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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重庆市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重庆市气象局、重庆市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办公室、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庆市林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良福、马彬、李家启、何建平、覃彬全、张

洪、余蜀豫、任艳、杨磊、向波、刘青松、李路、曾理、糜翔、赵生昊、刘

飞、葛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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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风险

评估技术规范

１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评

估原则、评估流程、风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方法、风险管

理与控制等。

本标准适用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气

象灾害风险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重大活动承办单位、灾

害事故应急处置单位等阶段性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其气象灾害风

险评估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２雷电防护 第２部分：风险管理（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２，
ＩＤＴ）

ＱＸ／Ｔ８５—２００７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ＤＢ５０／２１４—２００６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ＤＢ５０／Ｔ２７０—２００８气象灾害标准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气象保障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中的某些术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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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

３．１气象灾害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暴雨、暴雪、寒潮、大风、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浓雾、

霾、道路结冰、森林火险灾害性天气等所造成的灾害。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３．２灾害性天气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ｗｅａｔｈｅｒ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

天气，具有明显的破坏性。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２］
３．３单灾种气象灾害　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在气象灾害风险区一定时段内仅有一种灾害性天气造成的气

象灾害。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６］
３．４多灾种气象灾害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在气象灾害风险区一定时段内超过一种灾害性天气造成的气

象灾害。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７］
３．５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统称。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８］
３．６气象灾害敏感单位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据单位地理、地质、土壤、气象、环境等条件和单位的重要性

及其工作特性，经气象主管机构认证，在遭受暴雨、雷电、浓雾等灾

害性天气时，可能发生气象灾害的单位。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９］
３．７阶段性气象灾害敏感单位　ｓｔａｇ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据单位承担的阶段性工作任务所在地的地理、地质、土壤、

气象、环境等条件和阶段性工作任务的重要性、特殊性，经气象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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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认证，在遭受暴雨、雷电、浓雾等灾害性天气时，可能发生气

象灾害的单位。

３．８应急预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

急救援行动、降低突发事件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

注：改写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２０。
３．９安全气象保障措施　ｓａｆ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预防气象灾害发生和防止灾害扩大的各种气象技术措施及管

理措施。

［ＤＢ５０／３６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２３］
３．１０气象灾害风险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因灾害性天气的不确定性和突

发性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可能性。

３．１１单灾种气象灾害风险　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只有一种灾害性天气造成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的可能性。

３．１２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
ｖｅｒｌａｙｒｉｓｋ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灾害性天

气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可能性。

３．１３单灾种气象灾害风险事件　ｅｖｅｎ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只有一种灾害性天气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风险事件。

３．１４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　ｅｖ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ｌａｙｒｉｓｋ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灾害性天气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风险事件。

３．１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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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研判灾害性天气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而导致伤害、损

失或不利影响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防范措施。包含气象灾害风

险识别、气象灾害风险分析、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气象灾害风险管

理四部分。

３．１６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通过分析气象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及其对气象灾害

敏感单位的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风险降至

最低的管理过程。

３．１７风险控制　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实施气象风险管理决策的行为。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减小气象

灾害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把可能的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以避免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带来难以承担的损失。

４评估原则

４．１客观性原则
应客观、真实地反映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气象灾害风险。

４．２科学性原则
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依据本标准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进行。

４．３系统性原则
应综合分析影响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的气象灾害风险，防

止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作出全面系统的结论。

４．４动态性原则
应坚持依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灾害性天气的动态变化

特性，对导致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故的气象灾害风险源进行

实时、适时和动态的评估。

５评估流程

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风险评估流程由接受委托、搜集资料、辨识

·４·

ＤＢ５０／Ｔ５８０－２０１４



风险源、风险分析计算与评估、编制评估报告等部分组成，气象灾

害敏感单位风险评估流程图参见附录 Ａ。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风险
评估报告编写大纲参见附录Ｂ。

