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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计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启动的国家级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时间、响应级别、受灾
省份、响应灾种等信息，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共启动救灾应急响应１６９次，
年均３３８次，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除２０１２年），其中针对特大自然灾害启动的一级、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所占比例极小；②洪涝、旱灾、台风、地震灾害为多发灾害，气象灾害多发月份为６－９月；③自然灾害救灾应
急响应的响应频数和相应级别均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地域分布特点；洪涝灾害集中于长江流域，台风灾害集中

于东南，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于西部；④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救灾应急响应年启动次
数减少，其中针对特大灾害的一、二级高级别响应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区域分布特征相似。南方多次启动旱灾

应急响应，西南启动低温冷冻响应，这是新的灾害响应分布变化；而２０１１年的灾种构成特点是旱灾多、冰冻灾
害多，２０１２年的组合特点是洪涝灾害多、台风灾害多，可能与厄尔尼诺年向拉尼娜年转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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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已被认为是当今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１］。

“减轻灾害风险———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与一

定水平灾害风险共存的安全世界”已成为当前国内

外减灾的主流观念［２－３］。其中，重大自然灾害的救

助应急响应，既是各国规避、减轻灾害风险的重

要途径，也是政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

定社会经济发展所实施的重要职能。

我国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发布《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并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对其进行了修订［４］，

建立健全了应对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体系

和运行机制。预案明确了自然灾害发生后，当有

关灾情指标达到规定启动条件时，将由国家减灾

委、民政部启动预案，进入救助应急状态，按照

预案规定的措施开展救助应急工作。其中，预案

启动的灾情指标是：一次自然灾害过程造成因灾

死亡３０人以上，或因灾紧急转移安置群众１０万人
以上，或因灾倒塌房屋１万间以上（５级以上破坏
性地震、救助能力特别薄弱的地区等特殊情况，

标准有所降低）。因此，分析我国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响应的时空特征，可以系统、完整地了解我国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分布特点，为减灾决策

提供基础信息。

本文拟基于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的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历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启动情况，
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重大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

特征，并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应急响应时空特征进
行比较，浅析时空特点变化及灾种组成的指示意

义，以期增进对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时空变化的

认识。

１　资料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特指

国家级应急响应，即由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

的应急响应，不包含各级地方政府及民政部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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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省（市、县）级应急响应。数据来源于发布在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网（ｗｗｗｊｉａｎｚａｉｇｏｖｃｎ）和中国
政府网（ｗｗｗｇｏｖｃｎ）两个网站上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间国家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资料，并结合发布在

民 政 部 网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 和 新 华 网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两个网站上的资料，对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了校验。主要提取的信息如下：每

一次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的启动时间、启动级别、

受灾省份或县市、应对的灾害种类等，据此构建

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级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启
动情况的基本信息表。

依据基本信息表所提供的响应年份、响应级

别、受灾省份、响应灾种，具体统计救灾应急响

应的启动次数，形成救灾应急响应统计信息表。

其中，对于启动过不同级别的响应的同一次灾害

事件（含响应提升），其响应次数各算一次，响应总

次数为所有分级响应次数的总和；统计针对各省份

启动的响应次数，如一次应急响应针对多个省份启

动，每个省份各算一次，响应总次数为所有省份启

动总次数之和。根据统计信息表，分别运用ＥＸＣＥＬ
和ＡｒｃＧＩＳ制作国家级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的时空
分布专题统计图和地图，并进行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应急响应级别及灾种构成的年际变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共启动救灾应急响应１６９

次，年均３３８次。年际变化除在２０１２年出现了小
高峰外，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１）。其中四级
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次数最多，四级、三级、二级、

一级响应五年合计次数分别为１５７、１１、０、１次，
占 ５年 总 响 应 次 数 的 ９２９％，６５％，０％，
０６％，符合巨灾少发的基本发生特点。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
启动次数及级别构成

年份 合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２０１１ ３８ ０ ０ ２ ３６
２０１２ ４４ ０ ０ １ ４３
２０１３ ３９ ０ ０ ６ ３３
２０１４ ２８ １ ０ １ ２６
２０１５ ２０ ０ ０ １ １９

　　国家应急预案中涉及的灾种包括以下几种：
水旱灾害，台风、冰雹、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

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风

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

物灾害等。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国家启动预案
的灾种只有７种：洪涝、旱灾、地震、台风、滑坡
－泥石流、低温冷冻和雪灾、风雹灾害（表２）。其
中，针对洪涝灾害启动的应急响应次数最多（共启

动８２次），占启动总次数的４８５％。其后依次为
旱灾、台风灾害、地震灾害，启动次数分别为２８
次、２５次、２４次。上述４个灾种的应急响应次数
合计占总次数的９４２％，说明这四种灾害在我国
发生较为频繁。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灾害救灾应急
响应启动的灾种构成

年份 合计 洪涝 旱灾 台风 地震 泥石流 风雹 冰冻

２０１１ ３８ １８ １１ ３ ４ ０ ０ ２
２０１２ ４４ ２５ ２ ８ ４ １ ４ ０
２０１３ ３９ １８ ７ ６ ６ ２ ０ ０
２０１４ ２８ １３ ５ ３ ６ １ ０ ０
２０１５ ２０ ８ ３ ５ ４ ０ ０ ０

