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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灾情综述

周桂华，杨子汉

（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云南 昆明６５０２２４）

摘　要：２０１３年云南自然灾害灾情总体呈现以下特点：滑坡灾害伤亡严重；地震灾害频繁密集发生，损失严重；
旱情形势严峻，需救助的人数多；汛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单点性降雨过程多，导致汛期灾害造成人员伤

亡数量大；雪灾和低温冷冻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该文对２０１３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灾情作了综述，对灾害特点
进行了初步分析，从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加强防震减灾、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森林防火、农林有害

生物防治及环境保护工作７个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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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地区，地震、干旱、
泥石流和生物灾害等非常普遍［１］。同时，云南是

我国的欠发展地区，防灾减灾能力总体上仍然比

较弱，灾害造成的损失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２］。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先后遭遇了连续第４年的
干旱，“１·１１”、“１·３１”镇雄特大山体滑坡；“３
·３”、“４·１７”洱源５０、５５级地震；“７·２”富
源洪涝灾害；“７·５”盐津山体滑坡；“８·２８”、“８
·３１”迪庆５１级、５９级地震；“９·８”云龙泥石
流等严重自然灾害，这些灾害给灾区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３］。

２０１３年，云南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２５１２３万
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１６５人、失踪１４人，
饮水困难人口 ３６０５５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７５４万人，民房倒塌 ３７６８户 １９８６９间、损坏
６４１１万间，农作物受灾 １８９０８３ｋｈｍ２、绝收
２４３８９ｋｈｍ２，死亡大牲畜１０２５２头（匹）；灾害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２４９６１亿元。其中，受灾人口、
农作物受灾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略高于 ２０１２年；
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绝收面积、倒塌和房屋

损坏间数少于２０１２年［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间，各种自然灾害累计造成云
南１５１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１
４４４人，民房倒塌 ７６８９１万间、损坏 ４１０７１万
间，农作物受灾 １２９１０７ｋｈｍ２、绝收 ２６２１４３
ｋｈｍ２，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９１９１亿元。随

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自然灾害对人类生活的影

响日益加重，加强灾害综合研究，及时对年度自

然灾害灾情开展统计、分析和研究工作，将为云

南自然灾害规律研究和减灾救灾工作提供重要的

科学参考依据［３］。

１　２０１３年云南自然灾害灾情分析

１１　灾情发生特点
（１）滑坡灾害伤亡严重。
由于云南省多山区、海拔高差大、地质环境

脆弱，山体滑坡灾害易造成严重损失［４］，尤其是

２０１３年滑坡灾害造成的损失较２０１２年成倍增长。
１月１１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赵家沟村
发生的山体滑坡灾害，造成１４户４６人遇难［５］。

（２）地震灾害频繁密集发生，损失严重。
２０１３年，云南频繁发生的地震造成大量民房

受损、经济损失大，灾区恢复重建任务重，严重

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全年发生４级以上破坏性
地震１２次，先后遭遇了盐津“２·０７”４２级、巧家
“２·１９”４９级、墨江“２·２０”４８级、永胜“２·
２２”４２级、洱源“３·０３”５５级、宁洱“３·１９”４２
级、洱源 “４·１７”５０级、迪庆“８·２８”５１级、
“８·３１”５９级、宁洱“１０·１５”４２级、东川“１１·
１６”４５级和祥云“１１·２８”４６级地震［６］。

（３）旱情形势严峻，需救助人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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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３年灾害损失区域分布情况表

区域 范围
死亡（含失踪）

人口／人
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万人
倒塌房

屋／万间
受灾面积占

播种面积比例／％
直接经济损失

占ＧＤＰ比例／％
全省 １６个州市 １７９ ８４７ １４４ １８５２ １５３

滇东
昭通、曲靖、红河、文山、

玉溪、楚雄、昆明、西双版纳
１３７ １２４ ０３３ １２０７ １１４

滇西
普洱、临沧、德宏、保山、

大理、丽江、怒江、迪庆
４２ ７２４ １４１ ６４５ ０８７

注：播种面积和ＧＤＰ数值依据云南省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２年数据
　　表２ ２０１３年自然灾害分灾种情况统计表

灾种
受灾乡
镇／个

受灾人
口／万人

死亡失踪
人口／人

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万人

农作物受

灾面积／ｋｈｍ２
农作物绝收

面积／ｋｈｍ２
倒塌房
屋／万间

严重损坏
房屋／万间

一般损坏
房屋／万间

直接经济
损失／亿元

旱灾 １１６９１２７４３７ ８０７４１ １０６５５ ６６７５
滑坡 ９８ ６１２ ６９ ０３０ ３１１ ０３２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２１ １１８
泥石流 ５９ ４４６ １９ ００３ ２４８ ０９９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６１
地震 １１８ ６６０７ ３ ６８７ １１５ ８５４ ４４０６ ２９１９
洪涝 ９９０ ２２１３９ ４９ ０９９ １２３１５ １９３３ ０２９ ０５９ ３４１ ２６３９

