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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管理
———以北京风雹灾为例

郗蒙浩１，赵秋红２，王凤京１，陈龙杰１，于　汐１

（１．防灾科技学院，河北 三河 １０１６０１；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城市运行应急保障模拟技术”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自然灾害发生时，应急救援行动是拯救生命、减少损失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是
决定应急救援行动成败与否的关键环节。该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依据防灾、减灾、救灾的基本需求和根本

目标，构建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确定区域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值和风险区划图；以北京市风雹灾为例，

提出区域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的数理模型和集成优化策略。从理论上，为区域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

资储备管理决策提供建议。

关键词：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风雹灾；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Ｘ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１１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７２－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８１１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３４

　　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否，往往难以预测，但人
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评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程
度，进而针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属性，做好自然灾
害爆发前准备工作。加强对其发生、发展机理与
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灾后应急物资运输等方面的
研究，有利于提高政府有关部门自然灾害处置能
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的损
害，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积极开展
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
储备管理的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
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崇福等从情景分析的角度，阐述了灾害风
险的定义［１］，并且对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
评估进行了界定［２］。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是一
种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灾害管理方法，可以帮
助人们客观地认识周围环境，运用动态的观点认
识自然灾害的发展过程。其技术方法可以从宏观
和微观的角度划分为两大类型，在宏观方面，主
要包括自然灾害风险指数系统［３］、自然灾害风险
热点项目［４］、美洲计划［５］、美国灾害评估模型［６］

等。在微观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研究方法。
Ｃｈａｎｇ等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了中国东南沿
海的台风模拟与风险评估［７］。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运用层次

分析法对日本国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进行了研

究［８］。张继权采用加权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

建立草原火灾风险指数模型［９］。Ｋｏｒｋｍａｚ运用概率
方法评估地震风险程度［１０］。金菊良等提出旱灾风

险评估方法论和旱灾风险评估理论模式，并构建

旱灾风险评估方法体系［１１］。赵源等把训练后的人

工神经网络运用在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评估中，实

践证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１２］。赵思建等从

时空两个维度，利用信息扩散技术，开展东北三

省农作物洪涝时空风险评估［１３］。

从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来看，宏观

层面的方法属于大尺度、大范围的风险评估，就

其所需要的数据而言，小型科研团队也只能望而

止步。在微观技术层面上，由于自然灾害信息缺

失比较严重，运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开展自然灾害

风险评估，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基于

模糊数学的信息扩散理论风险评估方法，显示出

良好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方面，研

究较少，基本上不成体系。其中，聂高众对地震

应急救助物资需求量进行了模型化处理［１４］。方伟

构建突发事件应急资源需求模型分析，分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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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主要灾害类型及受灾人数 万人

灾害类型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风雹灾 ４０２５ ４６４５ ３５８５ ３５ ６０６１ ２９８５ ２６０７ ２７９６ ２２２９ ３２４ １０２５ ３３７８２
洪涝 ０３５ ６９９ ０ ２８１ ０ ０１４ ００５ ３８４ １３５４ ０６７ １５２５ ４３６４
旱灾 １１１２ ６５６５ ９１０１ １１８７ ５３０ ２７４４ ３３０２ ８０３ ０ ０ ０ ３５３５３

低温冷冻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２４ ００８ ０ ０ ０ ６２２ ０ ６７２
低温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４

滑坡泥石流 ０ ０ ０ ００６ 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１
病虫害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１８
雪灾 ０ ０ ０ ０２ ０ ０ ０５６ 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７７
合计 １５１８ １１９３１ １２６８６ ４９９３ ６６２１ ５７６６ ５９７１ ３９８８ ３５８３ １０１４ ２５５ ７４２８２

急救援物资储备种类问题、物资储备量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数学模型的决策变量［１５］。
张永领从应急救援物资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
应急需求属性，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模糊聚
类方法进行物资分类研究［１６］。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自然灾
害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问题，与前人研究内
容的主要区别是，将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
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进行综合性考虑，基于区域
自然灾害的独特属性，开展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
理，其针对性强，保证了区域应急救援物资的储
备，在数量和种类上更为合理、更为客观。这样
既能提高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又能降低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的成本。

１　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

１１　统计分析区域自然灾害的主要灾种
本文以北京市为区域研究对象，根据北京市

民政局提供的《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自然灾害统计
数据》［１７］，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运用统计学方
法，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各县（区）发生的
自然灾害类型及受灾人数，分析结果如表１和图１
所示。

