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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减灾委办公室

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3 日

平顶山市 7-9 月份自然灾害风险分析报告

近日，市减灾委办公室会同市气象、自然资源、交通、住建、

水利、农业农村、应急、文广旅、城管、林业等行业部门，对 7-9

月份我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现将研判结果报告如

下：

（一） 气象灾害风险分析

1、2023 年以来我市主要气候特怔。今年以来，全市平均气温

14.9℃，较常年偏高 1.2℃，平均降水量 386.7 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多 12%。日照时数 1050.2 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多 7.8 小时。主要

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极端天气多发。3 月份极端最高气温和月平均

气温均创 1961 年以来同期第一高，全市入春期普遍提前；3 月 15-19

日出现了倒春寒、局部暴雪天气，最大降温幅度 9.6-11.3℃，16

日汝州降雪量 28.4 毫米，创 1957 年该站 3 月份日降雪量最大值；

宝丰、汝州最大积雪深度，也突破了本站 3 月历史同期极值。二是

三夏期间降水明显偏多。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麦收期遭遇严重“烂

场雨”，全市各地总降水日数达 10-12 天，是 1961 年以来同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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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最广、降水异常偏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阴雨天气过程，与

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叠，造成墒情大范围长时间偏湿，小麦出现萌动、

发芽、霉变现象。三是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4-6 月全市共出现 7

次强对流天气，其中 6 月 13 日舞钢庙街出现直径 10 毫米的冰雹，

汝州温泉出现 20.8 米/秒的大风；6 月 29 日 1-3 时宝丰石桥 3 小时

累计降水量达 185.1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82.7 毫米。四是高温天气

多发。6 月以来我市曰最高气温≥35 ℃的日数 14-16 天，主要出现

在 6 月 6 日、8-10 日、14-15 日、20 日、22-24 日、27 日、30 日、

7 月 5 日、7-10 日；极端最高气温国家站出现在叶县 39.8℃（6 月

9 日），区域站出现在叶县水寨 42℃（6 月 9 日）。

2、气候趋势预测。 预计 2023 年 7-9 月我市降水量为 350～

400mm，与历年同期（均值 390mm）相比略偏少；平均气温为 26～28℃，

较常年同期（均值 26.5℃）略偏高。

3、气象灾害风险及应对措施。一是存在阶段性强降水和暴雨

洪涝风险。夏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要做好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和暴

雨洪涝的准备工作。城市内涝和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出现可能性大。

二是严防强对流天气。夏季短时强降水出现频率增加，雷雨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需采取措施，降低对工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和人身安全的影响。三是气象干旱及高温热浪。预计 7-9 月我

市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可能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和高温热浪,应防

范其对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做好水资源

调度和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二）自然资源领域灾害风险分析

1、地质灾害隐患点概况。平顶山市山地丘陵面积为 3368 平方

千米，占域内国土总面积 42.6%，地形起伏大，地貌及地质结构复

杂，地质灾害类型齐全，地域分带明显，且具有点多、面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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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164 个。威胁群众 5193 户，人口约 1.77

万人、潜在经济损失约 10.91 亿元。按类型划分：崩塌 40 个，滑坡

62 个，地面塌陷 55 个，泥石流 6 个，地裂缝 1 个。按风险等级划

分：高型 7 个、中型 56 个、低型 101 个。按区域分布：汝州市 46

个（崩塌 15 个、滑坡 21 个、地面塌陷 7 个、泥石流 3 个），舞钢

市 10 个（崩塌 1 个、滑坡 8 个、地面塌陷 1 个），鲁山县 30 个（崩

塌 14 个、滑坡 13 个、泥石流 3 个），宝丰县 40 个（崩塌 2 个、滑

坡 7 个、地面塌陷 31 个），郏县 11 个（崩塌 5 个、滑坡 2 个、地

面塌陷 4 个），叶县 1 个（地面塌陷 1 个），卫东区 8 个（滑坡 6

个、地面塌陷 2 个），石龙区 18 个（崩塌 3 个、滑坡 5 个、地面塌

陷 9 个、地裂缝 1 个）。

2、第三季度风险形势。进入三季度（7-9 月），我市阶段性集

中降雨概率较高，短时内强降雨和暴雨，局部地区洪涝和内涝，滑

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较大。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去山区、景区游玩的游客增多，需重点关注景区和道路沿线落石。

另外，对山地斜坡附近群众聚居区、切坡建房宅基地区域、公路铁

路沿线、矿山开采区域、旅游景区、学校、医院等特殊区域开展隐

患排查，做好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和汛后复查。要及时关注，深入

分析雨情、水情、灾情、险情，实时把握隐患点的动态变化。

（三）交通运输领域风险分析

结合 7-9 月份季节特点和现有实际，道路交通方面自然灾害风

险主要有以下两点：

1、普通国省道公路方面。 灾害类型主要是山区山体滑塌、崩

落和临河路段道路路基冲毁。根据季节性、行业性特点，加强与气

象、应急等部门的日常协调联动，在重大节假日、特殊时段和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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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自然灾害发生的恶劣天气下，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

