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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2020/9/6

1.1 建设“一套工具软件”

按照支撑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摸清底数、评

估隐患、灾害区划”的总要求，综合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及空间地理信息等先进技术，于2020年

底建成横向覆盖全国陆域及领海的全国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软件系统，支撑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程实施，

以及各行业、各级政府普查数据的存储与汇集工作。

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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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撑普查“十项任务”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62020/9/6

1.1 支撑普查“九个部门、十个行业”

国家、省、地（市）、县（区）4级

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 交通运输 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

乡建设
水利 气象

林业和

草原
地震

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 水旱灾害 海洋灾害
森林和草原

火灾
承灾体 历史灾害 重点隐患

综合减灾资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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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撑普查“六个技术流程”

分级分业调度管理能力

一体化内外业采集能

力

精细化质检与核查能

力

多灾种风险评估与区划

能力

智能化制图与多终端

可视化能力

跨层级跨部门共享与

分发能力 六
大
能
力



总体建设布局02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92020/9/6

2.1 建设需求

⚫ 支撑跨部门跨层级任务管理与调度

⚫ 提高数据采集效率与快速摸清底数的重要手段

⚫ 保障普查数据质量的重要途径

⚫ 辅助实现隐患评估与灾害区划的重要工具

⚫ 提高专题制图标准化与智能化的重要依托

⚫ 打通系统烟囱的重要桥梁

⚫ 实现数据共享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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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设需求

普查软件功能需求

计算能力 存储能力 安全防护能力 全域数据传输能力 用户管理能力

基础支撑能力 共享与分发能力

调度能力

项目管理能力

任
务
成
果
上
报
汇
总

任
务
分
配

任
务
规
划

调度能力

绩
效
管
理

进
度
监
控

采集能力

内业采集能力

数
据
入
库

数
据
标
准
化

数
据
转
换

外业采集能力

水
面
数
据
汇
集

地
面
数
据
采
集

航
空
数
据
汇
集

航
天
数
据
汇
集

评估与区划能力

评估能力

综
合
风
险
评
估

专
项
评
估

单
灾
种
风
险
评
估

区划能力

综
合
防
治
区
划

综
合
风
险
区
划

单
灾
种
风
险
区
划

质检与核查能力

质检能力

数
据
库
质
检

外
业
调
查
质
检

内
业
成
果
质
检

核查能力

验
收
核
查

质
量
核
查

进
度
核
查

制图与可视化能力

二维可视化
能力

展
示
与
分
析

查
询
与
统
计

三维可视
化能力

展
示
与
分
析

查
询
与
统
计

专题图生
产能力

符
号
库

制
图
工
具
与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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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设需求

国
家
级

省
级

地
（市）
级

县
（区）
级

普查办 地震

普查办 地震

普查办

普查办

承灾
体

历史
灾害

综合
减灾
资源
（能
力）

重点
隐患

气象

气象

气象

水旱

水旱

水旱

海洋

海洋

海洋

林草

林草

林草

住建

住建

住建

住建

环保

环保

交通

交通

交通

交通

地质

地质

地质

地震灾害
重点隐患
历史灾害

地质灾害
重点隐患
历史灾害

海洋灾害
重点隐患
历史灾害

森林和草
原火灾

重点隐患
历史灾害

承灾体 重点隐患 承灾体
气象灾害
历史灾害

水旱灾害
重点隐患
历史灾害

地质

应急

应急

应急

应急

普查全要
素数据及
成果

气象 水旱 海洋 林草 环保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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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设需求