图１　北京市不同灾种受灾人数统计图

　　从表１中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的１１年
中，北京市各县（区）发生 ８种类型的自然灾害，
按照自然灾害的一般分类方法，可以把北京市各
县（区）１１年中的灾害划分为三大类型，即：①气
象灾害类，包括风雹灾、洪涝、旱灾、低温冷冻、
低温和雪灾；②地质灾害类，包括滑坡、泥石流；
③生物类灾害，主要为病虫害。不同灾种造成的
受灾人数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同时表征了北京市
主要灾种的分布情况。

根据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人数进行统计
分析，北京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１１年中，共造成７４２

万人受灾，其中：旱灾受灾人数最多，为 ３５３万
人，占到总受灾人数的４７５９％；第二是风雹灾造
成３３７万人受灾，占到总受灾人数的４５４８％；第
三为洪涝灾害，导致４３万人受灾，占到总受灾人
数的５８８％。

风雹灾与洪涝灾害都为气象类灾害，两者之

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划归为一类灾害，这
两种灾害共造成３８０万人受灾，占到总受灾人数的
５１３６％。同时，北京市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发生的
各类自然灾害，同２０００年以后的１１年中发生的自
然灾害类型基本相近，没有其他特殊类型的自然

灾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市的主要自
然灾害类型为旱灾、风雹灾和洪涝灾害。旱灾的

形成是逐渐演化时间过程，而风雹灾和洪涝灾害
是短时间内、急剧形成，对应急管理工作有较高
的要求。表２所示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各
县（区）风雹灾受灾人数统计情况。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各县（区）风雹
灾受灾人数统计情况 万人

年份
县（区）

门头沟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庆 房山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２００１ ０４０ １０７ １７００ ０４０ ３８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５６８ ０５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２０ １９３ １７０ ７０１ ０５１ １２４ １９９０ ２６０ １８０ ６５６
２００３ １３２ １５９ ３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２ ０００ ３５０ ５５２ ３５０ １２８０
２００４ ０７１ ０７７ ７３９ ０１０ ５１１ １８７ ８９０ １２０ １５５ ７４０
２００５ ０７５ １７０ １７０２ １００ ３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６９ ６３３ ３５０ １４２２
２００６ ０６５ ３３４ ７５０ １３４ ４１６ ３３７ ３４３ ０７５ ０８２ ４５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４ ４７８ ２２０ １２４ ０７０ ９４９ ０００ １５４ ２００ ３８８
２００８ ０３８ ２６０ １００ １２７ ０６７ ４３２ ４５５ １５６ ０５１ １１１１
２００９ ０１８ ３４８ ９２３ ００４ ０３２ ４４５ ０８５ ０５３ ０４２ ２７７
２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４８ １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７４ ４０１ ３５８ ０８６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１０

累计受灾人数 ８００ ２２５２ ７００５ １６４３ ２４６３ ３６８３ ４４２２ ２６２１ １４６１ ７４４５
１２　构建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是指通过风险分析的手段

或观察外表法，对尚未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致灾因
子、受灾程度，进行评定和估计。本文根据自然

灾害系统理论，从以下两个步骤对北京市自然灾
害风险进行评估：①基于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构建北京市自然灾害风险
评估指标体系；其中，由于致灾因子计算的复杂
性，本文把致灾因子作为一个重点，研究基于风

雹灾的致灾因子风险评估，得到北京市基于风雹
灾的致灾因子的风险值、风险等级划分和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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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图；②构建北京市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体系，
确定区域综合风险值和风险等级。为北京市自然
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设施选址、物资储备数量
和种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２１　北京市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指标

体系
　　北京市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由孕灾环境敏感度、致灾因子风险度、承灾体易
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指标组成，构建北京市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指数（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ＣＲＩＧＪ），由式（１）
所示。

ＣＲＩＧＪ＝ＲＥ×ＲＨ×ＲＥ×ＣＰ。 （１）
式中：ＲＥ为孕灾环境敏感度；ＲＨ为致灾因子风
险度；ＲＶ为承灾体易损性；ＣＰ为城市防灾减灾
能力。

（１）孕灾环境敏感度（ＲＥ）分析
孕灾环境敏感度是指灾害形成或影响区域环

境要素及其变化的特征和程度，它包括一个地区
的地理地址条件、海拔高度、水系等若干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区域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达
到的级别。在同等强度的自然灾害情况下，敏感
度越高，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程度越高，
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越高，反之亦然［１８］。

