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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2020-9-28

自然灾害隐患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

客观存在的、未知或信息不完备的潜在自然灾害风险因素

① 客观存在的、未知或信息不完备的重大潜在自然灾害风险因素
② 分为致灾高危险、次生生产事故可能性高、承灾体高易损、重要承

灾体或防护工程不达标等重点隐患 
③ 如果防范能力不足，重点隐患可能造成重大物理损毁、直接经济损

失及间接影响

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背景简介

自然灾害隐患综合
① 综合分析自然灾害的致灾隐患、次生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承灾体易

损隐患、减灾能力(重点考虑防护工程)隐患等重点隐患全要素特征 
② 综合分析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林草火灾多

灾种等多灾种-灾害链的类型、强度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52020-9-28

自然灾害隐患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

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背景简介

自然灾害隐患综合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62020-9-28

房屋、交通、公
共服务设施、基

础设施等

地震

地质

气象

水旱海洋

森林草
原火灾

安全生
产事故

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背景简介

发现未知风险要素、明晰模糊风险要素、理解复杂风险要素、辨识重点隐患对象

综合隐患评估与部门隐患调查与评估的关系 综合隐患评估与其他评估区划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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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整合应急、地震、地质、气象、水旱、海洋、林草、

住建、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调查数据及评估数据

No.82020-9-28

2.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任务内容：目标

目标1: 数据整合

目标2：信息提取

目标3：综合评估 基于行政及自然空间单元，开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发现多灾种重点隐患，分析灾害链重点隐患

提取致灾高危险、承灾体高脆弱、承灾体选址不合

理、重要防护工程设防水平不足等重点隐患信息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6大类自然灾害 + 4大类次生灾害：重点隐患的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2.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任务内容：任务

国家

技术规范编制

• 基本术语规范

• 数据指标体系规范

• 数据综合集成规范

• 分区分类分级规范

• 综合制图规范

国家

模型系统与软件研发

• 数据综合集成接口

• 数据汇交与审核

• 数据标准化预处理

• 分区分类分级模型

• 综合成果自动制图

• 评估成果可视化

国家、省、市、县

数据综合集成

• 6类自然灾害危险隐患

调查与评估数据集成

• 4类次生灾害事故隐患

调查与评估数据集成

• 重要承灾体重点隐患

调查与评估数据集成

• 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

估成果集成

国家、省、市、县

综合评估、综合制图

•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指
标体系及数据标准化

• 多灾种-灾害链重点致
灾隐患分区分类分级
评估

• 多承灾体-重要防护工
程重点隐患分区分类
分级评估

• 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
果制图

No.92020-9-28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020-9-28

2.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任务内容：内容

1)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综合危险隐患

2) 次生危化事故、次生煤炭生产安全事故、次生非煤生产事故，次生核与辐射安全事故

3) 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重要承灾体设防、选址综合隐患

4) 堤防、水库、水闸等重要防护工程综合隐患

1) 县、市、省、国家4级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数据集成

2) 县、市、省、国家4级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

3) 县、市、省、国家4级重点隐患综合制图

调查评估对象

调查评估内容

No.1020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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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1) 全国风险普查平台（内含综合评估及制图功能）

2) 具有分区分类分级模型计算功能的通用软件

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基本术语规范

2) 自然灾害多灾种重点隐患数据集成技术规范

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技术规范

4)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分区分类分级技术规范

5)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制图技术规范

    规范尚未定稿  有待试点完善

No.122020-9-28

3.0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技术规范与工具软件

5项技术规范

2类工具软件

专家判定 在技术规范的约束下、工具软件的支撑下，对评

估结果的科学合理性进行专家经验判定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32020-9-28

3.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数据集成

6类灾种致灾重点隐患

4类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危险源

12大类承灾体重点隐患

4类防护工程设重点隐患

地震灾害隐患、地质灾害隐患、气象灾害致灾隐患

水旱灾害隐患、海洋灾害隐患、林草火灾灾害隐患等数据

次生危化品事故危险源评估、次生煤炭生产安全事故危险源

次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危险源、次生核设施安全事故危险源

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选址、设防隐患评估数据

主要为各类水利工程隐患（含海堤）重点隐患数据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3.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数据集成