行业用户数 国家级 省级（32） 市级（344） 县级（2851）

应急 305600 100 3200 17200 285100

地震 75870 50 1600 17200 57020

地质 303950 50 1600 17200 285100

气象 75870 50 1600 17200 57020

水旱 106270 100 1950 17200 87020

海洋 8090 50 550 2650 4840

林草 303950 50 1600 17200 285100

住建 328570 50 1600 17200 309720

环保 690 50 640 0 0

交通 161550 200 1600 17200 142550

其他机构 303950 50 1600 17200 285100

系统用户总量约197万人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1 建设需求

业务处理量：日均访

问用户数按总用户数的

50%估算，则日均访问用

户总数不低于98万人次/日。

并发用户量通常按日访问量

的30%估算。则信息系统

并发用户量不低于27万。

注册用户总量

日均用户量
36%

并发用户量
14%

注册用户总量 日均用户量 并发用户量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1 建设需求

序号 行业部门 国家级存储（TB） 省级存储（TB）

1 应急 1159.2 12.6 403.4

2 地震 403.7 44.5 222.5

4 气象 4.5 0.1 3.2

5 水旱 106.4 3.3 106.4

6 海洋 0.2 0.2 2.5

7 林草 5.1 0.2 4.8

8 住建 301.2 24.9 797.3

9 环保 64.5 2.0 64.5

合计 2044.9 - 1604.6

全国数据存储总量：
3649.5TB

⚫ 每个省级行业部门用于移动采

集数据接收的电子政务外网与

互联网的入口带宽需求为

60Mbps。

⚫ 每个行业部门的电子政务外网

带宽需求为27Mbps。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2 系统总体架构 用
户
层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调查人员

业
务
应
用
层

桌面端 移动端 指挥大厅

服
务 
支
撑
层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数据采集系统

灾害风险普查制图系统 系统集成与可视化服务系统

信息发布服务

服务基础管理

云管理平台

数
据

基
础
设
施

标

准

规

范

及

管

理

系
统

安

全

和

运

维

保

障

体
系

数
据
资
源
层

基
础
设
施
层

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

大数据管理与处理系统

网络层 电子政务外网 其他网络

中央软硬件支撑平台

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 安全设备 其他设备

基础数据库 业务数据库 共享数据库

31个省及新疆兵团软硬件支撑平台
省应急云/服务器集群扩容

电子政务
外网

服
务
支
撑

基
础
硬
件
及
设
施

运行管理库

非关系型数据库

文件存储系统

ETL工具

操作系统

GIS平台

  

中央数据库＋省级数据库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

质检与核查系统

计算设备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调度管理系统

全国灾害风险评估与区

划系统

国家、省、地（市）、县（区）4个行政管理层级

应急 地震 气象 水利 海洋 林业和草原 住房和城乡建设 环保行业部门

用户类型

行政级别

  

⚫ 开发1套软件系统

⚫ 建设“1+10”4级数据库

⚫ 搭建中央、省2级硬件平台

⚫ 支持4级应用

⚫ 服务3类用户

⚫ 高扩展性、高开放性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2 开发1套普查软件系统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平台

信息资源规划与数据库 大数据管理与处理系统
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

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

业务支撑软件

全国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

调度管理系统

全国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数据

采集系统

全国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数据

质检与核查系统

全国灾害风险

评估与区划系统

灾害风险普查

制图系统

系统集成与可视

化服务系统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2 建设“1+10”4级数据库体系

全国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数据

库采用中央-省

两级“物理集

中”，国家、省、

市、县四级“逻

辑分散”的建设

模式。

国
家
级

省
及
以
下
级

省普查办
数据库

国务院普查办
数据库

市普查办
数据库

县普查办
数据库

县级
承灾体、历史灾
害、综合减灾资
源（能力）、重
点隐患等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县级
综合风险评
估与区划等

数据

行业县级
成果数据

行业县级
共享数据

行业市级
成果数据

行业市级
共享数据

行业省级
成果数据

行业省级
共享数据

行业部门
成果数据

行业部门
共享数据

房屋市政
（国家）
数据库

房屋市政
（县）
数据库

房屋市政
（市）
数据库

房屋市政
（省）
数据库

县级房屋
市政调查
数据

市级房屋
市政调查
数据

省级房屋
市政调查
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森林草原
（国家）
数据库

森林草原
（省）
数据库

森林草原
（市）
数据库

森林草原
（县）
数据库

森林和草原
火灾普查成
果数据

森林和草原
火灾普查成
果数据

森林和草原
火灾普查成
果数据

森林和草原
火灾调查、
重点隐患、
评估与区划

数据

海洋
（国家）
数据库

海洋
（省）
数据库

海洋
（县）
数据库

省级
海洋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评估与
区划数据

县级
海洋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水旱
（国家）
数据库

水旱
（省）
数据库

水旱
（市）
数据库

水旱
（县）
数据库

县级
水旱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数据

市级
水旱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数据

省级
水旱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评估与
区划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气象
（国家）
数据库

气象
（省）
数据库

气象
（市）
数据库

气象
（县）
数据库

县级
气象灾害
调查数据

市级
气象灾害
调查数据

省级
气象灾害调
查、评估与
区划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省级
地震灾害调
查、重点隐
患、评估与
区划数据