按照《北京自然地理》把北京市地理地貌划分
为三种类型：山地、丘陵或山地、平原［１９］。依据
专家意见法，北京市１０个县（区）的海拔高度赋予
不同的数值［０，１］，赋值结果如表３所示。数值
越高，该县（区）自然灾害的孕灾环境敏感度越高。

表３　北京市１０县（区）地理地貌状况指数
县（区） 门头沟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庆 房山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脆弱性指数 ０９ ０９ ０８ ０７ ０８ ０５ ０２ ０４ ０３ ０２

　　（２）承灾体易损性（ＲＶ）分析
承灾体是指承受灾害的对象，根据研究目标

的不同，承灾体的层次不同，可以划分为宏观承
灾体和微观承灾体。一般情况下，利用给定的致
灾因子强度去计算承灾体的破坏程度，称为承灾
体易损性分析。在北京市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
中，利用“人口密度指数”评估自然灾害中承灾体
易损性，即人群易损性。一个区域人口密度指数
越高，当地的自然灾害承灾体易损性越高。依照
北京市２００８年度各区域统计资料，分析北京市１０
县（区）自然灾害承灾体易损性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北京市１０县（区）自然灾害承灾体易损性分析

人／ｋｍ２

县（区） 门头沟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庆 房山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常驻人口／万人 ２７５ ３５８ ４２６ ４５７ ２８７ ９０５ １０３９ ７２５ ９４２ １０９７

土地面积／ｋｍ２ １４５０２１２２ ９５０ ２２２９１９９３１９８９ ９０６ １０１９１３４３１０３６

２００８年人口密度 １９０ １６９ ４４８ ２０５ １４４ ４５５ １１４６ ７１１ ７０１ １０５９

标准化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４ １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９２

　　（３）防灾减灾能力（ＣＰ）分析
防灾减灾能力是指为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程

度或影响程度而采取的对策和措施。依据北京市
民政局和统计局提供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北京

市１０县（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作为各县（区）的防
灾减灾能力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当地的
防灾减灾能力越高，否则相反。北京市１０县（区）
２００８年度人均财政收入如表５所示。

表５　北京市１０县（区）２００８年人均财政收入 元／人
县（区） 门头沟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庆 房山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人均财政收入 ６５９７ ７３４２ ２１３４ ２５１２ １８９７ ２７４９ ５２４６１２８４７８３１９ ５７７４
标准化 ０５１ ０５７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４１ １００ ０６５ ０４５

　　（４）致灾因子风险度（ＲＨ）分析
研究一定区域、一定时间段内，各种强度的

致灾因子发生的可能被称为致灾因子风险评估。
依据北京市民政局和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选
取风雹灾作为北京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对象，从
时、空、强三个方面对该区域内的风雹灾风险进
行评估，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ＧＩＳ）确定风雹
灾的风险区划图。

①北京市风雹灾在时间上的分布
北京市的自然灾害灾种主要分为地质灾害、

农业气象灾害和生物类病虫害。农业气象灾害类
型中，以旱灾、风雹灾和洪涝灾害为主。北京市
三种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如
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主要灾害类型的时间分布

　　②北京市风雹灾强度（风险值）分布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和统计局的北京市自然灾

害统计数据，设定北京市风雹灾受灾指数：

ＷＩ＝Ｄａ／Ｓａ。 （２）
式中：ＷＩ为风雹灾受灾指数；Ｄａ为风雹灾受灾面
积（ｋｈｍ２）；Ｓ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以粮食、
油料、蔬菜的总播种面积统计（ｋｈｍ２）。

利用上述公式，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计
算该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度风雹灾受灾指数，计算结
果如表６所示。其他县（区）的风雹灾受灾指数计
算方法和过程相同。
表６　北京市门头沟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风雹灾受灾指数