对象界定

对象来源

对象形式

对象属性

对象编码

危险隐患数据
次生危险源数据
承灾体隐患数据
防护工程隐患等

矢量点(如滑坡点)
矢量线(如公路)
矢量面(如蓄滞洪区范围)
栅格点（如淹没水深）

调查对象空间实体
部门评估成果空间实体

重点隐患的值大小等
矢量数据通过属性字段表达
栅格数据通过图层值表达

类型编码
空间编码
顺序编码
三码合一形成唯一码

No.142020-9-28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52020-9-28

1. 所有部门
普查数据资源目录

地震、地质
气象、水旱
海洋、林草
次生危险源
住建、交通

公共服务设施
通信、能源
灾损、能力
隐患、风险

基础底图数据

共享-调查-评估

2. 应急管理部
平台集成数据资源

总体集成
服务全局
面向应用
应收尽收

3. 重点隐患数据集成
致灾隐患
达标隐患
选址隐患
隐患类型
隐患等级

量化计算
专家研判
制图标绘

5. 其他综合评估数据
集成

期望损失
重现期损失
风险等级

......

4.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三级指标数据

3.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数据集成

多灾种-多承灾体重点隐患集成数据与总体数据资源的相互关系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62020-9-28

1) 各行业部门分别自下而上纵向汇交数据

2) 各行业部门自上而下审核数据，集成数据

纵向：汇交、审核与集成

横向：汇交与集成

1) 各级行业部门将通过上级审核的本级数据

    向本级普查办横向汇交

2) 普查办对各类综合评估的数据进行集成

3.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数据集成

加强横向汇交的时效性
保障及时开展综合评估

国家综合评估
防治区划

省级综合评估
防治区划

地市级综合评估
防治区划

县区级综合评估
防治区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72020-9-28

3.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三级评估指标体系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82020-9-28

致灾重点隐患指标组成

6类自然灾害隐患等级

4类自然灾害引发次生灾
害隐患等级

表征一级指标强度-频率
等关键要素

表征孕致灾因子作用的
空间对象单元的核心属
性特征，如位置、范围
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3.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三级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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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类承灾体隐患等级指标

表征每类承灾体的经济价值等级、服
务功能等级、设防安全等级等重要性
指标

指向各承灾体的空间对象，反映其核
心属性特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承灾重点隐患指标组成

3.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三级评估指标体系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02020-9-28

2类重点防护工程致灾隐患等级

表征一级指标危险性及频率等关键要素

表征致灾因子作用的空间对象单元的核心属
性特征，如位置、设防能力、影响范围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重点防护工程致灾隐患指标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重点防护工程承灾隐患指标组成

4类重点防护工程致灾隐患等级

表征防护工程的经济价值等级、次生暴露等
级等重要性指标

表征防护工程的空间对象单元的核心属性特
征，如位置、范围等

重
点
中
小
型
水
库

危险隐患等级

水库大坝工程质量评价等
级

水库大坝防洪安全评价等
级

水库大坝结构安全评价等
级

水库大坝渗流安全评价等
级

水库大坝抗震安全评价等
级

水库大坝金属结构安全等
级

校核洪水工况下蓄洪淹没面
积

设计洪水工况下蓄洪淹没面
积

溃坝工况下蓄洪淹没面积

承灾隐患等级

经济价值等级

次生暴露等级

服务功能等级

重
点
中
小
型
水
闸

危险隐患等级

水闸工程质量分级

水闸工程质量分级

水闸抗震安全分级

水闸金属结构安全分
级

水闸机电设备安全分
级

水闸金防洪安全分级

水闸金渗流安全分级

重点水闸工程失事后果等级

水闸事故影响范围

承灾隐患等级

经济价值等级

次生暴露等级

服务功能等级

3.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三级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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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三级评估指标体系

多灾种综合危险隐患等级

区域多承灾体综合隐患等级

多灾种综合危险隐患指数

区域多承灾体综合隐患指数

指向多灾种危险性隐患指数
构建的具体指标和区域多承
灾体综合隐患指数构建的具
体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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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的基本原则

综合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

可溯源原则

可操作原则

客观反映隐患的发生过程
真实反映重点隐患分布规律
模型方法与专家论证相结合

依托部门调查评估结果
利用成熟的评估方法
将方法转化为模型软件

综合考虑自然灾害系统重点隐患全要素特征
实现多灾种全要素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

评估过程遵循自然灾害危险隐患机制
评估过程遵循承灾体隐患发生机制
对高隐患区域的主要致灾对象和承灾对象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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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空间对象定义与生成方法

矢量点叠加矢量多边形

矢量线叠加矢量线边形

矢量线叠加矢量多边形

矢量多边形叠加矢量多边形

矢量要素叠加生成新矢量空间对象及栅格化原理示意图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对象与属性数据标准化综合流程图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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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投影坐标：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5国家高程基准