６风险源辨识

６．１影响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灾害性天气种类
根据重庆市地理位置、气候背景和 ＤＢ５０／Ｔ２７０—２００８的规

定，重庆市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气象灾害主要由暴雨、暴雪、寒潮、大

风、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浓雾、霾、道路结冰、森林火险等

１３种灾害性天气造成。
６．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

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识别采用专家调查分

析法，评估专家应根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自身特点及灾害性天气

形成机理，分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潜在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可能

引发的气象灾害，识别气象灾害发生的种类、引起气象灾害的主要

灾害性天气危险因子特征、气象灾害风险区域和气象灾害时空动

态分布特征以及气象灾害引发后果的严重程度。气象灾害敏感单

位灾害性天气风险源识别的专家调查分析法参见附录Ｃ。
６．３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多灾种叠加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

根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自身特点及灾害性天气形成机理，利

用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近３０年的气象观测资料，按照多灾种
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编码方法对灾害性天气风险源进行编码，

分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天内潜在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可能

引发的气象灾害，辨识同一天内气象灾害发生的种类、风险区域和

引起气象灾害的主导灾害性天气风险源、可叠加的灾害性天气风

险源以及气象灾害引发后果的严重程度，识别主导灾害性天气风

险源和可叠加的灾害性天气风险源的活动规模和活动频次以及气

象灾害时空动态分布。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编码方法见

附录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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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风险分析

７．１灾害性天气风险分析
７．１．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的天气特征分析

依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近３０年的气象观测资料，分析
灾害性天气的特征，评估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遭受气象灾害的可能

性。

７．１．２灾害性天气对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影响分析
根据灾害性天气对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危害机理和方式，分

析灾害性天气对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各种影响。

７．１．３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灾害性天气风险识别分析
结合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的地理、地质、气象、环境等条

件和单位的重要性及其工作特性，分析灾害性天气可能引发的风

险事件以及主要的影响对象和影响方式等。

７．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多灾种叠加的灾害性天气风险分析
７．２．１依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近三十年的气象观测资料，分
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中各种灾害

风险源的分配比例、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的风险源重叠

发生的概率、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事件的风险源重叠组合类

型。

７．２．２辨识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主导气象灾害风险源及与主导气象
灾害风险源可叠加的其他气象灾害风险源。

７．３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气象保障措施分析
分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是否采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要求的工程性措施及非工程性措施。

７．４灾害性天气可能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事故后果分析
分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遭受灾害性天气时，可能引起人

员伤亡、财产价值损失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

后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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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风险评估方法

８．１一般规定
气象灾害敏感单位的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应根据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２

－２００８、ＱＸ／Ｔ８５－２００７及ＤＢ５０／２１４—２００６等国家现行的有关雷
电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执行，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属建筑物防雷类

别在多灾种气象灾害叠加风险分析中的通用性处置原则见附录Ｅ。
８．２评估模型

除雷电灾害风险以外的其他气象灾害风险按照下面的评估模

型计算：

　　　　Ｒ１Ｋ ＝ＭＫＥＫＳ１Ｋ （１）
!!!!!!!!!!!!!

　　Ｒ１ ＝∑Ｎ

Ｋ＝１
（Ｒ１Ｋ）＝∑Ｎ

Ｋ＝１
（ＭＫＥＫＳ１Ｋ） （２）

!!!!

　　　　Ｒ２Ｋ ＝ＭＫＥＫＳ２Ｋ （３）
!!!!!!!!!!!!!

　　Ｒ２ ＝∑Ｎ

Ｋ＝１
（Ｒ２Ｋ）＝∑Ｎ

Ｋ＝１
（ＭＫＥＫＳ２Ｋ） （４）

!!!!

