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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为了强化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整体推进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加强气象灾害的科学预测和预防，最

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而制定的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本书

对于探索和研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的技术方法、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气象灾

害规划、科学部署防灾减灾、促进巴林右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

作用。

本书由巴林右旗人民政府“规划”编制组编写。巴林右旗气象局、统计

局、调查队、农牧业局、水利局、林业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局、地震局、交

通局、发改局等部门提供了相关部门的基础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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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右旗是气象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繁、影响严重的地区之一，有干

旱、暴雨、雷电频发之灾，有霜冻、低温冷害、冰雹、高温缺水等重发之害，有

山洪地质灾害易发之忧，也有大风、沙尘暴、大雾等常发之患。

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唤醒了人类防御灾害的意识，敲响了被动避灾的

警钟。关注气候变化，积极采取科学的减灾措施，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和应急

管理，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公众

和科学研究者的共同愿望。

加强气象灾害防灾减灾工作，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重视

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民生

问题，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建设，强化防灾减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气

象灾害防御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

《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的出台是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及气象防灾减灾大会精神的重要举

措，对于发展现代气象业务，完善公共气象服务，特别是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在广泛开展气象灾害现状调查，深入研

究气象灾害成因、特点及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完成了分灾种的气象灾害风险

区划，明确了不同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的设防指标，提出了气象灾害防御

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要求，制定了不同行业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

的应急处置预案，是一份基础性、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可操作性都较强

的成果，对指导防灾减灾和经济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此书具有很强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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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实用价值。

《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的正式出台实施，凝聚了各相关部门领

导、专家及有关编写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参与编制的部门领导和

编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旗长：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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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右旗气象灾害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总损失的70％～80％。气象灾害

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大

背景下，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更加频繁，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

加重。防御气象灾害已经成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履行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是重要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根据《国家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指导意见编制的《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是气

象灾害防御工程性和非工程性设施建设及城乡规划、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

依据，也是全社会防灾减灾的科学指南。指导各级气象防灾体系建设，强化

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制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人工影响天

气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

《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关于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的通知》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编制《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适用范围：本《规划》是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性材料，适

用于巴林右旗所辖区域。

规划年限：规划期为2011—2020年，规划基准年为2011年。

“规划”灾害种类：干旱、暴雨、冰雹、大风（沙尘暴）、洪涝、雷电、低

温冷害、霜冻、黑白灾、滑坡、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

总体规划目标：加强气象灾害防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建成结构完善、

功能先进、软硬结合、以防为主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有力、保障到位

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全社会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到2020年，气象灾

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所占比例显著减少，人员伤亡减少50%以上；工农牧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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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及人类活动控制在气象资源的承载力之内，城乡人居气象环境总体

达到优良；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达标率达到80%以上。全面提升气象

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及其信息发布能力，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方案，增强全

社会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和知识水平，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机制和“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乡村”的气象防灾

减灾体系。形成精细化的乡村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建成覆盖广的农村气

象预警信息发布网络，构建有效联动的应急减灾组织体系，健全预防为主的

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实现防御规划到旗、组织机构到苏木（镇）、精细预报

到苏木（镇）、自动观测到苏木（镇）、气象服务站到苏木（镇）、应急预案到

村（嘎查）、风险调查到村（嘎查）、科普宣传进村（嘎查）、预警信息发布到

户、灾害防御责任到人、灾情收集到人，发展适合巴林右旗基本情况的气象

灾害防御体系，全面提高气象灾害防御的整体水平。建设具有巴林右旗特

色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公共气象服务体系、科技支撑

和人才保障体系，使防灾减灾整体实力明显提升。使气象灾害对经济社会发

展、对公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近期目标（2011—2015）：初步建成气象灾害重点防御区的综合气象防

灾减灾体系；加强气象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完善中心城区防洪排涝

工程；加强旗、苏木（镇）、村（嘎查）气象信息接收、应用、反馈配套设施建

设，信息覆盖率达90%以上；每个苏木（镇）完成2～5个气象灾害防御示范村

标准化建设，建设2～5个农村防雷示范工程推广项目；建立山洪、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网络；加强气象条件所引发的交通安全、疾病流行、森林草原火灾

