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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4/T 4637《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的第9部分。DB34/T 4637 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暴雨；  

—— 第 2部分：干旱；  

—— 第 3部分：台风；  

—— 第 4部分：高温；  

—— 第 5部分：低温；  

—— 第 6部分：冰雹；  

—— 第 7部分：大风；  

—— 第 8部分：雷电；  

—— 第 9部分：雪灾。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华云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中心、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安徽省气候中

心、安徽华信瑞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鞠晓雨、田红、程向阳、庄道全、陶寅、朱浩、伍晓玲、王超、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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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客观识别主要灾害风险水平的重要手段，为制定科学

实用的气象灾害防治区划、最大程度减轻气象灾害风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DB34/T 4637 旨在规范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拟由九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暴雨。目的在于规定暴雨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2部分：干旱。目的在于规定干旱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3部分：台风。目的在于规定台风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4部分：高温。目的在于规定高温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5部分：低温。目的在于规定低温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6部分：冰雹。目的在于规定冰雹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7部分：大风。目的在于规定大风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8部分：雷电。目的在于规定雷电灾害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

和灾害风险评估。 

—— 第 9部分：雪灾。目的在于规定雪灾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和灾

害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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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  第 9 部分：雪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雪灾风险普查的资料收集、数据处理，致灾危险性评估和灾害风险评估。 

本文件适用雪灾的风险普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雪灾  snow disaster 

因大范围积雪，影响人们正常生产生活或对人畜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一种自然灾害。 

 

积雪深度  depth of snow cover 

从积雪表面到地面的垂直深度。 

[来源：GB/T 20482—2017，2.2] 

 

承灾体  hazard-affected body 

承受雪灾的对象。 

 

暴露度  exposure 

承受积雪影响的承灾体的数量和价值量。 

 

脆弱性  frangibility 

受到积雪不利影响的倾向或趋势。 

 

风险普查  risk investigation 

收集气象灾害相关信息，经数据处理后，对致灾危险性和灾害风险进行评估。 

 

评估单元 assessment unit 

县级行政区域。 

4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 

—— 地面气象观测站建站以来的雪深和雪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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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数、国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等最新资料； 

—— 历次或历年积雪导致的受灾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资料，资料年限不

少于 10 年； 

—— 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和分辨率不低于 30弧秒的数字高程模型资料。 

5 数据处理 

雪灾统计分析内容见附录A。 

6 致灾危险性评估 

年均积雪日数修正 

对于海拔大于等于 100 m 区域，年均积雪日数按公式（1）进行修正： 

 𝑦 = 0.0186𝑥 + 2.848 ·································································· (1) 

式中： 

𝑦    ——年均积雪日数，单位为 天； 

𝑥    ——国家气象观测站海拔高度，单位为 m。 

致灾危险性指数 

按式（2）计算： 

 H = 𝑆 × 𝑤𝑠 + 𝑁 × 𝑤𝑛 + 𝑃 × 𝑤𝑝 ·························································· (2) 

式中： 

H ——致灾危险性指数；  

S ——归一化的年均最大积雪深度，归一化处理方法见附录B； 

ws ——年均最大积雪深度的权重系数； 

N ——归一化的年均积雪日数，归一化处理方法见附录B； 

wn ——年均积雪日数的权重系数； 

P ——归一化的最大雪压，归一化处理方法见附录B； 

wp ——最大雪压的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确定方法见附录C，𝑤𝑠 + 𝑤𝑛 + 𝑤𝑝 = 1。 

致灾危险性区划 

采用自然断点法（见附录D）对致灾危险性指数进行分类，将致灾危险性分为高危险、较高危险、

较低危险和低危险等 4 个等级，可依据致灾危险性等级制作危险性区划图。 

7 灾害风险评估 

承载体暴露度和脆弱性评估 

7.1.1 指标 

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评估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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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评估指标 

承灾体 暴露度 脆弱性指数 

人口 人口密度（𝑑𝑝） 人口受灾率（𝑟p） 

GDP GDP密度（𝑑𝑔） 直接经济损失率（𝑟g） 

农作物 农作物播种密度（𝑑𝑐） 农作物受灾率（𝑟c） 

7.1.2 计算 

7.1.2.1 人口密度按公式（3）计算： 

 𝑑P =
𝑃
𝑆
 ··············································································· (3) 