山体崩塌 １０ ０１８ ５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７ １０２
风雹 ８８７ ２５７９１ ２８ ０２３ １８６５６ ３７１８ ００４ ０６０ ４７０ ２０８９

低温冷冻 １５８ ３９１８２ ７００ ３１５２０ ３３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６３２
雪灾 １４ ３４３０６ ００３ ４０２４７ ２６９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１ ４７６６

生物灾害 ５５ １９００ １４８５ ０４３ ０４７
合计 ３５５８２４７９１３ １７９ ８４７ １８０４９３ ２２２５１ １７４ ９９８ ５２９１ ２０７２３

　　２００９年入秋以来，云南遭遇严重旱灾，２０１３
年是连续干旱的第４年，连年受旱致使灾害叠加效
应明显，小春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水库塘

坝干涸，部分山区、半山区群众生活困难程度进

一步加剧。２０１２年底以来，云南省大部分地区气
温高、风速大、湿度小、蒸发大、太阳辐射强、

降水稀少，干旱呈持续发展态势［７］。

（４）汛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单点性降雨
过程多，导致汛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数量大。

２０１３年全省共 １０１人因洪涝、风雹及泥石流
灾害死亡及失踪。进入汛期以来，由于单点性暴

雨及强对流天气，造成洪涝、风雹、泥石流等灾

害频繁发生。７月２日富源县发生洪涝灾害，造成
房屋倒塌１０人被埋（其中６人遇难，４人受伤）［８］。

（５）雪灾和低温冷冻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２０１３年入冬以来云南省大范围、大幅度的降

温过程，造成全省大面积遭受雪灾和低温冷冻灾

害，三七、橡胶、咖啡、香蕉、茶叶、甘蔗、花

卉等经济作物和蚕豆、油菜、蔬菜等小春作物冻

害极为严重，对农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和

损失［８］。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２１日全省大范围的
雨雪霜冻过程对文山州三七种植业造成严重影响，

据文山州三七特产局统计，全州种植的三七作物

有１２５４９ｋｈｍ２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５８亿元。
１２　灾情区域分布特点

从区域受灾情况看，２０１３年滇东地区的死亡
人口远远高于滇西地区；２０１３年滇西地区由于地

震灾害频发，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及房屋倒损数量

高于东部；滇东地区多为粮食主产区，受旱灾、

洪涝、风雹、滑坡和泥石流影响，农作物受灾面

积高于西部地区；从直接经济损失占本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例情况看，滇东高于滇西（表１）。
１３　分灾种灾害特点

从自然灾害分灾种情况来看，２０１３年灾害种
类以旱灾、风雹、洪涝等灾害最为严重。灾害发

生频次以洪涝、风雹灾害最多；受灾人口位居前

三位的是旱灾、低温冷冻、雪灾，所占比例分别

为５１４％、１５８％、１２８４％；滑坡、洪涝和风雹
造成的死亡人口最多，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９％、
２７％、１６％；地震灾害造成的紧急转移人口、倒
塌、严重损坏房屋、一般损坏房屋最高，分别占

８１０７％、６６１１％、８５５３％、８３２７％；农作物的
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均以旱灾为最，占全部灾种

的 ４４７３％、４７８９％，其 次 是 雪 灾，分 别 占
２２３％、１２１１％，旱灾和雪灾是导致２０１３年农作
物受灾的最主要灾种；直接经济损失以旱灾、雪

灾和地震灾害最高，分别占 ３２２１％、２２９９％、
１４０９％（表２）。
１４　灾情对比

与２０１２年相比，２０１３年的受灾人口、受灾面
积和直接经济损失略高，其余各项指标均有所下

降，受灾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

分别上升８９２％、６０２％和２３８０％，死亡（失踪）
人口、农作物绝收面积、倒塌房屋和损坏房屋分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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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２００１年以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对比表