 矢量叠加分析：原始矢量叠加生成新空间及属性

 标准栅格转换：国家1000米、省100米、市50米、县25米

 致灾评估对象：多灾种-灾害链结果为栅格对象

                            分区分级结果为矢量对象

 承灾体的对象：单体承灾体为点、线、面矢量对象

                             综合评估为乡镇、市、县、省等矢量对象

 防护工程对象：主要为点、线、面矢量对象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评估空间对象定义与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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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灾危险性及承灾体重点隐患交互关系表

❒ 设防隐患：构建灾害危险性及

承灾体重点隐患交互关系表，

将自然灾害危险隐患等级或指

数属性赋值给承灾体，生成新

的承灾体重点隐患评估对象

❒ 选址隐患：根据灾害类型和范

围确定承灾体的理论避让距离，

对于在理论避让范围内的承灾

体进行灾害危险属性赋值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评估空间对象定义与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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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评估对象属性指标值计算方法

基于物理意义-专家经验-统计特征的评估对象属性特征指标权重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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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权重

三级指标名称 三级指标权
重 注释

农村住房
地震灾害
隐患ℎ�ŉ怀

设防达标程度ℎ�6 /

建造时间��6 /
结构类型�6amb /
抗震设防情况�b�m /
抗震加固情况�b6m /
抗震构造措施完备情况
�b�m

/

结构安全鉴定（安全性鉴
定）����

/

安全评价等级（初步结论）
ℎ�ŉ怀

/

经济价值等级��ŉ怀 /
结构类型�6amb �6amb
建筑面积���b� ���b�

服务功能等级��ŉ怀 /
重要性系数��ŉ怀 �ŉ6m

建筑面积���b� ���b�

农村公共
建筑地质
隐患ℎ�m�6

选址合理程度
位置�m�6
使用类型（房屋用途）
�ŉ6am

设防达标程度ℎ�6

建造时间��6 /
结构类型�6amb /
原抗震设防烈度���6m /
现抗震设防烈度���6m /
原抗震设防类别���6� /
现抗震设防类别���6� /
是否进行过改造��b6 /
是否进行抗震加固�b6m /
安全评价等级（初步结论）
ℎ�m�6 /

经济价值等级��ŉ怀 �m���

结构类型�6amb �6amb
建造层数�6怀� �6怀�

建筑面积���b� ���b�

服务功能等级��ŉ怀 / 重要性系数��ŉ怀 �ŉ6m
建筑面积���b� ���b�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注释

地震灾害危
险隐患等级

ℎb

地震动强
度-概率
ℎ�6

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危险性系数

�ma�

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50年超越概

率10%)ma�
/  

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50年超越概

率2%)ma�
/  

活动断层避让范
围6��6

/  

工程场地
危险性
ℎ�m6b

工程场地危险性
系数��m6b

场地类别分区
site /  

地质灾害危
险隐患等级

ℎa
�a

滑坡危险
隐患等级

ℎa�
�a�

滑坡隐患点（计
数）ℎa�m

/ -

滑坡隐患点规模
ℎa�� (0-4，5级) /  

崩塌（危
岩体）危
险隐患等

级ℎa怀

�a怀

崩塌隐患点位置
（计数）ℎa怀m

/ -

崩塌隐患规模
ℎa怀� (0-4,5级) /  

泥石流危
险隐患等

级ℎam
�am

泥石流隐患点位
置（计数）ℎamm

/ -

泥石流隐患规模
ℎam� (0-3,4级) /  

地面塌陷
危险隐患
等级ℎa�

�a�

地面塌陷隐患点
位置（计数）

ℎa�m
/ -

地面塌陷隐患规
模ℎa�m (0-4,5级) /  

地裂缝危
险隐患等

级ℎa6
�a6

地裂缝隐患点位
置（计数）ℎa6m

/ -

地裂缝隐患规模
ℎa6�

(0-4,5级)
/  

地面沉降
危险隐患
等级ℎa�

�a�

地面沉降隐患点
位置(计数) ℎa�m

/ -

地面沉降隐患规
模ℎa�� (0-2,3级) /  

自然灾害危险隐患综合评估指标权重表 承灾体隐患综合评估指标权重表

评估对象属性指标权重表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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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单元

 栅格输入
 栅格分类
 四类方法
 方法优选
 栅格分区
 栅格分级

行政单元

 四级行政单元
 单元统计汇总
 层次聚类分析
 各区综合加权
 各区分级评定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综合评估：致灾隐患分区分类分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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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评估：承灾体隐患分区分类分级方法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自然单元