式中： 

𝑑p —— 评估单元人口密度，单位为 人/km
2
； 

𝑃  —— 评估单元人口数，单位为 人； 

𝑆  —— 评估单元国土面积，单位为 km
2
。 

7.1.2.2 GDP密度按公式（4）计算： 

 𝑑G =
𝐺
𝑆
 ··············································································· (4) 

式中： 

𝑑g —— 评估单元GDP密度，单位为 万元/km
2
； 

𝐺 —— 评估单元GDP，单位为 万元； 

𝑆 —— 评估单元国土面积，单位为 km
2
。 

7.1.2.3 农作物播种密度按公式（5）计算： 

 𝑑𝐶 =
𝐶

𝑆
 ················································································ (5) 

式中： 

𝑑𝑐  ——评估单元农作物播种密度； 

𝐶  ——评估单元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为 km
2
； 

𝑆  ——评估单元国土面积，单位为 km
2
。 

7.1.2.4 人口受灾率按公式（6）计算： 

 𝑟p =
𝐿𝑝

𝑃
× 100% ··································································· (6) 

式中： 

𝑟p  ——评估单元人口受灾率，单位为 ％； 

𝐿p  ——评估单元受灾人口数，单位为 人； 

𝑃   ——评估单元评估单元人口数，单位为 人。 

7.1.2.5 直接经济损失率按公式（7）计算： 

 𝑟g =
𝐿𝑔

𝐺
× 100% ··································································· (7) 

式中： 

𝑟g ——评估单元直接经济损失率，单位为 ％； 

𝐿g ——评估单元直接经济损失，单位为 万元； 

𝐺 ——评估单元GDP，单位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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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 农作物受灾率按公式（8）计算： 

 𝑟c =
𝐿𝑐

𝐶
× 100% ··································································· (8) 

式中： 

𝑟c ——评估单元农作物受灾率，单位为 ％； 

𝐿c ——评估单元农作物受灾面积，单位为 km
2
； 

𝐶  ——评估单元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为 km
2
 

风险指数 

7.2.1 风险指数分为以人口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R𝑝）、以 GDP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𝑅𝑔）和以农作

物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𝑅𝑐）。 

7.2.2 风险指数计算前应对H、𝑑P、𝑑G、𝑑𝑐、𝑟p、𝑟g、𝑟c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𝐻′、𝑑P
′、𝑑G

′、𝑑𝑐
′、𝑟p

′、

𝑟g
′、𝑟c

′。归一化处理方法见附录 B。 

7.2.3 R𝑝按公式（9）计算： 

 R𝑝 = 𝐻′𝑤1 × 𝑑p
′𝑤2 × 𝑟p

′𝑤3 ······························································ (9) 

式中： 

R𝑝  ——以人口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 

𝐻′
 ——归一化的致灾危险性指数； 

𝑤1  ——致灾危险性指数的权重系数； 

𝑑P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人口密度； 

𝑤2   ——人口密度的权重系数； 

𝑟p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人口受灾率； 

𝑤3  ——人口受灾率的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确定方法见附录C，𝑤1 + 𝑤2 + 𝑤3 = 1。 

7.2.4 𝑅𝑔按公式（10）计算： 

 𝑅𝑔 = 𝐻′𝑤4 × 𝑑𝑔
′𝑤5 × 𝑟𝑔

′𝑤6 ···························································· (10) 

式中： 

𝑅𝑔   ——以GDP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 

𝐻′
  ——归一化的致灾危险性指数； 

𝑤4  ——致灾危险性指数的权重系数； 

𝑑𝑔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GDP密度； 

𝑤5  ——GDP密度的权重系数； 

𝑟g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直接经济损失率； 

𝑤6  ——直接经济损失率的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确定方法见附录C，𝑤4 + 𝑤5 + 𝑤6 = 1。 

7.2.5 𝑅𝑐按公式（11）计算； 

 𝑅𝑐 = 𝐻′𝑤7 × 𝑑𝑐
′𝑤8 × 𝑟𝑐

′𝑤9 ···························································· (11) 