年度
受灾人
口／万人

死亡、失踪
人口／人

农作物受

灾面积／ｋｈｍ２
农作物绝收

面积／ｋｈｍ２
倒塌房屋
间数／万间

损坏房屋
间数／万间

直接经济
损失／亿元

２００１ ２５６６５ ５５８ １９９２５ ３３３９ １３９ １２２２ ９２４
２００２ ２５４４ ５５３ ２００３ ２８４ ９８ ５５ ６４４
２００３ ２３４１２ ２２９ １６５２３ ２３８１ ８６ １８３９ ６１
２００４ １８２５３ ３２９ １０６１７ １５３９ １２３ １５８６ ７２６
２００５ ２７５６５ ３０３ ２５７９３ ４３９６ １０２ ８４９ １０５５
２００６ ２１６１ ４０９ １２２９６ ２３９３７ ９４７ ３３４ ８２５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４３９６ ３７８ １３５６６ ２００７ １６３８ ８５７８ １００９７
２００８ ２９２２５８ ４０２ １７２７２８ ３８３０１ ３３１７１ １１９４８ １９８２１
２００９ ２６７５０７ １８０ １８５６９４ ２７３３２ １７９４ ７９８９ １０１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７９３７５ ３３４ ３５３７７７ １１２５６５ ７２４ ４３４２ ３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８７８１ １０７ ２１１４５１ ３２０７４ ６０８ ３９５８ ２２１３３
２０１２ ２３０６３５ ２４２ １７８３３７ ２７４８２ １０４７ ６４２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３ ２５１２３ １７９ １８９０８３ ２４３８９ １９９ ６４１１ ２４９６１

２０１３与２０１２
对比／％ ８９２ －２６０３ ６０２ －１１６ －８０９９ －０１９ ２３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均值

２４０１１９ ３３５３３ １９０７９１ ３５５５９ １２９６ ８９２０ １３５１４

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均值对比／％ ４６２ －４６６１ －０９０ －３１４１ －８４６５ －２８１３ ８４７０

别下降２６０３％、１１６０％、８０９９％和０１９％；与
２００１年以来同期均值比较，除受灾人口和直接经
济损失有所提高，分别为４６２％和８４７０％，其他
指标均有所降低，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

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倒塌房屋和损坏房屋分

别下降 ４６６１％、０９０％、３１４１％、８４６５％ 和
２８１３％［９］。２００１年以来云南自然灾害损失情况如
表３所示。

２　２０１３年主要自然灾害灾情

２１　气象气候灾情
２１１　气象灾情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发生了干旱、暴雨洪涝、森
林火灾、低温冷害、霜冻、雪灾、大风、冰雹、

雷电、气象地质灾害、作物病虫害等气象及其衍

生灾害，各类气象灾害共造成２５７４２万人受灾，
１６１人死亡，１３人失踪；房屋受损１３０５１２间，倒
塌８２３６间；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８８９５ｋｈｍ２，绝收
面积２３２３ｋ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９２亿元，其中
农业经济损失 １５９５亿元。总体上，２０１３年气象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平
均值，死亡和失踪人数低于近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平
均值，但略多于２０１２年同期。
２１２　主要气象灾害分布

从２０１３年云南省主要气象灾害分布来看：春
季干旱灾害对小春作物、林地和库塘蓄水造成不

利影响；冬春季滇中和滇西多地发生森林火灾；

夏季暴雨洪涝灾害频次高，地质灾害局地影响偏

重；春早季大风、冰雹灾害损失偏重；冬季低温、

霜冻、雪灾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偏重。

从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干旱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的比重最大为３５％、其次是低温
冷害占 ３４％，暴雨洪涝和大风冰雹灾害分别占
１５％和１４％，气象地质灾害占２％，其他几类灾害
损失都较小不足１％（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３年主要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比重

　　从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踪分类而言，
气象地质灾害最多（９５人），其次是暴雨洪涝灾害
（５１人），再次是雷电灾害（２１人），第四位是大风
冰雹灾害（７人）（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３年主要气象灾害造成死亡和失踪人员分布

２１３　主要气象灾害分述
（１）干旱灾害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大部地区发生了春旱，共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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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个州市１２７４４万人受灾，有３９１０万人饮水困
难；农作物受灾面积８０７４ｋｈｍ２，绝收面积１０６６
ｋｈｍ２，成灾面积４０１７ｋ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６６８
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６４６亿元。

从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统计数据看，损失最

大的是临沧、曲靖、保山、大理等州市，直接经

济损失分别达到１２５亿元、８０亿元、６９亿元、
６７亿元；受灾人口分别为 ７７９万人、２０７２万
人、９８９万人、１２５４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分别
为６１１ｋｈｍ２、１２００ｋｈｍ２、６７１ｋｈｍ２、７９１ｋｈｍ２。

（２）森林火灾
２０１３年云南森林火灾初发时间稍晚，２－５月，

迪庆、丽江、昆明、玉溪等州市发生森林火灾１９
起，其中玉溪市属灾害高发区（６起），其次是丽江
市（５起）。

（３）低温冷害、冻害、雪灾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的低温、雨雪、霜冻灾害造成

的经济损失高于近１０年的平均值，主要是１２月中
旬低温、雪灾、霜冻灾害对云南大部地区农作物

和经济作物造成的影响较为严重。灾害共造成

７３９７万人受灾；房屋受损 ３４２８间，房屋倒塌
４４５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７０６３ｋｈｍ２，绝收面积
６２３ｋｈｍ２；死亡大牲畜 ３１７９头。直接经济损失
６４９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６００亿元。