年度
风雹灾受灾

面积／ｋｈｍ２
播种面积／
ｋｈｍ２

风雹灾

受灾指数ＷＩ
２００１ １０３ ３６２５９ ０２８
２００２ ４８１ ２９０７０ １６５
２００３ ０４２ ２６７８７ ０１６
２００４ ０５９６ ３１９９１ ０１９
２００５ １ ２７６７２ ０３６
２００６ １ ２６０５０ ０３８
２００７ ０２ ３２６２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０２０８ ３６６５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８５８２ ３７３００ ０７７
２０１０ ０１３２８ ３４８５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１ ００２５５ ３２５２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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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受灾指数，基于
信息扩散理论计算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估
计值，其中：风险指数是指受灾指数的大小，风
险估计值表示大于该受灾指数的概率。计算结果
如表７所示。
表７　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指数与风险估计值

　　从北京市 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估计值计算
中，得出以下结论：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当
风险指数为５％时，风雹灾风险估计值为０９４，表
示风雹灾受灾指数（风雹灾受灾面积／播种面积）≥
５％的概率为０９４。即，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平均
１０６年就要受到一次受灾面积超过５％的风雹灾。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期间，北京市
门头沟区每年都发生风雹灾。从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期
间，几乎也都发生过风雹灾。

③北京市风雹灾空间分布
依据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估计值的计

算结果，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确定风险指数
为５％、３５％情况下北京市１０县（区）的风雹灾风
险区划图。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北京市风雹灾受灾指数≥５％风险图

图４　北京市风雹灾受灾指数≥３５％风险图

　　④北京市风雹灾风险计算结果分析
在北京市风雹灾风险指数≥５％的情况下，对

北京市１０县（区）受灾水平进行排序，结果如表８
所示。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当风雹灾风险水平为
５％时，北京市１０县（区）受风雹灾的概率几乎都
是１年１遇，其中，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受
灾影响的概率最为严重，只有密云县受灾概率超
过１５年１遇。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图（图３）所示，
北京市风雹灾受灾概率分布情况基本相同。

表８　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水平
排序表（受灾指数≥５％）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县（区） 门头沟 平谷 怀柔 房山 昌平 大兴 延庆 通州 顺义 密云

风险水平 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２２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３０ １３９ １５６

　　在北京市风雹灾风险指数≥１５％的情况下，对
北京市１０县（区）受灾水平进行排序，结果如表９
所示。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当风雹灾风险水平为
１５％时，北京市１０县（区）受风雹灾的概率分布情
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受灾概率大于１年１遇小于
２年１遇的４个县（区），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区、
怀柔区和房山区，而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
的受灾可能性仍然严峻，基本上为１年１遇，居受
灾可能性排名的前３名；受灾概率大于２年１遇小
于３年１遇的３个区县，包括延庆县、昌平区和通
州区，但延庆县和通州区受灾可能性排名有所提
升，超过大兴区；受灾概率大于３年１遇小于５年
１遇的两个县（区），包括大兴区和顺义区；最后，
密云县的受灾可能性有较为明显的降低，为 ８年
１遇。

表９　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水平
排序表（受灾指数≥１５％）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７ ５ ８ ６ ９ １０
县（区） 门头沟 平谷 怀柔 房山 延庆 昌平 通州 大兴 顺义 密云

风险水平 １２２ １４１ １５９ １８５ ２４４ ２５０ ２８６ ３５７ ４００ ８３３

　　⑤北京市风雹灾风险等级划分
根据北京市风雹灾风险估计值，制定北京市

风雹灾风险等级，将风雹灾估计值分为高、中高、
中、中低、低 ５个等级，分级标准如表 １０所示，
其中，风雹灾风险水平用Ｒ表示，当 Ｒ＝１时，表
示受灾概率为１年１遇，当１＜Ｒ≤２时，表示受灾
概率为１～２年１遇，以此类推。北京市风雹灾风
险水平分级结果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０　风雹灾不同风险水平下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指数／％ 高风险 中高风险 中风险 中低风险 低风险

５ Ｒ＝１ １＜Ｒ≤２ ２＜Ｒ≤４ Ｒ＞４
１０ １＜Ｒ≤２ ２＜Ｒ≤３ ３＜Ｒ≤５ ５＜Ｒ≤７ Ｒ＞７
１５ １＜Ｒ≤２ ２＜Ｒ≤４ ４＜Ｒ≤６ ６＜Ｒ≤１０ Ｒ＞１０
２５ １＜Ｒ≤２ ２＜Ｒ≤５ ５＜Ｒ≤１０１０＜Ｒ≤２０ Ｒ＞２０

１２２　北京市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
北京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孕灾

