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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类突发事件定

义：指由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等引发的紧

急事件，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和社会影响。

灾害类突发事件

分类：根据事件

的性质和影响范

围，可分为特别

重大、重大、较

大和一般四个级

别。

灾害类突发事件

的常见类型：地

震、洪水、台风、

疫情等。

灾害类突发事件

的特点：具有突

发性、不可预测

性、危害性大、

影响范围广等特

点。



l 减少灾害损失：通过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

响。

l 提高应对效率：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了应急组织和人员职责，提高了应对灾害的效率。

l 保障公众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的制定和实施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l 促进灾后恢复：应急处置预案能够为灾后恢复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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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根据灾害类突发事件的

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科学制定

应急处置方案。

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资源整合：整合各方资源，协调联

动，形成合力，确保应急处置工作

的有效开展。

公众参与：加强信息通报和宣传引

导，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应急处置工

作，提高社会整体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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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应急目标和原则：明确应

急处置的目的、原则和指导思

想。

资源调查：了解应急所需的人

力、物资、装备等资源状况。

预案评审与修改：组织专家对

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根据评

审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预案评估与更新：对应急预案

进行定期评估，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修订和更新。

风险评估：对可能发生的灾害进

行风险评估，确定重点防范对象。
编制应急预案：根据风险评估和

资源调查结果，制定相应的应急

处置措施和流程。

预案发布与实施：将应急预案发

布，并对应急处置人员进行培训

和演练。



风险评估：识别可能发生的灾害类突发事件，评估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隐患排查：对可能引发灾害类突发事件的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包括设施设备、场所环境、人
员管理等方面的隐患。

风险控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降低灾害发生的风险。

动态管理：对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工作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和措施，确保预案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资源调查：对当地应急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包括人力、物资、设施等方面的资源情况。

能力评估：对应急处置能力进行评估，包括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处置效率等方面，为

制定预案提供依据。

资源整合：根据资源调查和能力评估结果，整合现有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应急处置效

率。

预案制定：根据资源调查和能力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各部门职责

和处置流程。



建立应急处置指挥

部，负责统一指挥

和协调应急处置工

作。

加强应急处置队伍

建设，提高人员素

质和专业技能。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

制度，确保应急物

资的充足和及时供

应。

加强应急处置力量

培训和演练，提高

应对灾害类突发事

件的能力和水平。





l 组织指挥：建立应急处置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和调度资源

l 协调配合：各部门、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高效有序

l 信息共享：及时传递和共享灾情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l 资源整合：整合各方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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