（４）冰雹、大风灾害
２０１３年２－１０月，全省发生局地冰雹、大风

灾害２１５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近１０年来最
高值。其中４－５月，滇西、滇南及滇东北等地局
部冰雹、大风灾害频繁；６－８月，丽江、大理、
滇中及以东等地冰雹、大风灾害突出。冰雹大风

灾害共造成２８６４万人受灾，７人死亡；房屋受损
６５６３６间，倒塌 ９１４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２１６１
ｋｈｍ２，绝收面积 ４００ｋ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２５６
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２１６亿元。

（５）雷电灾害
２０１３年雷电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少于近１０年

同期平均值。４至 ９月，昆明市、昭通市、曲靖
市、保山市、楚雄州、文山州、大理州发生雷电

灾害并造成２１人死亡。
（６）洪涝灾害
５－１０月，全省各州市发生局地洪涝灾害２５５

次，其中６－８月，昭通、大理、丽江、临沧、普
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暴雨洪涝灾害

突出。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少于近１０年平
均值，经济损失接近近１０年平均值，人员伤亡少
于近１０年平均值，基础设施和家庭财产损失在直
接经济损失中的比重也较大。

洪涝灾害造成２５６４万人受灾，４５人死亡，６
人失踪；房屋受损５０７６８间，倒塌４５４０间；农作
物受灾面积１３８４ｋｈｍ２，绝收面积２１６ｋｈｍ２，死
亡大牲畜５００万头。直接经济损失２７８亿元，其

中农业经济损失１１８亿元［１０］。

（７）滑坡、泥石流灾害
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月，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全

省１３１万人受灾，８８人死亡，７人失踪；房屋受
损１００５６间，倒塌２３０４间；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５
ｋｈｍ２，绝收面积１４ｋ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６亿
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０８亿元。

（８）作物病虫害
２０１３年生物灾害种类主要是气候性斑点病、

稻瘟病、稻飞虱、稻螟虫、纹枯、玉米大斑病、

灰斑病、玉米螟、白叶枯病等病虫害。作物病虫

害造成 １９０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４８
ｋｈｍ２，绝收面积 ０４ｋ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０５
亿元。

２２　地震灾害
２２１　概况

２０１３年云南地区共发生３级以上地震２０５次，
其中３０～３９级１７５次，４０～４９级２６次，５０
～５９级 ４次。最大地震为 ８月 ３１日四川得荣、
云南德钦、香格里拉县交界的 ５９级地震。２０１３
年云南地区地震活动的显著特点是：５级地震集中
在滇西北活动，分别发生了洱源５５级、５０级和
香格里拉５１级、５９级地震；滇西南的思茅、墨
江、景谷地区在２０１３年２－５月出现４级地震的时
空从集。２０１３年云南地区Ｍ≥３地震频度稍高于均
值线，４、５级地震频度自２０１２年６月以来处于持
续上升状态，２０１３年中等地震显著增加。

空间上３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在小滇西－滇西
－滇东北的ＮＥ向条以及滇西南临沧－普洱 －景洪
一带。

２２２　云南２０１３年Ｍ≥５级地震及灾害情况
２０１３年云南Ｍ≥５级地震为３月３日、４月１７

日洱源５５级、５０级、８月２８日、８月３１日香格
里拉、德钦 －四川得荣交界５１级、５９级地震，
表４中给出了地震序列参数，表５中给出了２０１３
年地震云南的破坏和灾害情况。

２３２　地质灾害主要特点
２３２１　２０１３年云南地质灾害发生概况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发生地质灾害 ４２５起。其中滑
坡２４７起、崩塌８３起、泥石流６８起、地面塌陷９
起、地裂缝１０起、地面沉降８起。有特大型地质
灾害７起，大型地质灾害２起，中型地质灾害２８
起，小型地质灾害３８８起。地质灾害造成６９人死
亡、３人失踪、３３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５１９８亿
元（以上数据不包含迪庆“８·２８”、“８·３１”地震所
造成的损失数据，其中迪庆“８·２８”、“８·３１”地
震共造成 ３人死亡、４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１４５５亿元）。与去年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有
所减少，但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有一

定程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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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２０１３年云南地区５级以上地震参数统计表

地震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Ｍ 地名
序列Ｍ≥１０地震频度次∑Ｎ

２０１３－０３－０３ ２５９°，９９７° ５５

２０１３－０４－１７ ２５９°，９９８° ５０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３９次（其中２级３８次，３级３次，
５级１次）４９次（其中２级３９次，
３级８次，４级１次，５级１次）

