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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我国对风暴潮灾害的灾情评估和防灾减灾水平,文章分析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的工

作机制和规范。研究结果表明: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现场调查、报告编制和成

果归档4项工作内容;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调查方案、制作调查底图和配置调查装备,现场调查

内容包括气象水文情况、承灾体受损情况、风暴潮淹没情况和防灾减灾措施,报告编制内容包括灾

害基本情况、现场调查情况、灾害损失情况、灾害应对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和建议,成果归档类型

包括记录类等6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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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levelofdisasterassessment,preventionandmitigationofstorm

surgedisastersinChina,thispaperanalyzedtheworkingmechanismandstandardoffieldinvesti-

gationofstormsurgedisaster.Theresultsshowedthatthefieldinvestigationofstormsurgedis-

asterincludes4parts:preliminarypreparation,fieldsurvey,preparationofreportsandarchiving.

Thepreliminarypreparationsincludedtheformulationofinvestigationplans,theproductionof
surveymapsandthedeploymentofinvestigationequipment.Theon-siteinvestigationsincluded

meteorologicalandhydrologicalconditions,damagetodisasterbodies,stormsurgeflooding,and

dis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measures.Thereportwaspreparedonthebasisofthedisaster,

fieldinvestigations,disasterlosses,disasterresponse,problemsandsuggestionsfound.Th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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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resultsarchivedincluded6categories,includingrecords.

Keywords:Marinedisaster,Storm,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Surgesurvey,Disasteras-

sessment

0 引言

我国是全球遭受风暴潮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沿海地区平均每年有8~9个台风登陆,几乎

都会引起台风风暴潮灾害;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

渤海湾和莱州湾近岸受温带风暴潮灾害影响较严

重[1]。风暴潮灾害主要是由异常的风暴增水导致

潮位大幅升高而形成的,致灾因子不仅包括风暴

潮,而且包括天文大潮和近岸浪以及上述三者的

耦合作用[2]。我国多次遭受特大风暴潮灾害,其
中9711号台风风暴潮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影响

最为严重,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山东

省、河北省和天津市均受灾,造成342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达287亿元[3]。

原国家海洋局一直高度重视海洋灾害现场调

查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资

料[4-6]。尤其2012年后,针对严重影响我国的风暴

潮灾害开展现场调查30余次,并编制相关灾情评估

报告。海洋灾害现场调查工作机制和规范对于提

高所获取资料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以及保障防灾减

灾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大意义。

1 工作机制

灾害现场调查是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制订现场

调查计划,在有效时间内对选定区域综合采用调

访、踏勘和测量等调查手段,获取灾害过程及其影

响的资料,并编制评估报告的全过程。科学有效的

海洋灾害现场调查有助于掌握海洋灾害的致灾过

程、损失和影响、应对机制和薄弱环节以及防灾减

灾效益等情况,进一步服务于核灾定损、预报验证、

灾害防范和致灾机理研究等。

2018年《海洋灾情调查评估和报送规定》明确

海洋灾害现场调查的相关工作机制。对于风暴潮

灾害,当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出灾害预警后,原国家

海洋局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并根据预警级别派出

由相应单位牵头的工作组赶赴灾害现场开展调查

工作,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现场调查、报告编制和成

果归档4项工作内容。

2 前期准备

由于风暴潮灾害影响期间现场调查的时间窗

口较短,前期准备工作应尽早开展。

2.1 制定调查方案

根据风暴潮灾害的发生和发展情况,选定调查

区域;充分了解调查区域内承灾体的空间分布,明
确调查内容,并初步预估调查工作量;视情况派出

调查组,确定组长、综合岗、安全岗、记录岗、摄像

岗、测量岗和无人机保障岗等岗位人员。调查方案

应系统和完整,做到工作流程清晰、任务分工明确、

附图附表齐全和保障措施到位。

2.2 制作调查底图

调查底图应采用调查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图上标注的要素信息包括居民点、交通干

道、水系、海堤、渔港、避风塘、养殖区、码头、锚地、

海洋站和验潮站等可能受灾的承灾体。

2.3 配置调查装备

调查装备应涵盖测量、影音采集、数据传输和

人员防护等方面,具体包括钢卷尺、激光测距仪、手
持GPS、防水相机(摄像机)、录音笔、记录本、无线

上网卡、通信设备、移动供电设备、雨具、紧急医疗

包和救生衣等。此外,应视灾害影响情况考虑采用

无人机和船只等装备。

3 现场调查

3.1 气象水文情况

在现场调查期间,应重点前往调查区域的海洋

预报部门、中心站和海洋站等了解气象水文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灾害过程的增水值和潮位值及其时

间、超警戒潮位、最大浪高和有效波高以及最大风

速等。同时,野外作业时注重对当地群众的调访,

了解风力、风暴潮增水和浪高等情况。

3.2 承灾体受损情况

获取各类受损承灾体的名称、位置、数量、范围

和受损程度等信息,同时获取明显受损承灾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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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点的多媒体信息。从多角度拍摄照片记录,