地震普查成
果数据

地震
（国家）
数据库

地震
（县）
数据库

地震
（市）
数据库

地震
（省）
数据库

地震普查成
果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交通
（国家）
数据库

交通
（县）
数据库

交通
（市）
数据库

交通
（省）
数据库

农村公
路、水路
等调查数

据

市级交通
调查数据

省级交通
调查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抽查、分析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省级
承灾体、历史灾
害、综合减灾资
源（能力）、重
点隐患等数据

应急
（国家）
数据库

应急
（县）
数据库

应急
（市）
数据库

应急
（省）
数据库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市级
承灾体、历史灾
害、综合减灾资
源（能力）、重
点隐患等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普查任务
调查底图
初始数据

市级
综合风险评
估与区划等

数据

省级
综合风险评
估与区划等

数据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2 软件与数据库部署“云计算”环境

软件
SaaS

平台
PaaS

基础设施
IaaS

独立主机 Xen Openstack

数据
DaaS

K8S+Docker容器/微服务

弹性扩展 负载均衡 配置管理 服务监控 应用部署

数据采集、质检与核查、评估与区划、指挥调度、制图
RequireJS+Html5+Jquery；GIS插件框架

二三维一体web端javascript+移动端OpenGL开发组件

GIS地图控件

移动端APP
Native + Android插件框架

网络
通信
协议  
TCP、

HTTP/H
TTPS、

UDP

数据
交换
格式  
json、
文件、
二进制
流

Tomcat服务
java通用服务发布

NGiNX
代理集群服务

身份认证 请求验证 请求转发 并发控制

Potal
集成管理

报表引擎

工作流引擎

服务编排

VMWare

GIS引擎

图表插件

集群资源调度与管理(YARN)

关系数据库
（MySQL）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NoSQL数据库
(HBase)

分布式缓存
（Redis）

MapReduce Spark

多类型数据离线批处理 流数据实时分析

Storm
Spark 

Streaming

数据挖掘

Spark MLlib Spark SQL

结构化数据统计分析
安全管理

访问授权
（Ranger）

服务安全网关
（Knox）

多租户隔离

数据加密

批量数据存储/计算

多类型数据存储区

批量数据采集
(Sqoop/自定义)

实时数据采集
(Kafka)

数据预处理系统
(清洗，格式转换，分类) 数据整合/分发

Msg. Subscribe实时数据存储/计算

认证服务

集
群
监
控
管
理
平
台

(CM)

分
布
式
协
调
服
务

(ZK)

JDBC/HTTP(S)/SDK

⚫ 中央部署于“应急云”

⚫ 省级平台建议部署于各省大数

据管理局的云平台。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2 依托现有基础搭建中央、省2级硬件平台

依托电子政务外网，

在中央和省两级部署，

主平台部署于应急管理

部，分平台部署在中国

地震局、自然资源部、

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

单位。

包括国家级8个节点，

全国范围内一共208个行

业省厅节点。

应急管理部

国
家
级

电子政务外网

省
级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中国气象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地震局

应急云

应急云

行业云

行业云

行业云

行业云 行业云

中国气象局

（省厅）

行业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厅）

行业云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主平台
（承灾体、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资源（能力）、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空间数据）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气象）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森林和草原）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地震）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生态环境）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水旱）

电子政务外网
（依托应急云、行业云等资源）

应急管理部

（应急管理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行业云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住房和城乡建设）

自然资源部
(海洋)

行业云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分平台
（海洋）

中国地震局

（省厅）

行业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省厅）

行业云

自然资源部（海洋）

（省厅）

行业云

水利部

（省厅）

行业云

生态环境部

（省厅）

行业云



普查软件与数据

库建设03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3.1 多部门协同建设任务

⚫行业软件系统由各行业

部门分别建设，分行业

集成。

⚫通用软件系统由应急管

理部牵头建设，提供所

有行业部门使用。

全
国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数
据
采
集
系
统

信
息
资
源
规
划
与
数
据
库

技
术
规
范

全
国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与
区
划
系
统

全
国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数
据
质
检
与
核
查
系
统

大
数
据
管
理
与
处
理
系
统

系
统
集
成
与
可
视
化
服
务
系
统

灾
害
风
险
普
查
制
图
系
统

多
部
门
、
多
层
级
跨
平
台
数
据
交
换
与
共
享

全
国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调
度
管
理
系
统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
国家森林和草原局、中国地震局、生态环
境部等行业共同建设，分行业部门使用。