２０１３－０８－２８
２０１３－０８－３１

２８２２°，９９３５° ５１
２８２２°，９９４０° ５９

云南香格里拉、德钦－
四川得荣交界

８８２次（其中２级１４５次，３级９１３
次，４级７次，５级２次）

　　表５ ２０１３年云南Ｍ≥５０地震烈度及震害统计表

地震参数 宏观震中 极震区烈度
经济损

失／万元
死亡／人 受伤／人 受灾／人口

２０１３－０３－０３洱源５５
炼铁乡前甸村委会新建村至

江旁村委会一带
Ⅶ ７０８００ ／ ３０ １４１５８８

２０１３－０４－１７洱源５０
炼铁乡翠屏村委会凤鸣村到

长邑村一带
Ⅷ ２０８７８ ／ １４ ２２８８２

２０１３－０８－２８、３１云南香
格里拉、德钦 －四川得荣
交界５１、５９

香格里拉县尼西乡幸福村至

德钦县奔子栏镇争古村一带
Ⅷ １４５５００ ３ ４９ １１４０５１

计标准的地质灾害发生，地质灾害发生最多的州

（市）有西双版纳、大理、德宏、普洱（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３年度云南省各地州地质灾害数量统计图

　　２０１３年云南全省１６个州（市）中，均有达
到统其中昭通、曲靖因灾死伤人数居全省前两位

（图４），昭通、大理、德宏、迪庆因灾直接经济损
失居全省前四位。

图４　２０１３年度云南省各地州因地质灾害死亡人数统计图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成功预报地质灾害２７起，转移
群众２３１３人，避免伤亡人员１９０５人，避免直接
经济损失６５９４万元。
２３２２　２０１３年云南地质灾害发生主要特点

（１）与多年同期相比灾情偏重
与２００１年以来多年同期相比，２０１３年地质灾

害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高于多年平均水平，属偏

重灾年。

（２）滇东北、滇西、滇西北、滇东南局部地区
灾情严重。

由于云南省昭通、怒江、普洱、大理、文山、

德宏等地山高坡陡，江河深切，新构造运动活跃，

地质环境条件脆弱，特别是迪庆“８·２８”、“８·
３１”地震以后，致使地震灾区大部分的斜坡岩土体
结构松散，导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发生

数量增多、范围增大、危害严重。其中 ２０１３年 １
月１１日的昭通市镇雄县赵家沟村民小组特大型滑
坡灾害，造成４６人死亡、２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４５５０多万元。

（３）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地质灾害的发生以强降雨诱
发为主。

由于目前全省已建或在建公路、铁路工程多，

部分工程边坡开挖后处置不当或弃土弃渣堆置不

当，诱发地质灾害发生。与往年相比，２０１３年因
二级公路修建开挖边坡、有些边坡未治理或未有

效治理的不合理的人为工程活动诱发地质灾害的

趋势加强，造成的危害严重。

３　抗灾救灾及防灾备灾工作

３１　抗灾救灾工作
（１）自然灾害资金调拨和物资调运。
面对云南２０１３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灾情，国家

减灾委、民政部高度重视，年内针对云南灾情启

动三级响应１次、四级响应２次，多次派出工作组
赴云南实地查看灾情，帮助指导做好抗灾救灾工

作，并及时安排下拨救灾资金，紧急调拨大批救

灾物资。“３·３”洱源地震发生后，民政部紧急从
兰州、郑州向云南省下拨５０００顶帐篷、１００００件
大衣、１００００床棉被；迪庆“８·３１”地震，民政部
向地震灾区调拨了２０００顶帐篷、１００００床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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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件棉衣等救灾物资。云南省民政厅全力做好
抗灾救灾工作，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云南省减灾委共
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１３次，其中，二级响应 ３次，
三级响应２次，四级响应８次；累计派出４８个工
作组共１７０余人次赴灾区一线查灾、核灾，帮助指
导灾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省民政厅共安排下拨

救灾资金 １５８９亿元，其中，中央安排 １１８２亿
元，省级安排４０７亿元，共向灾区安排下拨中央
和省级救灾帐篷１９１２７顶、棉被４８４１０床、棉大
衣４０７８０件、衣服 ５９９０套、折叠床 １１７７０张、
床垫８３１０床、彩条布１２４３件、睡袋１６８９个等
物资，用于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共救助受灾

群众５３４万人次。
（２）冬春荒救助资金和物资。
云南全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春期间共需救助受