环境指数、致灾因子风险指数、承灾体易损性和
防灾减灾能力指标四方面内容构成，根据对上述
四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构建北京市区域自然灾害
风险综合风险指数体系，如表１２所示。

５７１



灾　害　学 ３０卷

表１１　北京市１０县（区）风雹灾风险等级划分结果

风险等级
风险指数／％

≥５ ≥１５
高风险 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房山区

中高风险 延庆县、昌平区、通州区、大兴区

中风险

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

延庆县、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

昌平区、大兴区

顺义区

中低风险 密云县

低风险

表１２　北京市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风险指数体系

县（区）
孕灾环境

指数

承灾体

易损性

致灾因子

风险度

防灾减灾能力

评估指数

门头沟 ０９０ ０１７ １０６ ０５１
怀柔 ０９０ ０１５ １１４ ０５７
平谷 ０８０ ０３９ １１１ ０１７
密云 ０７０ ０１８ １５６ ０２０
延庆 ０８０ ０１３ １２８ ０１５
房山 ０５０ ０４０ １１８ ０２１
通州 ０２０ １００ １３０ ０４１
顺义 ０２０ ０６２ １３９ １００
昌平 ０３０ ０６１ １２２ ０６５
大兴 ０２０ ０９２ １２５ ０４５

　　由于上述四个指标在属性有所不同，依据公

式：Ｒｉｊ＝
ｘｉｊ

∑
ｎ

ｊ＝１
ｘｊ
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利用公式

（１）计算１０县（区）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值，结果
如表１３所示。
　　依据北京市 １０县（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指
数，采用三级分区，将１０县（区）的综合风险指数
划分为：低度风险区、中度风险区、重度风险区。

表１３　北京市１０县（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指数

县（区）
孕灾环境

指数

承灾体

易损性

致灾因子

风险度

防灾减灾能力

评估指数

风险综合

指数

门头沟 ０９０ ０１７ １０６ ０５１ ０２０
怀柔 ０９０ ０１５ １１４ ０５７ ０１８
平谷 ０８０ ０３９ １１１ ０１７ ０１９
密云 ０７０ ０１８ １５６ ０２０ ００８
延庆 ０８０ ０１３ １２８ ０１５ ００６
房山 ０５０ ０４０ １１８ ０２１ ０１８
通州 ０２０ １００ １３０ ０４１ ０１５
顺义 ０２０ ０６２ １３９ １００ ０１３
昌平 ０３０ ０６１ １２２ ０６５ ０１８
大兴 ０２０ ０９２ １２５ ０４５ ０１６
　　在北京市１０县（区）中，重度风险区包括门头
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和昌平区，风险综合指数
为：０１８≤Ｒ≤０２０；中度风险区包括：通州区、
大兴区和顺义区，风险综合指数为：０１３≤Ｒ≤
０１６；低度风险区为包括延庆县和密云县。

２　区域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
量管理

　　自然灾害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管理，

应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储备成本”的为依据。
本文根据北京市民政局提供的区域自然灾害灾情
资料及区域统计年鉴，以 ２０１１年度为研究对象，
提出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需求量系数，构建区

域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数学模型，计算
北京市各县（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作为应急
救援物资在理论上的储备量。

２１　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模型
构建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模型为：

Ｑ＝λ×Ｐ； （３）
λ＝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 （４）

式中：Ｑ为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λ为
表示应急救援物资需求量系数；Ｐ为某地区总人
口；Ｘ１为人口密度系数；Ｘ２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系数；Ｘ３为地区系数；Ｘ４为需求系数；Ｘ５为区域
自然灾害风险值。

自然灾害发生后，应急救援物资需求量系数
的决策变量分析如下所示。

（１）人口密度系数Ｘ１
“以人为本，拯救生命”，在自然灾害发生时，

最大限度减少灾区人员伤亡是应急救援行动的首

要任务。根据历史灾情资料统计研究表明，一般
情况下，自然灾害对人员造成的损害与灾区人口
密度联系紧密，人口密度大，灾害造成的人员伤
亡较大，反之亦然。选取人口密度作为应急救援

物资需求量的一个决定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Ｘ１＝当地人口总数／当地土地面积。 （５）
（２）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Ｘ２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当地

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备数量、物资质量、储备管理

水平等。而数量充足、种类齐全的储备物资，又
决定着应急救援行动的效率和效果。再有，当自
然灾害发生后，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遭受的损失更严重。
历史研究成果中，在讨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时，普遍采用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应
急救援物资的采购和管理费用等，在性质上属于