充分体现承灾体的整体情况和受损情况。

受损长度调查主要针对海堤、道路和护岸等承

灾体。首先判断受损部位是否为本次风暴潮灾害

造成;而后通过钢卷尺和激光测距仪测量或通过测

点坐标计算,获取受损部位两侧的直线距离(图1)。

图1 受损长度调查

受损面积调查主要针对农田、盐田和养殖区等

承灾体。同样,首先判断受损部位是否为本次风暴

潮灾害造成;而后通过现场询问当地群众了解或采

用实地量距法计算。其中,采用实地量距法是根据

实地丈量的距离直接计算受损面积,对于不规则受

损区域,可将其分割为矩形、梯形和三角形等简单

的几何图形,分别计算面积并累加。

3.3 风暴潮淹没情况

当风暴增水淹没海岸线以上的陆地时,应开展

风暴潮淹没情况调查,主要明确淹没范围边缘点的

经度、纬度和高程,并拍摄照片。淹没范围边缘点

的确定依据主要包括水痕迹线、漂浮物聚集、植被

变化和现场询问。

(1)水痕迹线。潮水过后,在房屋等构筑物上

一般会形成水痕迹线。对水痕迹线的位置和高程

进行测量,结合当地高程地形资料,确定淹没范围。

水痕迹线应明显、可靠和具有代表性,并进行标记、

编号和拍照。

(2)漂浮物聚集。受风暴潮影响,垃圾等漂移

物会被搬运至陆地淹没区域边缘,并形成聚集。对

漂移物聚集的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结合当地高程

地形资料,确定淹没范围。漂浮物聚集应明显、可

靠和具有代表性,并进行标记、编号和拍照。
(3)植被变化。若未受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

影响,调查区域的多数植物经海水浸泡后1周内会

枯萎或死亡。通过勘测植被变化的边缘线或通过

解译灾害前后的卫星影像分析植被的光谱变化特

征,确定淹没范围。

(4)现场询问。向当地群众询问灾害期间海水

淹没区域的外缘位置,经被询问人现场指认后确定

淹没范围,并对特征点进行标记、编号和拍照。

3.4 防灾减灾措施

(1)预警报信息发布。现场调查国家、海区、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各级海洋预报机构对本次

风暴潮灾害预警报信息的发布情况,包括红、橙、

黄、蓝4色预警报级别及其发布次数。

(2)公众信息发布。现场调查各级管理部门通

过电视、广播、短信、网站和微博等方式向公众发布

本次风暴潮灾害预警报信息的情况,包括发布形式

和次数,同时深入基层了解公众接收预警报信息的

方式和主体。

(3)备灾御灾。现场调查当地政府对本次风暴

潮灾害采取的准备和防御工作情况,主要包括组织

渔船回港和人员撤离、评估灾害风险、建设避灾点、

储备物资以及执行应急预案等。

4 报告编制

综合现场获取和地方报送的资料,保证报告的

全面和翔实。在受灾较重的区域,可采用对比卫星

影像的方式直观地反映灾害影响情况。报告内容

包括灾害基本情况、现场调查情况、灾害损失情况、

灾害应对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和建议5个方面。

(1)灾害基本情况。若为台风风暴潮灾害,分

别描述台风和风暴潮的基本情况:台风基本情况包

括登陆时间、登陆时中心附近气压和最大风速等;

风暴潮基本情况包括各岸段出现的增水及其超警

戒情况。若为温带风暴潮灾害,仅描述风暴潮基本

情况。

(2)现场调查情况。主要包括组织领导、人员

安排和工作开展等,并结合实际情况制作调查路线

图和时间表。

(3)灾害损失情况。主要分析灾害损失及其特

点和原因,并制作相关示意图。

(4)灾害应对情况。主要包括召开会议、派出

工作组和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等情况。

(5)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主要包括灾害应对、

基础设施建设、预警报信息发布和接收以及防灾减

灾意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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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归档

通过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非

常宝贵,相关牵头单位应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对相

关成果进行归档。归档内容主要包括6个类型:

①记录类,包括会议记录和调访记录等;②影像类,

包括会议、座谈和调查区域等的照片和录像;③搜

集类,包括汇报信息、应急预案、相关报道以及过程

增水和潮位数据等;④编制类,包括每日快报、综合

评估报告和按要求编制的其他报告等;⑤测量类,

包括RTK测量数据和GPS点位数据等;⑥报送类,

包括上报的工作总结和评估报告等。

6 结语

面对我国严峻的风暴潮灾害形势,开展风暴潮

灾害现场调查可全面和直观地掌握灾害影响情况,

为下一步开展风暴潮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基

础数据和科学依据。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工作机

制和规范的各项内容应具体和明确,从而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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