

（二）不及时。

1、大灾发生后，往往存在关键指标更

新不及时、灾情滞后舆情、地方滞后中央等

问题。

2、平时认真学习业务知识。要避免因



灾情统计报送应知应会手册（口袋书）

— 18 —

为不了解业务、交接不到位、对统计制度不

熟悉、未能积极主动掌握信息、未定性时不

善于运用“其他”灾种报灾等问题导致迟报。

3、可按以下优先顺序统报灾情：（1）

应关注与人员相关的指标（死亡失踪人口、

因灾伤病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需紧急

生活救助人口、紧急避险转移人口等）。（2）

应关注房屋倒损情况（倒塌房屋、严重损坏

房屋、一般损坏房屋）。（3）逐步核定因

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三）不规范。

1、过程组织混乱：

（1）“滚雪球”式报灾，多个过程累

积造成无法切分。

（2）“二传手”式报灾：一个灾害过

程分成几个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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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编制质量差：

（1）不上传报告。

（2）不主动更新报告。

（3）系统指标数据与报告内容不一致。

（4）报告缺乏有用信息，照抄下级报

告，简单罗列灾情指标。

3、逻辑链缺失：

（1）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业损失等指

标大，但主要受灾作物类型、受灾程度等缺

失。

（2）死亡失踪人员台账信息暂未填报，

但未在灾情报告中陈述。

（3）工矿企业、基础设施损失很大，

但灾情报告中没有相关情况陈述。

（4）灾情损失与气象背景不符，且未

在报告中说明原因。比如气象背景为短时降

冰雹并伴随大风、降雨天气，但是有大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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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损坏，此时应在灾情报告中详细说明大量

房屋损坏的原因和类型（比如:当地房屋屋

顶多为青瓦结构，瓦片被冰雹砸穿并被大风

吹落，整块屋顶需重新搭建）。

（四）不准确。

1、灾情指标填报低级错误表现：

（1）灾种认定错误：比如山体崩塌、

滑坡、泥石流认定不准确；如市级不确定龙

卷风应填何灾种，灾种填错为“其他”，市

级也按“其他”报上来。

（2）统计单位错误：亩和公顷相混淆；

将万元当作元等。

（3）灾种与灾情指标矛盾：洪涝出现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雪灾出现因旱需生活

救助人口。

（4）死亡失踪台账填报错误：如风雹

灾害导致的雷击死亡，但台账中填报的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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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旱；台账中死亡原因写成了其他，但灾

情报告中死亡原因注明为溺水死亡；风雹灾

害导致的雷击死亡，台账中填报的灾种为干

旱等。

2、数据大幅增减：由于统计口径偏差、

灾情评估不准导致灾情指标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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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情统计上报中，各级要认真严格审

核把关，很多简单的错误都是由于审核把关

不严导致的。

三十五、灾情报告编写要点！

（一）灾害背景简述。

洪涝：降雨过程信息、雨量、江河汛情、

水库堤坝汛期等。

台风：风雨情况。

风雹：雨量、雹量雹径、风速等。

地质灾害：土石方量。

（二）灾害造成主要损失情况编写。

1、假如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

灾。

……玉米、洋芋等粮食作物大面积受

淹，部分地区伴有玉米大面积倒伏；烟叶、

药材等经济作物长时间浸泡，出现烂根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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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绝收程度较重；苹果、西瓜、葡萄等

经济林果大面积落果；局地蔬菜大棚损毁情

况突出。如有条件，还可罗列大致受灾面积，

例如玉米受灾××公顷，绝收××公顷，损

失××万元；苹果受灾××公顷，绝收××

公顷，损失××万元；大棚倒塌××座，受

损××座，损失××万元。

2、假如山洪引发的泥石流造成工矿企

业损失、基础设施受损。

……乡镇企业受淹××个，厂房、库房

受淹面积××平米，其中××开发区企业商

品、零件过水程度突出，经济损失约××万

元。省道损毁××公里、乡道损毁××公里、

堤坝损毁××公里，水利灌溉工程损毁××

个；基站退服××座、电力设施受损××个。

上述数据在初报难以快速统计时，也应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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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情况进行说明，例如：……造成××镇水

泥制造企业、服装加工企业厂房掩埋，省道

××段边坡损毁严重。

（三）救灾工作情况简述。

1、是否启动响应、各级启动响应情况。

2、是否派出工作组、几个工作组。

3、领导批示、指示情况。

4、资金、物资拨付情况。

三十六、“灾害和救助工作概述”与“灾

情报告”有何不同？

在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中填报

灾情时，“灾害和救助工作概述”一栏为必

填项，且字数要求为 500 字以内（含标点符

号，超过字数后，系统填不进去）。该项实

际上就是“灾情报告”的高度凝练概括。主

要包含以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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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灾情概况。简述灾害背景（气象等

成灾因素），对目前掌握的灾情进行概述（比

如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受灾共

××公顷，直接灾害损失××万元）。

二是救助工作。包括启动响应、派出的

工作组、投入资金物资等情况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