灾群众７７７１４万人次，截至６月２５日，全省冬春
期间共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４５４１２９４万
元，其中：中央３８９００万元，省州县６５１２９４万
元，已救助冬春受灾困难群众５３５９６万人。从救
助效果来看，全省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３年冬春期间需救助
的７４７万受灾群众中已救助了５３５９６万人，其余
２１１０４万人的生活困难问题主要通过自筹资金、
邻里帮助和外出打工等途径得到有效解决。１０月
２０日，经过省民政厅统计汇总，全省共需救助受
灾群众７２６万余人。１２月９日，中央第一笔冬春
救灾资金３２４亿元下达云南省。
３２　防灾备灾工作

（１）完善机制，进一步规范备灾救灾工作。
制定出台了《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并

于３月１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自然灾害救助
条例》出台后，全国第一部由省政府出台的救灾行

政法规。修订出台了《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新增了预警响应等内容，调整了启动省级应

急响应的条件，规范了紧急救助行为，提高了紧

急救助能力，配套制定了《云南省民政厅应对自然

灾害工作规程》。制定下发了《云南省预防和处置

地震灾害能力建设１０项重点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

建设１０项重点工程专项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积极
推进省减灾委成员单位间的合作。

（２）合理布局救灾物资储备。
积极争取资金采购救灾物资，２０１３年全省共

安排了６５００万元用于采购省级救灾物资，充实省
级物资储备。积极争取中央对云南省抗灾救灾的

支持，２０１３年民政部先后安排帐篷６０１０顶、棉被
３００００床、棉大衣２００００件、睡袋２００００条、折
叠床２００００张、折叠桌凳１００００套等物资代储在
云南省。科学合理调整全省物资储备格局。对全

省５个省属救灾物资储备分库、１１个州级库以及３
个重点危险区５５个县级库的救灾物资储备进行了
及时调整。对地震重点危险区按照每县不少于５００

顶帐篷、１０００床棉被、１０００件大衣、１０００套衣
服和２００件彩条布的标准进行代储，确保地震灾害
一旦发生，受灾群众可在灾后１２ｈ得到基本生活
救助。目前，全省共储备中央和省级救灾帐篷５３
４９５顶、棉被 ２２４２８２床、毛毯 １３９９０床、大衣
１８２２４９件、衣服 １７１６２３套、折叠床 ５１３２４床、
床垫２９１７２个、睡袋 ３４３９９个、彩条布 ２２４４６
件、应急灯１６１８４个、折叠桌凳１０１９６套、雨衣
１２９５０件、雨鞋７４４６双等物资，能满足转移安置
３０余万人的基本生活。下发了关于做好备灾工作
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积极争取本级财政投入、

加大储备力度，以备不时之需，并派出多个工作

组深入各地进行督促检查，楚雄、大理、红河等

州市财政已安排相应资金采购本级救灾储备物资，

形成了中央、省、州相配套的救灾物资储备格局。

４　云南防灾减灾工作对策建议与探讨

４１　对策建议
针对２０１３年云南的自然灾害灾情，结合２００１

年至今的实际灾情，对云南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１）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有效提高灾害应
对能力。

国外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从源头上对可能的灾

害源进行监测和预防，高投入的建设防灾减灾工

程及实施非工程措施，从重视事前防范出发，在

灾害源头处着手，从而有效地减少灾害带来的人

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１１］。随着自然灾害

对人类正常社会生活破坏的日益严重，各国都加

强了对灾害成因基础科学的深入研究，都深刻认

识到了从源头防范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政府都逐

步将防灾作为防灾减灾战略重点，大力加强自然

灾害风险评估，防灾减灾技术开发、生态环境保

护、灾害监测预警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１２］。云

南尤其要努力提高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生物

灾害防御防治能力，构筑应急救灾与常态防灾相

结合、救灾减灾并重、城镇农村统筹、治标治本

兼顾的科学防灾减灾体系，有效提高灾害应对

能力。

（２）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
害损失。

根据云南历年自然灾害统计数据，地震灾害

每年造成的损失在所有自然灾害中占比最大，依

然是群灾之首［１３］。“国际减灾十年”提供的经验表

明，防灾减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综合利用

多学科知识，解决重大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

满足人与社会的重要需求，达到全社会的和谐的

系统，在地震预报没有突破进展的情况下，首先

是预防的问题，用预防、准备、响应、重建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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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来防灾减灾是可行的，是国家智能化水平

和综合国力水平的具体表现［１４］。云南要进一步强

化防震减灾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震应急演练等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提升现场应急工作能力［１５］；

运用新媒体、应对地震突发事件舆情的能力；普

及防、避震常识和自救互救知识，增强公众有效

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等，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

损失。

（３）加强汛前抗旱和主汛期防涝工作。
水旱灾害亘古有之，其对农业造成的危害高

居农业自然灾害各灾种之首［１５］。水旱灾害不是所

有自然灾害中发生频率最高、等级最重，却是受

灾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自然灾害［１６］。

由于２０１３年云南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年平
均降水量１１７００ｍｍ，较常年偏少８８％。加之４
年连旱、河道来水量持续偏少，早情形势依然严