 栅格输入
 栅格分类
 四类方法
 方法优选
 栅格分区
 栅格分级

行政单元

 四级行政单元
 单元统计汇总
 层次聚类分析
 各区综合加权
 各区分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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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6大类致灾隐患数据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洪涝灾害
海洋灾害、林草火灾

4大类次生隐患数据
次生危化生产安全事故
次生非煤生产安全事故
次生煤碳生产安全事故
次生核设施利用事故

综合评估：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输入输出数据(以县级致灾评估为例)  

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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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主要指标
承灾体选址隐患
承灾体设防不达标隐患
重大防护工程设防隐患

辅助加权指标
经济价值等级
服务功能等级

综合评估：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输入输出数据(以县级承灾体评估为例)

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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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灾危险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数据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多灾种类型清单(表格)
县级自然灾害多灾种-灾害链重点隐患组合类型(25米栅格)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矢量)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强度及分级(25米栅格)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分级(25米栅格)

(2)承灾体综合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数据
自然灾害承灾体单体隐患类型及等级(矢量)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危险隐患类型及等级(矢量)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承灾体隐患等级(矢量)
县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类型区(矢量)

(3)重点防护工程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数据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重点隐患影响范围(矢量)
县级重点防护工程重点隐患承灾体影响等级(矢量)
乡镇单元综合隐患类型和等级统计特征值(矢量/表格)

No.322020-9-28

3.3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综合评估：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输入及成果数据(以县级评估结果为例)

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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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图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分级 (25米栅格)
  县级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25米栅格)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强度（等级） (25米栅格)
县级自然灾害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自然灾害承灾体单体隐患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

  县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分类

县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县级重点防护工程隐患承灾体影响

县级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图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危险隐患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承灾体影响

县级自然灾害承灾体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县级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县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县级承灾体相对隐患经济价值及服务功能系数

      县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4幅重点隐患评估专题图 + 1份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4.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县级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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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图

  市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分级 (50米栅格)
  市级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50米栅格)
  市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强度（等级） (50米栅格)
市级自然灾害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

  市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分类

  乡镇单元承灾体综合隐患

市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市级重点防护工程隐患承灾体影响

市级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图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危险隐患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承灾体影响

市级自然灾害承灾体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市级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市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市级承灾体相对隐患经济价值及服务功能系数

  市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乡镇单元综合隐患统计特征

4幅重点隐患评估专题图 + 1份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4.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市级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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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图

  省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分级图 (100米栅格)
  省级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100米栅格)
  省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强度（等级）图 (100米栅格)
省级自然灾害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

  省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分类

  乡镇单元承灾体综合隐患

省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省级重点防护工程隐患承灾体影响

省级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图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危险隐患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承灾体影响

省级自然灾害承灾体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省级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省级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省级承灾体相对隐患经济价值及服务功能系数

      省级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县级单元综合隐患统计特征

  

4幅重点隐患评估专题图 + 1份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4.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省级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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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图

  国家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分级图 (1公里栅格)
  国家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1公里栅格)
  国家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强度（等级）图 (1公里栅格)
国家自然灾害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

  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分类

  县级单元承灾体综合隐患

国家防护工程隐患图

  自然灾害防护工程影响范围

  国家重点防护工程隐患承灾体影响

国家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图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危险隐患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承灾体影响

国家自然灾害承灾体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国家主要危险隐患类型

  国家自然灾害危险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国家承灾体相对隐患经济价值及服务功能系数         
      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隐患分区统计特征

      县级单元综合隐患统计特征

4幅重点隐患评估专题图 + 1份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4.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成果：国家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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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在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地图制图完整清晰地表达自然灾害多灾种

致灾隐患，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危险隐患，重要承灾体及防护工程综合隐患及其分类

分区分级特征。

制图目标

制图内容

（1）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分区分类分级制图

（2）承灾体综合隐患分区分类分级制图

（3）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制图

（4）防护工程综合隐患制图

（5）自然灾害多灾种-灾害链综合隐患分区分类分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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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1）制图数据组织 

图件 要素图层 要素类型

自然灾害重点致灾隐患图

自然灾害危险隐患等级图 栅格

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分区分类图 矢量

主要自然灾害单体空间分布图 矢量

自然灾害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自然灾害承灾体隐患等级图 矢量

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分区分类图 矢量

乡镇/县/市/省行政单元矢量边界 矢量

防护工程隐患图

防护工程综合隐患等级图 矢量

自然灾害主要危险隐患分区分类图 矢量

重点防护工程隐患影响范围 矢量

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点隐患
综合评估图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危险隐患等级 矢量

