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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减灾能力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综合减灾能力指标及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各区（市）县自然灾害综合减灾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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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6376-2010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综合减灾

在自然灾害管理的各个阶段，综合集成自然灾害服务管理资源要素，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等多方

参与，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自然灾害对社会和环境的影

响。

注：改写GB/T 26376-2010，定义2.3。

4 指标及内容

4.1 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的指标及内容见表 1。

表 1 组织管理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组织管理

机构设置 成立减灾相关机构，成员单位分工明确、职责落实。

制度建设 制定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纳入区（市）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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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组织管理

制度建设 建立自然灾害管理制度。

人员配置

社区（村）应配置自然灾害信息员。

自然灾害监测员数量与灾害隐患点的比例。

登记与注册的社工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

资金投入 防灾减灾救灾经费投入金额。

应急预案

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及相关部门（单位）有自然灾害应

急预案。

4.2 自然灾害风险辨识

自然灾害风险辨识的指标及内容见表2。

表 2 自然灾害风险辨识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自然灾害

风险辨识

风险识别

有最新的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点清单，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排查。

有自然灾害风险信息示意图，标示自然灾害危险类型、强度（等级）、风险

点或风险区的时间、空间分布及名称等。

风险脆弱性识别

有受自然灾害的威胁的脆弱人群清单。

有应对自然灾害脆弱人群的帮扶措施。

有自然灾害风险老旧危房清单。

农村危房改造完成率。

4.3 监测预警预报

监测预警预报的指标及内容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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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监测预警预报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监测

预警预报

监测

气象监测站覆盖城市面积的密度。

地质灾害监测点占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比例。

地震监测站覆盖城市面积的密度。

森林火灾（重点易发区域）监测点覆盖森林面积的密度。

预警预报可达性

有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紧急发布和快速传播机制。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光纤到村覆盖率。

4.4 工程减灾

工程减灾的指标及内容见表 4。

表 4 工程减灾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工程

减灾

公共工程防灾性能

供电系统的电网 N-1 通过率。

供水系统电源保障度。

供水管网压力监测点数量。

供水系统调节能力。

供气系统的管网泄漏自查率。

防灾工程

水毁堤防修复公里数占水毁堤防总公里数的比例。

市区排水管道长度分布的疏密程度。

地质灾害防治有效工程量占治理工程总量的比例。

4.5 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

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的指标及内容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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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应急处置

与恢复重建

应急通信 卫星电话的数量。

卫星终端的数量。

无线短波电台数量。

应急救援

应急搜救人员数量。

应急搜救装备种类、数量。

社会组织专业救援数量。

紧急医学救援队伍人数。

卫生防病应急队伍人数。

应急救治基地医院数量。

有与城市人口相匹配的避难场所。

应急救助

人均协议储备总额。

现有物流仓储面积。

每万人拥有的公路总里程数。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数量。

有地方粮食储备。

建有达到民政部要求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

有救灾物资管理规章制度。

恢复重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GDP。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有城乡居民住房保险制度。

4.6 减灾文化

减灾文化的指标及内容见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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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综合减灾文化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减灾

文化

古代减灾工程 有古代减灾工程保护措施。

防灾减灾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防灾减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自然灾害遗址 有自然灾害遗址保护措施。

宣传教育活动 结合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等，集中开展大型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防灾减灾知识教育 防灾减灾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生命安全教育课程。

科普宣传 利用电视台、广播、新媒体等方式进行防灾减灾科普宣传。

培训 公务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参加防灾减灾专题培训的班次、人数。

防灾减灾救灾演练 每年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演练。

4.7 综合减灾效果效应

综合减灾效果效应的指标及内容见表7。

表 7 综合减灾能力效果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综合减灾

效果效应

灾害预报

全年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预警预报准确率。

全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预报准确率。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占社区总数比例。

综合减灾标准化社区（村） 综合减灾标准化社区（村）占社区总数比例。

公众知晓度 公众知晓自然灾害风险隐患、避难场所位置、减灾知识等的程度。

4.8 创新与持续改进

创新与持续改进的指标及内容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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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创新与持续改进的指标及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创新与

持续改进

创新

防灾减灾救灾科研工作获得国家、省、市、县防灾减灾救灾类课题立项的数量。

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获得国家、省、市的表彰。

参与制定和实施防灾减灾救灾类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持续改进 有评价改进治理机制。

5 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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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指标计算方法

A.1 组织管理

A.1.1 自然灾害隐患点监测员人数占自然灾害隐患点总数的比例按式（A.1）计算：

自然灾害隐患点总数

人数自然灾害隐患点监测员
灾害隐患点比例自然灾害监测员数量与  ....................（A.1）

A.1.2 登记与注册的社工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按式（A.2）计算：

%100
常住人口（人）

（人）登记与注册的社工人数
住人口的比例登记与注册的社工占常 .........（A.2）

A.1.3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按式（A.3）计算：

%100
常住人口（人）

注册志愿者人数（人）
人口比例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 ...................（A.3）

A.2 自然灾害风险辨识

A.2.1 农村危房改造完成率指的是当年年底危房改造竣工量（户）占该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量（户），