峻，同时，由于云南主汛期降雨量比较集中，库

塘蓄水、城乡防洪排涝工作仍然要高度重视。要

在现有防范体系的基础上，整合各类防范资源，

加强水旱灾害理论研究、加大水旱灾害监测系统

的建设力度，加快水利信息化工程的建设步伐、

提高农业灾害的监测和预警水平，开发和运用先

进科技、完善水旱灾害预报和预警机制，编制并

完善防洪抗旱预案、提高预防及应对水旱灾害的

能力和水平，并建立有效的农业水旱灾害信息传

播系统，从而逐步完善灾前综合防御体系；采取

有效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１７－２０］。

（４）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破坏性

强等特点，防范难度较大。近年来，受极端气象、

地震、工程建设加剧等因素影响，云南省地质灾

害造成的群死群伤事件时有发生［２１］。云南省地质

灾害重点防范段为６－１０月，其中滇东北、滇西北
重点防范期为２－４月和６－１０月。要高度重视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密切关注单点暴雨、大暴雨等

降水和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因素，积极排查巡查，

严密监测，落实预警机制，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十

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努力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

损失。

（５）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２０１３年森林火险等级高于正常年景。根据气

象数据分析，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在丽江首次出
现４级高森林火险天气开始，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
日森林防火期结束，全省共出现１２７ｄ４级以上高
危森林火险天气［２２］。要进一步完善森林防火责任

体系建设，抓好部署、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加

大推进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和森林火灾保险，认

真贯彻落实《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

（６）加强农林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受冬春持续干旱和夏秋多雨的条件影响，２０１３

年云南省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总体呈中等发生，局

部偏重至大发生趋势，发生面积 ９４６６６７ｋｈｍ２；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与２０１２年相比基本持平，
减少１％，全年共发生３１４３７ｋｈｍ２［２３］。健康的生
态系统，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应对生态自然灾害的重要基础，是促进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２４］。因近年来的持续干

旱和气候异常，云南省农林有害生物有偏重发生

趋势。在做好冬季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及大牲畜防

寒防冻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防控工作，加强检疫监管，引导、扶持

发展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推进代防代治、联防

联治、统防统治，提高专业化防治服务水平。林

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搞好林业建设对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２５］。要加强林

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监测网

络，和队伍建设，加大源头管理和检疫监管力度，

加强松村线虫等危害性病虫防治工作，严防椰心

叶甲等外来有害生物蔓延趋势。

（７）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任何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外部和内部原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而我们人类所能够控制的只有外

部原因中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造成的部分，

即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尽量保持大自然原

有的风貌和生态，如果改变过多达到一定的质变

的时候，就可能引发自然灾害，人类能够控制的

外部因素在狭义的范围上就是环境保护问题［２５］。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污染
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酸

雨污染变化不大，河流总体水质为轻度污染，主

要河流水质污染状况呈现由东向西逐渐减缓趋势，

主要出境、跨界河流断面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

云南省是国家重金属重点防控区域，要继续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完善和

制定相应的法规，严格实行对危险废物的全过程

管理、防止破坏性的盲目开发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

结构、提高准入门槛等方面入手，严格防治重金

属污染。

４２　探讨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２０７２３亿元，与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０１７亿元元基本持
平。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灾区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美国联邦应急

管理局专家普里斯托尔指出：防灾减灾归类到资

源、环境、灾害应用研究系统是自然的，用系统

工程解决防灾减灾要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加强

联合，必须依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

等诸多门类的学科交叉、渗透、融合来系统设计

和科学论证［２６］。基于自然灾害的潜在性、突发性、

有限性、相关性和社会性等主要特征［２７］，加强自

然灾害研究，在综合预报、减灾系统工程、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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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周桂华，等：２０１３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灾情综述

评估标准体系、自然灾害区域经济学、自然灾害

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灾害与减灾科学交流等方面

都是专家学者和减灾研究机构当前及未来相当一

个时期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和方向［２８－３１］。

参考文献：

［１］　杨光宇，王景来，杨子汉．云南省自然灾害成因探讨及减灾
对策［Ｊ］．自然灾害学报，１９９４，３（４）：９５－１０２．

［２］　杨子汉，杨光渝，刘理化．云南省四十年主要灾害调查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Ｍ］．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３５．

［３］　云南省民政厅．２０１３年自然灾害基本情况分析报告［Ｒ］．昆
明：云南省民政厅，２０１３．

［４］　王景来，杨子汉．云南省自然灾害与减灾研究［Ｍ］．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６－２１．