式中： 

𝑅𝑐    ——以农作物为承灾体的风险指数； 

𝐻′
    ——归一化的致灾危险性指数； 

𝑤7   ——致灾危险性指数的权重系数； 

𝑑𝑐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农作物播种密度； 

𝑤8   ——农作物播种密度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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𝑟𝑐
′
   ——归一化的评估单元农作物受灾率； 

𝑤9   ——农作物受灾率的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确定方法见附录C，𝑤7 + 𝑤8 + 𝑤9 = 1。 

风险区划 

依据风险指数大小，采用自然断点法（见附录D），将雪灾风险等级划分为高风险、较高风险、中

等风险、较低风险和低风险，制作风险区划图并分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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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雪灾统计分析内容 

雪灾致灾因子统计分析内容见表A.1。 

表A.1 雪灾统计分析内容 

台站名 

（号） 
年份 

年最大积雪深度 
a 

（cm） 

年积雪日数 
b 

（天） 

年均最大积雪深度 

（cm） 

年均积雪日数 

（天） 

最大雪压 
c 

（g/cm
2
） 

 

   

      

   

 

   

      

   

……       

       

       

a
 一个年度内观测到积雪深度的最大值，以前一年 10月1日至当年 4月30日为一个年度 

b
 一个年度内观测到积雪深度＞0 cm 日数之和，以前一年 10月1日至当年 4月30日为一个年度 

c
 观测到的雪压历史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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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归一化处理方法 

归一化是将有量纲的数值经过变换，化为无量纲的数值，进而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归一化计算

方法见式（B.1）为： 

 𝑥′ = 5 + 5 ×
𝑥−𝑥𝑚𝑖𝑛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 (B.1) 

式中： 

𝑥′ ——归一化后的数据； 

𝑥 ——样本数据； 

𝑥𝑚𝑎𝑥 ——样本数据中的最小值； 

𝑥𝑚𝑖𝑛 ——样本数据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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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专家打分法 

专家打分法也称为德尔菲法（Delphi），是指通过匿名方式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行

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

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来确定各因子的权重系数。 

该方法确定的权重系数能较好的反映出实际情况下各致灾因子在灾害形成过程的作用，但存在一

定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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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自然断点法 

D.1 分类子集总偏差平方和计算 

针对分类结果中的某一子集的数组按公式（E.1）计算总偏差平方和（𝑆DAM）。 

 𝑆DAM = ∑ (𝑥𝑖 − �̅�)2𝑛

𝑖=1
 ···························································· (D.1) 

式中： 

𝑆DAM——总偏差平方和； 

�̅� ——数组序列中所有元素的均值，按公式（E.2）计算； 

𝑛  ——数组中元素个数； 

𝑥𝑖 ——第i个元素的值。 

 �̅� =
1

𝑛
∑ 𝑥𝑖

𝑛
𝑖=1  ······································································ (D.2) 

式中： 

�̅� ——数组序列中所有元素的均值； 

𝑛  ——数组中元素个数； 

𝑥𝑖  ——第i个元素的值。 

D.2 分类范围确定 

将数据中所有 M 个元素分为 K 个子集，其中 K 个子集共有 C 种分类结果，其中一种分类结果

为[X1 X2 … Xi]，[Xi+1 Xi+2 … Xj]，…，[Xj+1 Xj+2 … Xm]。按公式（E.1）计算每种分类结果中每个子集

的总偏差平方和𝑆DAM1
1，𝑆DAM2

1，…，𝑆DAM𝐾
1 ，…，𝑆DAM𝐾

𝐶，并按公式（E.3）求和每种分类结果的总偏差

平方和（𝑆DCM
𝑝）。 

 𝑆DCM
𝑝 = ∑ 𝑆DAM

𝐾
𝑖=1 𝑖

𝑝
 ······························································· (D.3) 

式中： 

𝑆DCM
𝑝——第p个分类结果的总偏差平方和； 

𝐾    ——子集数量； 

𝑆DAM𝑖
𝑝——第p个分类结果第i个子集的总偏差平方和。 

选择𝑆DCM
1，𝑆DCM

2，…，𝑆DCM
𝐶中最小的一个值（SDCM,min）作为最优范围，SDCM,min所对应的分类范

围即为最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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