式中：

Ｒ１Ｋ———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
故造成人员伤害的风险程度；

Ｒ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可能出现的Ｎ种气象
灾害风险源叠加引发其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的综合风险程度；

Ｒ２Ｋ———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
故造成设施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的风险程度；

Ｒ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可能出现的Ｎ种气象
灾害风险源叠加引发其安全事故造成设施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的

综合风险程度；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存在引发其安全事故
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Ｋ———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存在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的具体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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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为应对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
其安全事故而采取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控制措施的状态；

ＥＫ———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及人员暴露在影响气象灾害敏感单
位及人员的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频繁程度，即气象灾害风险源发
生频率的大小；

Ｓ１Ｋ———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
故造成的人员伤害的情况；

Ｓ２Ｋ———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
故造成的设施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情况。

８．３评估实用模型参数选择
８．３．１Ｎ参数

Ｎ参数为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气象历史资料及其灾害性
天气导致安全事故历史资料统计分析获得的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

同一时段内存在引发其安全事故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８．３．２Ｋ参数
Ｋ参数为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气象历史资料及其灾害性

天气导致安全事故的历史资料统计分析获得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

型的具体类别特征符号。特征符号用１～１３表示，其物理意义如
表１所示。

表１　Ｋ参数物理意义表

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气象灾

害风险

源类别

暴
雨

暴
雪

寒
潮

大
风

高
温

干
旱

雷
电

冰
雹

霜
冻

大
雾

霾

道
路
结
冰

森
林
火
险

８．３．３ＭＫ参数
ＭＫ参数根据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应对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

发其安全事故而采取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控制措施的状态的差异

来确定。ＭＫ参数的选择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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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ＭＫ参数表

ＭＫ
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应对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安全事故的控制
措施状态

５ 无控制措施

３ 有减轻事故后果的应急措施。例如报警系统、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性措施。

１
有预防措施。例如建立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系统和发布系统，

安装了安全性能检测合格的雷电防护装置等工程性措施。

８．３．４ＥＫ参数
ＥＫ参数为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及人员暴露在Ｋ类别气象灾害风

险源的暴露频繁程度，通过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气象历史资

料统计分析导致其安全事故的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出现频率确
定。

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出现频率Ｐ为（Ｐ用百分数表示）：
Ｐ＝Ｎ年内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的天数 ／Ｎ年总天数

（５）
!

!!!!!!!!!!!!!!!!!!!!!!!!

当Ｐ＜１４．２８５７％时，
　　　　　Ｅｋ＝０．０６２０４１ｎＰ＋１．３１７８ （６）

!!!!!!!!!

当Ｐ≥１４．２８５７％时，
　　　　　Ｅｋ＝０．００００３Ｐ

２＋０．０１３９Ｐ＋２．５３８５ （７）
!!!!!!

８．３．５　Ｓ１Ｋ参数
８．３．５．１　Ｓ１Ｋ参数由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
位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状况的年平均值ＳＳ１Ｋ确定。ＳＳ１Ｋ可以通
过以下几种方式计算：

　　　　　　　ａ）ＳＳ１Ｋ ＝Ｓ０１／Ｎｃ （８）
!!!!!!!!!!!

　　　　　　　　ＳＳ１Ｋ ＝Ｓ０２／Ｎｃ （９）
!!!!!!!!!!!!

式中：

Ｓ０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Ｎｃ年内 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
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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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０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Ｎｃ年内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
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

Ｎｃ———时间长度，取Ｎｃ≥５年。

　　　　ｂ）ＳＳ１Ｋ ＝
Ｓ１１
Ｓ１３
×ｎＮ （１０）

!!!!!!!!!!!

　　　　　　　　ＳＳ１Ｋ ＝
Ｓ１２
Ｓ１３
×ｎＮ （１１）

!!!!!!!!!!