应急管理部牵头建设、所有行业部门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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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

用户为中央及地方各级各部门管理人员

和技术总体人员。主要支撑各级、各部门普查

工作执行进度监控以及人员管理，实现中央、

省、市、县任务的逐级分解与下达，以及项目

进度的逐级汇总与上报，完成普查工作全流程、

全要素的监测与“一张图”全景式分级展示。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

“互联网+”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管理分系统

“互联网+”灾害风险普查任务调度分系统

项目进度监控与绩效评估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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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

建设各行业调查数据采集分系统，历史灾害、

承灾体、综合减灾资源（能力）、重点隐患等专

项调查数据采集分系统以及空间信息制备分系统，

实现平台端、移动端等多终端应用，为灾害信息

调查人员提供高效、便利、自动化程度高的调查

手段，提高普查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

综合灾害调查分系统

地震灾害调查分系统

气象灾害调查分系统

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

海洋灾害调查分系统

森林和草原火灾调查分系统

房屋建筑与市政设施调查分系统

承灾体调查分系统

历史灾害调查分系统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分系统

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分系统

空间信息制备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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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系统

普查信息方面，结合全国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数据的特点，按照各数据生产单位制定

的数据质检规则，通过数据质检与核查，确

保数据成果的正确性、完整性、规范性与逻

辑一致性。

普查项目方面，各级管理部门通过抽检

方式对下级管理部门的任务完成情况、完成

质量等进行质检与核查。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系统

地震灾害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气象灾害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水旱灾害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海洋灾害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森林和草原火灾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房屋建筑与市政设施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历史灾害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承灾体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普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重点隐患排查数据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空间要素信息质检与核查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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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全国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系统

面向国家、省、市、县4级用户，支持行业灾

害风险评估以及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资源（能

力）、重点隐患、承灾体等的风险评估，同时支

持多灾种、多要素的综合风险评估。基于风险评

估成果，实现对各行业不同尺度的区划与防治区

划，以及多灾种、多要素的综合风险区划和防治

区划。

全国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系统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分系统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分系统

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分系统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分系统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分系统

历史灾害评估分系统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评估分系统

重点隐患排查识别分系统

承灾体综合风险评估分系统

综合风险评估分系统

综合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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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灾害风险普查制图系统

面向各级各行业用户的专题产品生产需求，

提供不同灾种的制图工具与模板，建立相应的符

号库系统，支持用户编制各级自然灾害风险单要

素地图、单灾种风险图和综合风险图。实现事件

驱动和规则驱动的单项、批量专题图产品生产、

质检、入库、共享与分发全自动流程。

灾害风险普查制图系统

制图工具开发分系统

制图数据自组织分系统

制图模板定制与管理分系统

制图产品生成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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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系统集成与可视化服务系统

将不同业务部门独立开发的软件集成到统一

的前端界面中去，统一管理、统一认证、统一风

格。可视化服务方面，提供二维三维可视化和热

力图、栅格图、聚集图等形式多样、内容直观、

全动态、高实时、可定制、二三维一体化的展示

服务。

系统集成与可视化服务系统

灾害普查业务系统集成分系统

可视化服务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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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数据管理与处理系统

构建面向各级的全国灾害综合风险大数据资

源体系，实现不同来源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灾害

综合普查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一体化管理和更新

维护。同时，提供各灾种及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数据的不同数据处理模式，支持对于普查数据

智能分析挖掘和决策服务。

大数据管理与处理系统

数据接入分系统

数据治理分系统

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分系统

大数据存储管理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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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

对内满足多个行业部门以及各级部门的数据

交互与共享，对外满足成果与信息发布的需求。

横向联合多个业务部门及各业务应用系统、纵向

贯通4级用户，提供短消息、长文本、块数据等不

同类型数据的共享与交互手段，并能够根据不同

的权限、不同的信息订阅分发机制，满足不同场

景下的数据交互与共享需求。

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

交换与共享资源管理分系统

数据交换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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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普查空间底图制备

提供全国统一的空间数据、专题信息、调查规范和成果管理支撑。汇聚提取全国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典型要素的空间属性基础上，制备形成标准统一、覆盖全国的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底图。补