度，安排专人负责收发相关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及灾害预警信息，

加大对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山区段的巡查力度，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和安全风险点管控，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应急物

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做到人员、机械、设备、车辆、物资等五

到位。其次受极端恶劣天气影响，发生自然灾害并导致山区山体滑

塌、崩落、出现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联合

路政、执法等有关部门对险情发生路段采取封闭、断行等交通管制

措施，及时发布封闭、断行公告，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划定警戒区

域，对人员及车辆进行疏散，及时组织队伍进行抢修；抢修完毕，

险情解除时，及时对封闭、断行路段解除管控，发布相关公告，恢

复道路畅通。

2、通航水域水运方面。通航水域客运船舶，遇到极端天气有船

体倾覆、人员落水等风险。为确保水路运输安全，市（县、区）海

事部门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停航、封航等措施。日常营运时

不得超载，严格落实人员穿戴救生衣和安全教育培训等。渡口渡船，

遇到极端天气有船体倾覆、人员落水等风险，在节假日、集、会及

强降雨洪水大风等恶劣天气重点时段，严格管控洪水期封渡，无证

停渡，不得超载经营，渡工需经安全教育培训等。

（四）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经市防震减灾中心会同地震台专业技术人员会商研判，平顶山

市 2023 年 7-9 月份震情形势相对平稳，发生 3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

较小。市防震减灾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强化监测数据

分析研判，开展周、月会商，为地震灾害应急处置提供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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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好应对地震灾害的预案和人员、装备等方面准备，及时处置

地震灾害风险。

（五）住建领域风险分析

我市建筑施工领域在三季度处于施工高峰期，存在抢工期、赶

进度，交叉作业频繁风险。同时，三季度我市将进入主汛期，建筑

施工领域室外作业多、高处作业多，受高温、大风、强降雨等恶劣

天气影响，发生安全事故风险较高。一是汛期来临，大风暴雨天气

增多，建筑工地深基坑存在坍塌风险，建筑起重设备存在倾倒、坍

塌风险。二是高温天气室外连续作业，存在人员中暑风险。三是高

温高湿条件下，施工人员触电风险升高。四是天气炎热，电力负荷

大，存在火灾风险。

根据上述特点突出以下应对措施：

1、强化施工人员教育培训。督促指导各在建工程项目结合第三

季度季节特点，同时针对不同作业工种，强化班前教育和岗前安全

技术交底工作，提升广大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

2、开展防汛、防中暑、防触电、防火等应急演练。督促指导

各在建工程项目通过事故模拟，切实提高广大施工人员的风险意识，

进一步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全面提升各类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

3、全力做好汛期安全应对工作。督促指导各在建工程项目做好

汛期施工现场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遇大风、暴雨

等极端天气，及时制止违章作业和冒险施工，加强应急值守，严格

执行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雨前雨后重点对深基坑、塔

吊、脚手架、临时用电等部位进行全面排查，确保不带隐患作业。

重点加强对基坑开挖、土石方施工的检查和监控，确保排水及时，

检查落地式脚手架立杆基础和排水情况。强化对施工现场临建、大



6

型机械和施工用电、动火作业等危险部位和环节的检查。

（六）水利行业领域风险分析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强降雨过程集中且多发、

频发，极易引发洪涝灾害。

1、水利系统需关注的风险点。一是全市大中型水库目前水位

均在汛限以下，防洪库容充足。但若遭遇连续强降雨过程，仍有可

能出现持续高水位运行引发水库险情、大流量泄洪超过下游河道行

洪能力造成漫溢的风险。二是小型水库防洪能力有限，局部短历时

强降雨可能造成水位暴涨，出现渗水、滑坡等险情的可能性增大。

三是受前期降雨过程影响，土壤已趋近饱和，局部短历时强降雨可

能引发山洪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四是需高度关注南水北调总干

渠左岸 66 座水库及沿线 47 处风险点情况，确保南水北调工程运行

安全。

2、需采取的防御应对措施：一是严格防汛应急值守。督促各

级防汛责任人上岗到位，加强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巡查值守，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遇强降雨过程加密抽查频次，确保责任人履职

尽责。二是科学会商预警调度。全面落实“五预”措施，贯通雨情、

水情、工情、险情、灾情，密切监视雨、水、汛情发展变化，及时

组织会商研判，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高度关注山丘区局部暴雨、

小型水库、南水北调、险工险段监测巡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抢

早抢小处置险情。三是加强水利技术支撑。继续开展培训演练，进

一步检验预案的针对性及可操作性，切实提升防汛责任人履职尽责

能力及广大干群实战能力；发挥水利行业优势，组织水利专家队伍

随时投入应急抢险。四是强化督促指导检查。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

检查，重对山洪灾害重点村、南水北调风险点防御措施落实、水库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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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物资储备、防洪工程运行调度、度汛隐患整改等情况进行抽查，

确保各项度汛措施落到实处。

（七）文广旅领域风险分析

针对三季度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市文广旅游局组织人员进行了风险研判，应对措施如下：