等公共安全工作。

远期目标（2016—2020）：按照巴林右旗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任务

和要求，建成气象多灾种预报预警系统，完成每个苏木（镇）的每个村气象

灾害防御标准化建设，建设重点村防雷工程项目；加大气象灾害易发区域的

工程治理力度，按照城乡规划要求，中心城区、经济开发区的防洪工程按100

年一遇标准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心城镇和重点农业园区防洪除涝建设能力，

按照50年一遇防洪、30年一遇除涝的标准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山区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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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各类防洪、抗旱、交通防灾等工程性建设

基本适应本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推动巴林右旗气象防

灾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

引用相关资料说明：气象资料及各类气象灾害数据来源于巴林右旗

气象局1981—2010年的实时监测数据，同时参考使用周边地区气象监测

数据。气象灾害风险区划部分采用1︰25万地理信息数据绘制。国民经济统

计数据均来源于巴林右旗统计局和调查队。农业、牧业、林业、水利、国土

资源、电业、建设、地震、环保、交通、规划等资料均采用相关部门最新的

资料。

本《规划》由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副旗长鲍山和巴林右旗气象局局长咸

立仁主编，各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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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背景

气象灾害的形成及其成灾强度，既决定于自然环境变异而形成的灾害

频率和强度，也受制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孕

灾环境是孕育灾害的“温床”，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物质文化

圈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地球表面环境，是由下垫面地理因

子、气候系统、社会经济等三部分组成。

1.1  地理位置与所辖乡镇

巴 林 右 旗（简 称“ 右 旗 ”，下 同）位 于 赤 峰 市 北 部 ，地 处 北 纬

43°12′55″～ 44°27′52″，东经118°12′09″～ 120°04′42″。北与锡林郭勒

盟的西乌珠穆沁旗相连，南隔西拉木伦河与翁牛特旗相望，东及东南部

与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毗邻，西北与林西县接壤。全旗辖5个镇（大

板镇、索博日嘎镇、巴彦琥硕镇、查干诺尔镇、宝日勿苏镇）和4个苏木

（幸福之路苏木、查干沐沦苏木、巴彦塔拉苏木、西拉沐沦苏木）。总面

积10256 km2。全旗总人口18.3897万人，平均人口密度17.9人/ km2，其中非

农业人口4.2万人。地形由西北部中山山地逐渐过渡到东南部低山丘陵和

倾斜冲积平原。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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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右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巴林右旗人口、播种面积、牲畜总数表

乡镇苏木
大板

镇

索博

日嘎

镇

查干

诺尔

镇

宝日

勿苏

镇

查干

沐沦

苏木

幸福

之路

苏木

巴彦

塔拉

苏木

西拉

沐沦

苏木

巴彦

琥硕

镇

合计

总人口

（万人）
7.64 2.34 1.66 1.73 0.75 1.06 1.05 1.39 0.76 18.39

总播

种面积

（hm2）

6653 5846 6995 10436 553 5668 4743 16439 2311 56944

牲畜总

数（万头

只）

14.25 11.29 6.57 7.97 4.39 9.79 12.80 9.21 8.16 84.43

备注：表中数据均为2010年底数据，其中牲畜总数不包括生猪。

图 1.1　巴林右旗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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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旗天然矿产资源已探明的有25种，其中金属12种、非金属13种。被国家

命名的“巴林石”独产于巴林右旗，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独特的盛誉。野生

植物多达600多种，其中牧草300余种、优良牧草30余种、野生经济植物70余

种。本旗主要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2010年末牲畜总头数达到84.43万头只

（不包括生猪），其中大畜13.93万头匹、小畜70.5万只。

全旗最高点为北部的乌兰坝，海拔1957 m，最低点为东南部的西拉沐沦

苏木下游沿西拉木伦河流域处，海拔在300 m左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呈两端小、中间宽、西南部凸出、东北部凹进的碟形。全旗山脉连绵，丘陵起

伏，沿河谷地带多为沙丘和沼泽地，南部及东南部多为流动、半流动沙丘，北

部及东北部多岩石。

全旗实有林地面积约1.4×105 hm2，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土壤多以栗钙

土为主，北部高山林区多为棕壤土，中南部多以栗钙土、沙质土为主，西拉木

伦河北岸地带以沙坨土为主，沼泽地带多以盐碱土为主。

图 1.2　巴林右旗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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