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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任务及流程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 

2014 年 8月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以省级为主导，省、市、县共同组

织，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位，以小流域为基本工作单元组织

开展。 

一、省级主要工作任务 

1、明确省、市、县各级建设任务。 

按照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年度建设任务（包括中央资金和地

方资金明确的建设内容）和工作要求，省级项目主管单位首先

进行任务分解，分别明确省、市、县项目建设任务，确定相关

任务的时间节点。 

建议省级负责现场数据采集终端硬件设备的统一采购和软

件系统定制、培训及服务工作，统一组织水文资料收集、历史

洪水调查、沿河村落河（沟）道控制断面及居民户沿高程分布

测量、调查数据的全过程审查和审核汇集、分析评价等专业性

强的工作。 

2、明确调查评价工作组织方式，确定承建单位和资质条件。 

（1）分解调查评价建设任务，明确各项任务的工作要求。 

（2）对于专业技术要求高和适合统一专项实施的项目，应

根据资金落实情况和年度建设任务，合理划分建设任务（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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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采用委托或统招统签、统招分签等方式签订合同。 

（3）建设任务（或标段）可按工作性质分为基础数据准备、

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外业测量、分析评价等；也可按行政区

划（或按地域）划分若干片区，适当集中。 

3、确定技术支撑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技术支撑单位

主要工作任务有： 

（1）熟悉掌握有关技术要求，协助完成山洪灾害调查评价

建设任务分解，结合实际细化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方案、技

术要求等技术指导文件，细化工作任务和流程。  

（2）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解决与项目有关的技术问题，协

助主管单位协调与各承建单位的技术工作。 

（3）跟踪检查整个工作过程，及时提出技术整改意见；项

目完成后，协助主管单位组织项目技术验收。 

（4）组织调查评价数据的审核汇集，检查数据质量，整理

工作成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利用统一开发的审核汇集系统

中的调查数据过程控制软件，对山洪灾害调查工作进行全过程

控制，对不符合要求的调查数据及时提出修改意见，现场调查

人员随即整改，确保调查成果质量。 

4、协助制定项目招标方案，明确招标组织方式和招标流程，

协助组织编制招标文件。 

5、组织制定居民家庭财产分类标准。建议委托统计部门协

助制定居民家庭财产分类标准，供现场调查使用。 



 

 3 

6、确定现场数据采集终端软件定制服务商；建议统一组织

采购硬件设备。 

确定现场数据采集终端软件定制服务商。定制服务商工作

任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现场数据采集终端相关硬件、软件及

工作底图的安装配置（包括分幅切片、数据导入导出、图表打

印等），培训现场调查人员，指导和解决软硬件使用中出现的

问题等。 

7、建设审核汇集系统运行环境，确定数据审核汇集系统定

制服务商。 

（1）结合防汛指挥系统和监测预警系统，建议统一组织编

制省、市级数据审核汇集系统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管理系统技

术方案，建设系统运行环境，包括硬件设备、网络环境和系统

软件等的采购、安装和集成。 

（2）确定数据审核汇集系统定制服务商（可与现场数据采

集终端软件服务商为同一服务商）。服务商负责省、市、县数

据审核汇集系统软件的安装配置、业务培训，现场指导和解决

软件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可由确定的省级服务商（或选择专业

单位）负责调查评价数据的全过程审查，承担省、市数据检查、

审核、汇集工作。 

8、组织相关业务培训。 

编制培训方案，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次数和参加培训人员。

通过业务培训，使参加培训人员熟悉调查评价工作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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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调查表格及调查指标，熟练掌握调查工具和软件的操作

使用。 

9、协调水文气象部门，协助收集水文气象资料。 

（1）降雨资料：各地暴雨图集及所用雨量站最大 10 分钟、

1 小时、6 小时、24 小时（和其他时段）年最大点雨量对应的统

计参数，各地 24h 设计暴雨时程分配资料，各地水文分区对应

的短历时暴雨时面深关系图等。 

（2）水文资料：山洪灾害防治区内蒸发站逐日蒸发量，水

文站历年最大流量、历年最大流量统计参数，水文站洪水要素

摘录及其上游雨量站相应降雨摘录等资料。 

（3）各地中小流域水文图集、水文水资源手册等。 

10、组织现场测量工作。 

（1）建议统一采用 CORS 系统进行沿河村落河道断面测量

和居民户高程测量工作，满足拼图等成果汇集要求，提高工作

效率，统一协调省测绘局 CORS系统使用与费用等事项，以确保

精度、降低成本。 

（2）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开展测量工作。 

11、加强山洪灾害调查过程控制，组织省市县明确专业人

员，利用统一开发的审核汇集系统软件同步审核调查数据，对

不符合要求的数据第一时间提出修改意见，督促现场调查人员

及时整改，确保调查成果质量，满足分析评价的要求，避免返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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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强调查评价工作督促检查， 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