社会公共支出，这部分费用应该由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列支。因此，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作为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表示区域内
每平方公里上，可能用于救援的资金量。如果能

得到政府投入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的详细资料，
可以对该数据进行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Ｘ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当地土地面积。 （６）
（３）地区系数Ｘ３
在自然灾害种类中，地震灾害对自然环境的

破坏性最大，较之风雹灾，造成的损失更严重。
因此，引入应急管理中社会经济属性的修正系数，
作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的一个主要变量，作为

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的一个上限值。北京市的
社会经济属性系数为０４５［２０］，即地区系数。

（４）需求系数Ｘ４
聂高众针对１４０余种应急需求中，１０大类基

本需求物资进行研究，提出了可以定量化快速确
定地震灾区可能的救援需求的一系列计算公式，
但该理论需求量公式，主要解决地震发生后，灾

６７１



　２期 郗蒙浩，等：依据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管理———以北京风雹灾为例

区对应急救援物资可能的需求量，公式运用了灾
区总人口、受伤人数等变量。本研究主要是准备

解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问题，属于自然灾害发
生前的储备量，不能确定无家可归者人数和灾害

发生的季节。因此，只选取需求公式中的需求系
数，作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的一个修正变量，

例如：帐篷（顶）＝０２５×无家可归者 ×季节系数，
把０２５作为需求量系数的修正系数［１４］。

２２　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管理实例研究
根据北京市２０１１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依据

上述设立的模型，计算北京市１０县（区）应急救援
物资中帐篷的储备量，模型不失一般性，可以推

广到其他年度和物资种类的计算上。
（１）变量计算
根据北京市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２１］，利用“人口

密度系数”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公式，分别

计算北京市各县（区）的应急救援物资需求量变量，
计算结果如表１４所示。
　　（２）各县（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量

根据北京市所在地区的特点，其应急中社会
经济属性的修正系数，即地区系数应为０４５；地
震灾害中，对帐篷的需求系数为０２５。以北京市
房山区为例，计算该县对帐篷这种应急救援物资

应设立的理论储备量。
表１４　应急救援物资需求量系数

县（区）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百万元／年）
土地面积／
ｋｍ２

户籍

人口数／万人
人口密度

系数（Ｘ１）
经济发展

水平系数（Ｘ２）

房山 ３４００ １９８９５４ ７７４ ００４ １７１
通州 ４０００ ９０６２８ ６７３ ００７ ４４１
顺义 ８０００ １０１９８９ ５８８ ００６ ７８４
昌平 ４５００ １３４３５４ ５４８ ００４ ３３５
大兴 ４０００ １０３６３２ ６１０ ００６ ３８６
门头沟 １６００ １４５０７０ ２４７ ００２ １１０
怀柔 ２１００ ２１２２６２ ２７７ ００１ ０９９
平谷 １８００ ９５０１３ ３９６ ００４ １８９
密云 １９００ ２２２９４５ ４２９ ００２ ０８５
延庆 ８００ １９９３７５ ２７９ ００１ ０４０

以房山区为例，根据公式（３）和公式（４），即
可计算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 Ｑ的值。计算过
程如下所示：

房山区应急救援物资需求系数λ＝００４×１７１
×０４５×０２５×０１８＝０００１３８；
房山区帐篷储备量（Ｑ）＝０００１３８×７７４０００≈

１０７２（顶）。
按照以上计算过程所示，可以计算出北京市

其它县（区）的帐篷储备量。

３　结论与展望

（１）实践表明，自然灾害一般难以预测。人类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评估区域内自然灾害的风险
程度，量化风险值和风险等级，做好自然灾害应

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提高自然灾害应急响应能

力，以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降低次生灾害发生的概率。

（２）本文利用北京市民政局、统计局提供的区
域自然灾害历史灾情资料、社会经济资料，基于
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研究区域自然
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问题，其针对性强，
结果更符合实际需要。

（３）在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管理模
型中，因子的选择主要是依据资料的可获取性，
因此，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今后需要做进一步的
研究和修正。

（４）在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方面，
应建立信息联动机制，采取横向协调的管理策略，
这样既可以提高物资储备管理效率，又可极大地
降低物资储备成本。

致谢：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市民政
局对本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黄崇
福教授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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