式中，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人数；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存在引发其安全事故

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Ｓ１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１年内气象灾害风
险源引发事故导致人员死亡人数年平均值；

Ｓ１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１年内气象灾害风
险源引发事故导致人员受伤人数年平均值；

Ｓ１３———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１年内人口总数年
平均值。

Ｎｃ１———时间长度（年），取Ｎｃ１≥５年。

　　　ｃ）ＳＳ１Ｋ ＝
Ｓ１４
Ｓ１６
×０．９ｎＮ （１２）

!!!!!!!!!!!

　　　　　　ＳＳ１Ｋ ＝
Ｓ１５
Ｓ１６
×０．９ｎＮ （１３）

!!!!!!!!!!!

式中：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人数；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存在引发其安全事故

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Ｓ１４———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２年内自然灾害引
发事故导致人员死亡人数年平均值：

Ｓ１５———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２年内自然灾害引
发事故导致人员受伤人数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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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６———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 Ｎｃ２年内人口总数年
平均值。

其中，Ｎｃ２为时间长度，取Ｎｃ２≥５年。
８．３．５．２Ｓ１Ｋ参数与ＳＳ１Ｋ的关系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Ｓ１Ｋ参数表

Ｓ１Ｋ 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后果ＳＳ１Ｋ

１０ 有多人死亡

８ 有１人死亡

４ 永久失能

２ 需要医院治疗

１ 轻微受伤，仅需要急救

８．３．６Ｓ２Ｋ参数
８．３．６．１Ｓ２Ｋ参数由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
安全事故造成设施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状况的年平均值 ＳＳ２Ｋ确
定，ＳＳ２Ｋ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计算：

　　ａ）ＳＳ２Ｋ ＝Ｓ００／Ｎｐ （１４）
!!!!!!!!!!!!!!

式中：

Ｓ００———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Ｎｐ年内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
引发气象灾害敏感

单位安全事故造成设施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

Ｎｐ———时间长度，取Ｎｐ≥５年。

　　ｂ）ＳＳ２Ｋ ＝
Ｓ２１
Ｇ１
×
Ｇ２
Ｎ （１５）

!!!!!!!!!!!!!

式中：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存在引发其安全事故
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Ｓ２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Ｎｐ１年内气象灾害风
险源引发事故导致灾害性天气事件引发事故导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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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房屋等财产损失年平均值；

Ｇ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项目行政区Ｎｐ１年内ＧＤＰ总
值的年平均值；

Ｇ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Ｎｐ１年内ＧＤＰ总值的年平均值；
其中：Ｎｐ１为时间长度，取Ｎｐ１≥５年。

　　ｃ）ＳＳ１Ｋ ＝
Ｓ２２
Ｇ３
×
０．６５Ｇ４
Ｎ （１６）

!!!!!!!!!!!

式中：

Ｎ———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在同一时段内存在的引发气象灾害
敏感单位安全事故的气象灾害风险源类型个数；

Ｓ２２———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Ｎｐ２年内自然灾害引
发事故导致灾害性天气事件引发事故导致设施设备房

屋等财产损失年平均值；

Ｇ３———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所在地行政区Ｎｐ２年内ＧＤＰ总值的
年平均值；

Ｇ４———气象灾害敏感单位Ｎｐ２年内ＧＤＰ总值的年平均值。
其中，Ｎｐ２为时间长度，取Ｎｐ２≥５年。

８．３．６．２Ｓ２Ｋ参数与ＳＳ２Ｋ的关系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Ｓ２Ｋ参数表

Ｓ２Ｋ 单纯财产损失事故后果（人民币）

１０ ＳＳ２Ｋ≥１亿元

８ １０００万元≤ＳＳ２Ｋ ＜１亿元

４ １００万元≤ＳＳ２Ｋ ＜１０００万元

２ ３万元≤ＳＳ２Ｋ ＜１００万元

１ ＳＳ２Ｋ ＜３万元

８．４风险等级
８．４．１单灾种气象灾害风险
８．４．１．１风险Ｒ１Ｋ

Ｒ１Ｋ是Ｋ类别气象灾害风险源引发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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