　　在研究时段的５年内，一级、三级救灾应急响
应共启动１２次，在２０１３年启动次数最多（表３）。
启动三级以上应急响应的灾种主要是：洪涝灾害、

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说明这三种灾害对于生

命财产的破坏性较大，灾情损失严重。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一、三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情况

受灾地点 灾种 响应时间 响应级别

云南鲁甸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４年８月４日１１时 国家Ⅰ级救灾应急响应

云南盈江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１５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贵州 洪涝灾害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７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甘肃 洪涝灾害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１日１７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云南昭通 泥石流灾害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１２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西藏拉萨 泥石流灾害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２２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四川雅安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９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四川 洪涝灾害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１７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甘肃定西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１５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辽宁 洪涝灾害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１０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云南鲁甸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西藏日喀则 地震灾害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６日１６时 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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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应急响应级别及灾种的月际变化
逐月分析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的启动次数，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不同年份之间的月际变化存在差异，但
也具有明显规律：应急响应启动较多的月份集中

在６－９月，占全年１２个月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总次
数的７３％；尤以７月、８月、６月为多（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月际变化

　　针对洪涝、旱灾、台风灾害三种主要的应急
响应气象灾害分析其月际变化（图２），结果显示：
针对洪涝灾害启动的应急响应仅发生于５－１０月，
主要集中在６－７月，其中７月响应次数最多；针
对旱灾启动应急响应发生于春、夏、秋三个季节

的多个月份，但次数最多的月份为８月，其次为６
月；针对台风灾害启动的应急响应仅发生于７－１１
月，其中８月份最多，其次７、９、１０、１１各月次
数分布较相同。此外，还具有时间集中特点的是：

针对低温冷冻和雪灾仅在１月份启动过应急响应，
针对风雹灾害在４、５月份启动了应急响应。

图２　洪涝、旱灾、台风灾害应急响应次数
月际变化（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合计）

２３　应急响应的区域分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国除港、澳、台、津、青外，

其余２９个省份均启动过救灾应急响应，次数从１
次到１６次不等，反映了我国自然灾害影响范围广
的特点；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南方地区多于北

方地区的南北分异差异（图３）。救灾应急响应次数

超过１０次的省份为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
北５个省份，分别高达 １６、１４、１２、１１、１１次，
它们均位于我国南方。其次，江西、广东、重庆、

甘肃、内蒙古、浙江、福建、广西、新疆、安徽、

陕西各省、市、自治区的响应次数为５～１０次，这
些省区多数位于南方。从启动的响应级别来看，

总体上也呈现出南方多于北方的南北区域分布特

点（表３），高级别（一级和三级）的１２次应急响应
仅有３次发生在北方省区。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区域分布图

　　其中，针对洪涝灾害启动的救灾应急响应呈
现“南多北少，集中于长江流域”的区域分布差异

（图４）。５年间全国共针对２５个省启动洪涝灾害
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８６次，针对南方省份启动 ５７
次，占６６％。启动次数超过５次的省份依次为四
川、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江西、陕西，多

为长江流域的省份。

针对台风灾害的救灾应急响应呈现出“集中于

东南”的东西区域分布规律（图４）。我国针对台风
启动的救灾应急响应次数最多的为广东（７次）、浙
江（５次）、福建（５次）三省，其次为广西、海南，
均为３次，山东、上海均为１次。启动台风灾害救
灾应急响应的省份全部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呈现

出明显的集中于东南部的区域分布特点。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洪涝、台风灾害应急响应区域分布图

　　针对旱灾的应急响应主要呈现南北分布差异。
５年共在我国１２个省份启动了旱灾救灾应急响应，
其中北方５个省（内蒙古、甘肃、辽宁、山西、河
南），南方７个省（湖北、云南、江西、湖南、四
川、贵州、安徽），省份数量上南北方差异不大。

但是响应启动次数上北方共启动８次，占全部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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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应急响应次数的 ３３％，南方为 １６次，占
６７％，从救灾应急响应的次数上呈现出了“南多北
少”的分布规律。

针对地震灾害的救灾应急响应呈现明显的“西

多东少”的区域分布规律（图５）。其中云南省的救
灾应急响应次数最多，共启动９次，占全部地震灾
害响应的 ３７５％。其次为新疆、四川、西藏、甘
肃、吉林，分别为５、４、３、２、１次。

图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地震、泥石流灾害应急响应分布图

　　５年内针对滑坡和泥石流灾害、低温冷冻和雪
灾、风雹灾害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次数较少，故规

律性并不十分明显，各灾种救灾应急响应分布状

况主要为点状分布。针对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启动

救灾应急响应３次，分别为四川、云南、西藏各省
各１次，均位于西部地区（图５）。针对低温冷冻和
雪灾启动的救灾应急响应分别为云南、贵州各 １
次。针对风雹灾害的应急响应次数分别为湖南省２
次，江西、贵州省各１次。