1、及时预警。根据防汛、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关于

雨情、水情、地灾险情的预报，通过网站、微信、短信等方式及时

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2、做好关停措施。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及时做好关闭措施，做

好景区、场馆游客及工作人员的撤离工作，并及时对外公布关闭和

开放时间。要加强对旅游景区、文体场馆、星级酒店的安全管理，

督促经营主体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和电

梯等特种设备的隐患排查，科学制定突发事件紧急处置预案，备足

应急物资，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强化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3、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带班值班制度，确保

重要部位和出险位置 24 小时专人盯守，不定期开展值班抽查，确保

带班领导、值班人员在岗在位，责任人履职尽责，保持信息渠道畅

通，遇到突发事件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

（八）城管领域风险分析

进入 7-9 月，我市阶段性集中降雨概率较高，短时内强降雨和

暴雨容易造成局部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存在市管道路、涵洞存在积

水，园林树木倒伏，户外广告及门匾标牌掉落，供水、供气管道破

裂等风险。城管部门采取如下应对措施：一是加强值班值守。严格

落实 24 小时防汛带班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精准指挥调度。



8

二是做好重点部位的防范。 各县（市、区）政府、公安、住建、交

通、城管等成员单位要履行好职责，易涝积水点、下穿涵洞值守人

员要到岗到位，当涵洞出现积水超过警戒的情况时，值守人员立即

对涵洞进行封闭，及时疏导交通，坚决杜绝车辆、人员进入危险区

域；地下停车场、小区车库、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要安排人员值

守，提前准备好车辆、水泵、沙袋、警示牌等防汛物资，确保人员

安全；加强在建工地、易涝小区、危旧建筑的监管，避免发生安全

事故。三是严格落实部门职责。泵站闸门管理单位要立即安排管理

人员到岗到位，听从指挥部调度，接到指令及时开启泵闸；城管执

法部门要做好户外广告、店名招牌的安全监管工作，确保户外广告

牌及悬挂物等设置牢固、安全、可靠。园林部门要做好汛期道路巡

查工作，发现树木倒伏要及时处理，确保道路畅通；环卫部门要做

好雨后道路清扫保洁等工作，保证道路整洁；市政部门对易积水路

段路灯设施要加强巡查，根据积水情况，及时断电。四是做好应急

物资和抢险队伍准备。对现有应急物资进行点验，明确数量和存放

地点，以便及时取用；各类抢险队伍要预置准备到位，做好因强降

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的应对准备，避免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九）农业领域风险分析

第三季度，对我市秋作物生产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主要有：

干旱、涝渍、高温热害、冰雹雷电、大风倒伏、病虫害等。局部可

能产生内涝和山洪灾害。对设施农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洪涝、大

风、冰雹等灾害。对畜牧、水产养殖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洪涝灾

害。需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及时关注天气，加强预警和会商，提出具体应对措施，做

好预防。二是成立组织，检查督导，启动应急响应，加强管控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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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分类处置，强化措施落实。针对干旱灾害。要及时灌溉，保障

秋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对洪涝渍害，做好水毁修复工作，补种适宜

农作物。尽快排出田间积水，及时中耕散墒，破除土壤板结，促进

作物恢复。设施农业、渔业和养殖业，加固棚舍、堰坝、田埂，疏

通、修整沟渠，确保生产安全。对高温热害，要及时灌溉，或喷施

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适当进行辅助授粉，降低高温热害影响。

对冰雹雷电，做好预防和后期补救，减轻损失，科学躲避雷电，确

保生命安全。若遇大风倒伏，科学扶正倒伏植株，培土踏实，增强

抗倒能力，加强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茎秆折断的清除出田间，

根据农时补种生育期较短的其他作物。对待病虫害，要加强秋作物

病虫害监测防控，最大程度减轻危害。四是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农

业重大灾情报送制度。市农业农村局 6 个秋粮生产专家指导组可持

续到分包县（市、区）开展工作，宣传、指导、组织群众救灾减灾。

（十） 林业领域风险分析

三季度，林业部门遇到的灾害风险主要是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

灾。7-9 月份，林业病虫害逐步进入危害显现期，主要以草履蚧、

桑天牛、光肩星天牛、美国白蛾、杨小舟蛾、悬铃木方翅网蝽、杨

树溃疡病、杨树黑斑病等林业有害生物为主。二是当前正值暑假假

期，休闲、 旅游、外出露营等人为活动增多，林区、景区内旅游活

动达到高峰期，野外人为用火风险增大。加之天气炎热，气温偏高，

林区输配电线路、燃气管道等重点部位森林火灾风险较大。

林业部门要加强森林病虫害的监测及预报，严格落实《平顶山

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相关规定，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及时采取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种形式进行防范，确

保林业生产安全。要加强防火宣传和防火知识技能普及，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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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野外火源整治和禁燃禁烧专项整治活动，加强防火队伍培训演

练和防火机具、设备检修保养，提升火情早期处置能力，全面做好

森林火灾防范。

报：省应急厅减灾处

发：各县（市、区）减灾委办公室 、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各有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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