自然灾害次生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 矢量

（以县级为例）

制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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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制图数学基础

底图要素

 大地坐标系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

 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高程计量单位为米；

 国家级隐患制图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省/市/县级隐患制图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6°分带。

 县级：1: 5万，25米网格，CGCS2000 坐标，Gauss-Kruger投影，6度分幅
 地市：1:10万，50米网格，CGCS2000 坐标，Gauss-Kruger投影，6度分幅
 省级：1:25万，100米网格，CGCS2000 坐标，Gauss-Kruger投影，6度分幅
 国家：1:100万，1000米网格，CGCS2000 坐标，Lambert投影 (105°E，25°N和47°N ）

（2）地理底图组织制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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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图名

 图例

 比例尺

 指北针

 坐标网线

 内外廓线

 制图说明等

（3）图面配置制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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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分级：常见分级方法包括等间隔分级、分位数分级、自然断点法分级、标准差分级，

可根据数据分布特征选取最合适的方法。

设色：综合考虑全国省市县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和制图可视化效果及空间差异性。

 隐患等级分级设色

 隐患要素符号设计：构建隐患专题符号库，调用专用符号制图

（4）专题要素地图设计制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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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技术方法：成果制图

 多灾种隐患类型特征统计：直方图、

玫瑰图、雷达图等

 承灾体综合隐患统计特征：直方图、

柱状图等

 不同行政单元综合隐患统计特征：

直方图、柱状图等

（示例）

（5）隐患特征统计图表制作制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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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总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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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底图
确定 数据标准化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指标标准化
三级评估指标值计算

制图与编写
报告

县级综合致灾隐患图
县级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县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县级安全生产隐患图
县级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调查资料收集

6大灾种致灾隐患
4类次生灾害隐患
主要承灾体隐患

重点防护工程隐患

隐患分区分
类分级

隐患聚类分析
小碎斑块去除
多灾种类型组合确定
隐患特征指标计算
综合等级判定

成果上报

纵向：汇交市级审核
横向：提交县级普查办

确定1:5万图幅
获取基础制图要素数据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操作流程：县级

5.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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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底图
确定 数据标准化 制图与编写

报告调查资料补充 隐患分区分
类分级 成果上报

确定1:10万图幅
获取基础制图要素数据

5.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工作流程

6大灾种致灾隐患
4类次生灾害隐患
主要承灾体隐患

重点防护工程隐患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指标标准化
三级评估指标值计算

隐患聚类分析
小碎斑块去除
多灾种类型组合确定
隐患特征指标计算
综合等级判定

市级综合致灾隐患图
市级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市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市级安全生产隐患图
市级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纵向：汇交省级审核
横向：提交市级普查办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操作流程：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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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底图
确定 数据标准化 制图与编写

报告调查资料补充 隐患分区分
类分级 成果上报

确定1:25万图幅
获取基础制图要素数据

5.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工作流程

6大灾种致灾隐患
4类次生灾害隐患
主要承灾体隐患

重点防护工程隐患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指标标准化
三级评估指标值计算

隐患聚类分析
小碎斑块去除
多灾种类型组合确定
隐患特征指标计算
综合等级判定

省级综合致灾隐患图
省级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省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省级安全生产隐患图
省级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纵向：汇国家级审核
横向：提交省级普查办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操作流程：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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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底图
确定 数据标准化 隐患分区分

类分级调查资料收集 制图与编写报告

国家级综合致灾隐患图
国家级承灾体综合隐患图
国家级防护工程隐患图
国家级安全生产隐患图
国家级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5.1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工作流程

确定1:100万图幅
获取基础制图要素数据

6大灾种致灾隐患
4类次生灾害隐患
主要承灾体隐患
重点防护工程隐患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指标标准化
三级评估指标值计算

隐患聚类分析
小碎斑块去除
多灾种类型组合确定
隐患特征指标计算
综合等级判定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操作流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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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大致4个阶段

隐患调查试点阶段

2022年7-12月

2022年1-6月

2021年1-12月

2020年6-12月

隐患调查上报阶段

隐患综合评估阶段

评估完善阶段

5.2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组织实施-时间部署

No.5020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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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应用展望

支撑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支撑自然灾害防治区划编制

支撑自然灾害防治“九大工程”

支撑国土空间等各类规划编制

重点隐患评估结果为风险评估提供关键依据
重点隐患评估结果与风险评估结果相互验证

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是灾害防治区划的重要依据之一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海岸带保护修复、地
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地质灾害
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等工程提供信息与决策依据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是未来灾害抗御国土空间利用红线划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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