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要时采用约谈、督察方式，确保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13、指导协调市、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 

（1）指导协调市、县与调查评价承建单位的工作关系。 

（2）督促技术支撑单位协调调查数据与分析评价的衔接工

作。 

（3）指导协调市、县调查评价数据的审核汇集工作（如以

县为单元进行调查，市级应处理好跨县界小流域调查数据和工

作衔接）。 

14、组织全省调查评价成果整理、图件制作、报告编写。 

15、组织山洪灾害调查评价试点工作。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相关单位经验

缺乏，省级应组织开展调查评价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建设探索

工作方法，积累工作经验，为调查评价工作全面铺开奠定基础。 

二、调查主要工作流程 

事前要在人员、设备、软件、资料和方案等方面做充分的

准备。 

1、内业调查阶段 

以县级为主，专业单位配合完成。内业调查的主要步骤包

括： 

第一步：编制调查对象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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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县、乡、村、自然村组及企事业单位名录，补充修改

行政区划代码，在工作底图上标绘居民区范围。根据非工程措

施建设经验，在工作底图上初步标注危险区。 

第二步：统计整理历史山洪灾害情况，重点是建国以来发

生的山洪灾害，确保不遗漏发生人员伤亡的山洪灾害事件； 

统计需防洪治理山洪沟数量，填报基本情况； 

统计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或共享到县级监测预警平台的

所有自动监测站点，包括自动雨量站、水位站、水文站、气象

站等； 

统计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的无线预警广播站、简易雨量

站、简易水位站等预警设施。将统计结果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便于外业调查时核查。将统计结果标注在工作地图上，便于外

业调查时核 

第三步：编制居民房屋类型标准。 

根据当地情况，按行政区域将具有代表性的农户主要住房

按结构形式、建筑类型和造价划分为 4类，供现场调查使用。 

第四步：收集县、乡、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第五步：收集涉水工程资料，统计调查范围内的涉水工程

数量。 

第六步：根据水利普查成果进行统计、汇总水利工程，并

将水利工程位置标绘到工作底图上。 

2、外业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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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业调查工作由专业单位为主，县、乡、村配合完成。外

业调查的主要步骤包括： 

（1）入村调查 

第一步：防治区基本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1）核对行政区划名称、行政区划代码、总人口，企事业单

位名称、单位类别、组织机构代码、地址、在岗人数、驻地的

行政区划代码，现场核对内业调查信息。 

2）以乡（镇）为单位，调查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家庭财

产情况、住房人口情况，登记汇总各自然村数据。 

第二步：危险区调查。 

1）按照内业标注的危险区，现场确定成灾水位和历史最高

洪水位或最高可能淹没水位，初步划分危险区，统计危险区内

基本情况。 

2）综合确定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地点，在工作底图上标绘

危险区范围、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地点。 

第三步：涉水工程调查。 

对沿河村落防洪安全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塘（堰）坝、桥

梁、路涵等涉水工程进行现场调查，将工程位置标绘在工作底

图上。 

第四步：重点防治区现场详查。 

1）调查沿河村落和重要城（集）镇人口、居民户、住房等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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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确定的沿河村落进行河道纵、横断面测量。 

3）结合入村调查，对确定的沿河村落进行居民户高程测量。 

4）由专业单位进行典型流域的历史洪水调查。 

第五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需防洪治理山洪沟基本

情况调查。 

第六步：核查小流域基础信息、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成

果等信息，现场核对修改内业整理的成果。 

（2）调查成果整理 

及时分类整理、录入、上报外业调查成果。负责审核汇集

的单位要对成果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技术支持。 

阶段性成果要及时通过审核汇集系统上报。 

三、分析评价主要工作流程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工作以专业单位为主，各级防汛部门配

合完成。 

第一步：收集整理核对基础数据和调查成果数据。 

第二步：设计暴雨洪水计算。 

第三步：防洪现状能力评价。 

第四步：预警方式和指标分析。 

第五步：危险区图绘制。 

第六步：分析评价成果的审查和上报。分析评价成果经县

防汛指挥部审核后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