［５］　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２０１４年云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趋势
预测及对策［Ｒ］．昆明：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２０１３．

［６］　云南省地震局．２０１３年云南地震灾害与抗震救灾［Ｒ］．昆
明：云南省地震局，２０１３．

［７］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实
况及 ２０１４年减灾对策 ［Ｒ］．昆明：云南省植保植检
站，２０１３．

［８］　云南省气候中心．云南２０１４年气候趋势及主要气象灾害预测
报告［Ｒ］．昆明：云南省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９］　周桂华，杨子汉．２０１２年云南自然灾害综述与减灾措施探讨
［Ｊ］．灾害学，２０１２，２８（４）：１３２－１３８．

［１０］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云南省２０１３年雨水情回顾及２０１４年
趋势预测［Ｒ］．昆明：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２０１３．

［５］　云南省林业厅．２０１３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暨２０１４年趋
势预测［Ｒ］．昆明：云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２０１３．

［６］　云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云南省２０１４年森林火灾趋
势预测及对策措施 ［Ｒ］．昆明：云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
室，２０１３．

［１２］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秘书处．云南省自然灾害综述及减灾对
策［Ｊ］．地震研究，１９９２，１５（４）：４４０－４４７．

［１３］云南省地震灾害损失评定委员会，云南省地震局．（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云南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及研究［Ｍ］．昆明：云南科技
出版社，２０１２：５６－６７．

［１４］明庆忠．云南山地自然灾害类型及防治对策［Ｊ］．自然灾害

学报，１９９２，１（３）：３８－４６．
［１５］吴广范，李常林．云南灾害问题研究［Ｊ］．云南社会科学，

１９８９（４）：１６－１９．
［１６］李保俊，袁艺，邹铭，等．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研究进展

与对策［Ｊ］．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０４，１３（３）：１８－２３．
［１７］杨亚非．论国家经济安全与我国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建设

［Ｊ］．经济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１８］林家彬．日本防灾减灾体系考察报告［Ｊ］．城市发展研究，

２００２（３）：３６－４１．
［１９］曹国昭，阎俊爱．农村综合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Ｊ］．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１０（１）：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
［２０］魏华林，龙梦洁，李芳．旱灾风险的特征及其防范研究———

由西南旱灾和冬麦区大旱引发的思考［Ｊ］．保险研究，２０１１
（３）：３－１７．

［２１］周洪建，张卫星．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模式的对比研究———以
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与国外社区为例［Ｊ］．灾害学，２０１３，
２８（２）：１２０－１２６．

［２２］经端．防灾减灾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Ｊ］．特区经济，
２００５（１２）：３０－３２．

［２３］方佳军，罗敬军．构建五大防灾减灾体系，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提供保障［Ｊ］．重庆行政，２００６（２）：２０－２２．

［２４］陈海莉，周强，刘峰贵．青海省农业旱灾时空分布规律［Ｊ］．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５）：５７－６０．

［２５］商彦蕊．农业旱灾研究进展［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２００４（４）：１８－２３．

［２６］傅伯杰．中国旱灾的地理分布特征与灾情分析［Ｊ］．干旱区
资源与环境，１９９１（４）：１８－２３．

［２７］李建华．我国农业水旱灾害综合防范体系研究［Ｄ］．成都：
四川大学，２００４．

［２８］闫淑春．我国干旱灾害影响及抗旱减灾对策研究［Ｄ］．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２９］提高云南防灾减灾领域科技支撑能力的对策研究［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０１－１１）［２０１４－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８８ｃｏｍ／
ｐ－４０７２６９５０４１９７ｈｔｍｌ．

［３０］中国的减灾行动 ［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５－１１）［２０１４－０１－
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ｚｘｄ／２００９－０５／１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７５５６４９ｈｔｍ．

［３１］我国的防灾减灾系统工程 ［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０６－１２）［２０１４
－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ａｇｒｉｅｃｇｏｖｃｎ／Ａ＿ＦＩＬＥＳ／Ｉｎｆｉｌｅ／Ａ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２００５０６／Ｙ１５０６１２１２１０５８ｈｔｍｌ．

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ｊ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ｉｎ２０１３

ＺｈｏｕＧｕｉｈｕａａｎｄＹ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２０１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ｅｎｄｅｒ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ｅａｖｙ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ｏｎｅ，ａｎ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ｏｓｓｅｓ；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ｎｅｅ
ｄｅｄｔｏｒｅｓｃｕｅｍｏｒｅｕｎｅｖ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ｓｎｏｗ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ｃａｕｓｉｎｇｓｅ
ｖｅ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ｏｓｓ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２０１３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ｒ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ｓｅｖｅ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ｌｉｅ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ｆｉｒ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ｈａｒｍｆｕ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ｎｎ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１３

５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