按式（A.4）计算：

%100
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量（

户）年底危房改造竣工量（
农村危房改造完成率 .................（A.4）

A.3 监测预警预报

A.3.1 气象监测站密度覆盖城市面积的程度按式（A.5）计算：

%100
）城市面积（百平方公里

气象监测站数量（台）
气象监测站密度 ...................（A.5）

A.3.2 地质灾害监测点比例是指地质灾害监测点占地质隐患点的比例按式（A.6）计算：

%100
地质隐患点数量（个）

个）地质灾害监测点数量（
地质灾害监测点比例 ..............（A.6）

A.3.3 地震监测站（点）的密度是指地震监测站（点）占城市面积的比例按式（A.7）计算：

）城市面积（百平方公里

（个）地震监测站（点）数量
百平方公里）度（个地震监测站（点）的密 / ...............（A.7）

A.3.4 森林火灾（重点易发区域）监测点覆盖森林面积的程度按式（A.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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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万亩）

域）监测点数量（个）森林火灾（重点易发区
万亩）域）监测点密度（个森林火灾（重点易发区 / ......（A.8）

A.3.5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指的是在对象区内能接收到由当地通过无线、有线或卫星等各种技术方式

转播的各级广播节目的人口数占城市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按式（A.9）计算：

%100
城市总人口数

口数接受各级广播节目的人
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 ........................（A.9）

A.3.6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指的是在对象区内能接收到由当地通过无线、有线或卫星等各种技术方式

转播的各级电视节目的人口数占城市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按式（A.10）计算：

%100
城市总人口数

口数接受各级电视节目的人
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 ............（A.10）

A.3.7 光纤到村覆盖率指的是接入光纤宽带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按式（A.11）计算：

%100
行政村总数（个）

（个）接入光纤宽度的行政村
光纤到村覆盖率 ...........（A.11）

A.4 工程减灾

A.4.1 电网N-1通过率

A.4.1.1 220 千伏电网N-1通过率按式（A.12）计算：

%1001N1N 



总元件数量

原则的元件数量满足
通过率 ....................（A.12）

A.4.1.2 110～35 千伏电网N-1通过率包括主变N-1通过率和线路N-1通过率，分别按式（A.13）、（A.

14）计算：

%1001N1N 



总主变数

原则的主变数满足
通过率主变 ....................（A.13）

%1001N1N 



线路总条数

原则的线路条数满足
通过率线路 ....................（A.14）

A.4.1.3 10千伏电网N-1通过率按式（A.15）计算：

%1001N1N 



线路总条数

原则的线路条数满足
通过率线路 ....................（A.15）

A.4.2 供水系统电源保障度

供水系统电源保障度指的是供水系统中双电源（或多电源）水厂生产能力占总生产能力的比例，按

式（A.16）计算：

总生产能力

电源）水厂生产能力供水系统双电源（或多
供水系统电源保障度  ...........................（A.16）

A.4.3 供水管网压力监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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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网中监测点分布率指的是管网监测点布点数量占供水面积的比例，按按式（A.17）计算：

供水面积（平方公里）

个）管网监测点布点数量（
平方公里）管网监测点分布率（个 / ....................（A.17）

A.4.4 供水系统调节能力

供水系统调节能力指的是在供水系统中水厂及加压站清水池、高位水池或调节水池等水量调蓄构筑

物总容积与日供水能力的比例，按按式（A.18）计算：

日供水能力

水量调蓄构筑物总容积
供水系统调节能力  .......................................（A.18）

A.4.5 管网泄漏自查率

管网泄漏自查率指的是管网泄漏自查起数占管网泄漏起数的比例，按式（A.19）计算：

管网泄漏起数

管网泄漏自查起数
管网泄漏自查率  ..................................（A.19）

A.4.6 水毁堤防修复公里数占水毁堤防总公里数的比例

按式（A.20）计算：

水毁堤防总公里数

水毁堤防修复公里数
水毁堤防修复率  ...............................（A.20）

A.4.7 市区排水管道长度分布的疏密程度

按式（A.21）计算：

市区面积（平方公里）

里）市区排水管道长度（公
平方公里）排水管网密度（公里 / .........................（A.21）

A.4.8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效比例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效比例指的是地质灾害防治有效工程量占治理工程总量的比例，按式（A.22）

计算：

%100
治理工程总量

量地质灾害防治有效工程
比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效 ..................（A.22）

A.5 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

A.5.1 人均协议储备总额指的是每人拥有签订协议储备物资的资金额度，按式（A.23）计算：

常住人口

签订协议储备物资总额
人均协议储备总额  ....................（A.23）

A.5.2 每万人所拥有的公路总里程数，按式（A.24）计算：

常住人口（万人）

公路里程（公里）
万人）公路密度（公里 / ......................（A.24）

A.5.3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指的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万人）占常住人口（万人）的比例，按式

（A.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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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常住人口（万人）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A.25）

A.6 综合减灾效果效应

A.6.1 全年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预报预警准确率指的是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预报预警正确次数占全年

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预报预警（正确次数+漏报次数）的比例，按式（A.26）计算：

%100



漏报次数）空报次数害预报预警（正确次数全年气象灾害及衍生灾

报预警正确次数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预
害预报预警准确率全年气象灾害及衍生灾

.（A.26）

A.6.2 全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预报准确率指的是全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准确次数占全年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预报次数的比例，按式（A.27）计算：

%100
预报次数全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准确次数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预报
准确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预报 ..........（A.27）

A.6.3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占社区总数的比例，按式（A.28）计算：

%100
社区总数（个）

数量（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比例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A.28）

A.6.4 综合减灾标准化社区（村）占社区总数的比例，按式（A.29）计算：

%100
社区总数（个）

个）综合减灾标准化社区（
例综合减灾标准化社区比 ..............（A.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