充制备遥感数据，建立调查要素分级分类遥感调查技术规范，开展目标要素的空间位置属性调研。

空间基础底图

• 全国遥感影像底图

• 全国基础地理信息底图

• 全国全要素矢量地图数据

全国行政区划图

• 界线数据包括全国、省、地、

县、乡5级

• 村级行政区划只包括点位

调查对象矢量地图

• 应急管理系统调查对象数据

制备

• 行业调查对象数据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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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查空间底图构成

空间底图数据：普查数据成果背景展示，制作各类普查成果专题地图。包括地图服务数据和亚

米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应急管理“一张图”的地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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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查空间底图构成

行政区划数据：开发

建设了全国行政区划数据

更新系统，以国家有关部

门发布的行政区划数据为

基础，依据各省应急管理

部门更新制作1套截至

2020年底全国最新的行

政区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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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查空间底图构成

调查对象地图数据：利用清查数据，采用软件系统地址匹配功能自动制作各类调查对象地图数据。

也可以利用现有调查对象地图数据与天地图数据进行空间配准制作。每一个调查对象形成单独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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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空间底图的普查数据采集流程

1.准备工作

2.调查对象清查

3.工作底图制备

4.内外业调查

5.审核汇集 调查成果由县-市-省-国家进行逐级质量检查与审核汇集。

包括方案制定、人员选聘、业务培训、调查软件、技术装备、开展试点等。

将天地图、各级行政区划、清查数据进行整合叠加，制备调查工
作底图。

基于调查工作底图，通过内外业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调查对
象空间数据、指标信息的采集工作。

收集、采集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形成全国调查对象清查数据。

技术支撑：调查对象清查软件

技术支撑：调查对象普查软件（web版）

技术支撑：调查对象普查软件（web版、微信小程序）

技术支撑：调查对象普查软件（we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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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灾害风险普查试点软件总体流程

Text here Text hereText here Text hereText hereText here

任务调度管理 行政区划更新 普查数据采集

• 任务创建

• 任务分解

• 任务下达

• 进度管理

• 验收评价

• 区划代码更新

• 区划边界调整

• 特殊区划构建

• 内业处理

• 采集任务分配

• 外业核查

• 内业审核

• 参与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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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调度管理系统

国灾险普办 省普查办 市普查办 县普查办 参与部门

（1）用户对象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国灾险普办 省普查办 市普查办 县普查办

任务创建
任务下达

调度管理系统

任务下发
任务分解
任务下达

任务分解
任务下达

任务进度 掌握进展情况
进度汇总
进度反馈

进度汇总
进度反馈

任务验收
任务评审
任务验收

任务评审
任务验收

任务验收

任务执行

进度反馈

任务完成

（2）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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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3）任务创建与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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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4）任务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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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5）任务进度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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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灾害风险普查调度管理系统（应急管理部）

（6）任务验收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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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灾害风险普查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应急管理部）

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

国灾险普办 省普查办 市普查办 县普查办

（1）用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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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灾害风险普查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应急管理部）

国灾险普办省普查办市普查办县普查办

提出修改
申请

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总体流程

区划代码更新
审核并
上报申请

审核确认

区划图形更新
提出区划图形
更新申请

提出区划图形
更新申请

根据申请
集中调整

区划图形更新
根据需求

设置特殊区划
根据需求

设置特殊区划
完成

行政区划更新

（2）业务流程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5.2 灾害风险普查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应急管理部）

（3）区划代码调整

市县调整，省级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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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灾害风险普查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应急管理部）

（4）区划边界调整

区划边界图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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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灾害风险普查全国行政区划更新系统（应急管理部）

（5）特殊区划设置

跨区域设置特殊区划
满足多样化普查任务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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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电脑端 移动端：苹果+安卓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

国灾险普办 省普查办 市普查办 县普查办 参与部门 外业调查员

（1）用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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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数据采集系统总体流程

国灾险普办省普查办市普查办县普查办

参与部门 外业调查员

任务下达与
数据上报

外业核查与
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
与上报

外业核查与
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
与上报

数据审核
与上报

（2）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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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3）外业核查人员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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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4）外业核查人员信息核查

①登录 ②领取任务 ③待核查列表 ④信息核查 ⑤空间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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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5）区县应急局与参与部门进行普查对象信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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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6）各级用户数据审核与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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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应急管理部）

（7）首页数据汇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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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 × ×

联系方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