３　讨论

３１　应急响应时空特点的指示意义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年

均启动了气象灾害救灾应急响应，以旱涝灾害和

台风灾害为主，旱涝灾害应急响应均集中于５－１０
月，台风灾害集中于７－１１月，７月为洪涝灾害多
发月，８月为旱灾、台风灾害多发月。洪涝灾害集
中于南方地区，台风灾害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上述灾种应急响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符合我国季风

气候特征。

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空间分布发生了一些新

的变化。①据我国４０年统计资料显示旱灾相对集
中于黄淮海地区，次之为长三角地带，呈现出“北

多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５］。而本次研究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的旱灾救灾应急响应呈现出了“南多北少”
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我国东北区、华北区多发低
温冷冻灾害［６］，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仅启动的两次
低温冷冻灾害分别针对云南、贵州两省。亦有研

究表明［７］，我国低温冷冻灾害总体呈不断上升的

趋势，而且发生区域上有所扩展：黄淮、华南、

西南及西北区。分析其可能原因为在气候变暖的

过程中，气候变率增大，异常低温出现的频率升

高，冷冻灾害的风险加大；局部地区的温度升高

会导致作物拔节提早，抗寒力降低，更易发生霜

冻害；气候变暖也导致种植边界北移，各地为提

高产量推广晚熟品种，增加了冷冻害的风险。

此外，应急响应灾种的年度结构，可能指示

着气候异常的组合型。与平均态相比，２０１１年的
灾种构成特点是旱灾多、冰冻灾害多，２０１２年的
组合特点是洪涝灾害多、台风灾害多。根据 ＮＯＡＡ
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为全球厄尔尼诺年，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２年为拉尼娜年［８］。研究表明，拉尼娜期间，

冬季我国东部出现冷冬的概率占７０％［９］，台风活

动及登陆我国东南部地区的概率增大，会出现东

部地区大面积的洪涝灾害［１０］，在厄尔尼诺的恢复

阶段，我国江淮流域会在夏季因降水偏少而发生

干旱［１１］。这种由厄尔尼诺年向拉尼娜年转变的过

程，也许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旱涝、台风、低温
冷冻灾害的异常有一定的关系。但对于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现象对我国气候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有

多种观点，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

３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救灾应急响
应情况的比较

　　马玉玲等［１２－１４］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国家自然灾
害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情况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分

析，总结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其时空分布特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国家共启动应急响应２３５次，

年均３９２次。其中四、三、二、一级响应分别为
占全部响应次数的 ８０％，１５％，４％，１％。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应急响应均启动次数为３３８次，相
比应急响应启动次数减少；响应等级四级占

９２９％，而高级别响应比例较少。反映出我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重大自然灾害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相
较，发生频率减少，灾情损失强度降低。

相似点是：（１）从应急响应灾种的角度分析，
这１０年来，启动应急响应启动的都是洪涝、旱灾、
地震、台风、滑坡 －泥石流、低温冷冻和雪灾、
风雹灾害７种；（２）从区域分布的角度分析，都体
现出“南多北少”的南北分布规律。四川省在两个

时间段内皆为响应次数最多的省，云南省在两个

时间段内响应次数均比较高。另外，由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在我国西部的
频发，使得西部地区的灾害应急响应所占比重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相比有所增加，呈现出一定的东西
分布规律。

４　结论

通过统计分析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国家级自然
灾害救灾应急响应的频数、级别、灾种、省份等

信息，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得出的主要结论如

下所示。

（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共启动国家级自然灾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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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救灾应急响应１６９次，年均３３８次，其频数年
际变化除２０１２年偏多外，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
中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响应占全部响应次数

的比例分别为９２９％，６５％，０％，０６％，特大
自然灾害所占比例十分小，符合巨灾少发的特点。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自然灾害应急响应６－９月
启动次数均相对较高，洪涝、旱灾、台风、地震

灾害为多发灾害。以水旱、台风为主的气象灾害

呈现出一定的月际分布特征，６－９月为洪涝灾害
多发月，７月最多；旱灾多发生在６、８月；台风
灾害７－１１月均有发生，８月为最；这些气象灾害
月际分布特点与我国的季风气候特征吻合。

（３）我国国家级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响应的响应
频数和响应级别总体上均呈现“南多北少”的地域

分布特点。洪涝和旱灾应急响应呈现出“南多北

少”的区域分布特点，其中洪涝灾害集中于长江流

域，台风灾害应急响应呈现出“集中于东南”的区

域分布特点，另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分

布较分散，但多发于我国西部地区。

（４）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救灾应急响应情况相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救灾应急响应年启动次数减少，其
中针对特大灾害的一级、二级高级别响应所占比

例明显下降，区域分布上均呈现出“南多北少”的

南北分布差异，四川省均为应急响应启动次数最

多的省份。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南方多次启动旱灾应急
响应、西南启动低温冷冻响应，是新的灾害分布

变化；而２０１１年的灾种构成特点是旱灾多、冰冻
灾害多，２０１２年的组合特点是洪涝灾害多、台风

灾害多，可能与厄尔尼诺年向拉尼娜年转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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