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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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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东莞市气象服务中心、清远市气象服务中心、广州市

气象公共服务中心、肇庆市气象服务中心、东莞市气象防灾减灾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春华、杜尧东、陈玉华、李阳斌、王学孟、丁志平、吕许君、徐安高、俞宙、

谢睿思、黄艳、许旭忠。 

本文件审查得到广东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力支持。 

本文件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负责管理和对条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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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广东气象灾害种类多、强度大。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气象灾害极端性、突发性、

不可预见性更加明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加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管理，避免、

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企事业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引导企事业单

位自觉应对和防御各类气象灾害，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救灾能力，规范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

的内容和流程，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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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组织、评价指标和评价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的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742-2018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保障规范 

DB44/T 2139.1-2018  气象灾害防御  第1部分：风险区划  

DB44/T 2139.2-2018  气象灾害防御  第2部分：重点单位管理 

DB44/T 2139.3-2018  气象灾害防御  第3部分：重点单位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象灾害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由气象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给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损失的灾害现象。 

注： 主要指台风、大风、龙卷风、暴雨、高温、干旱、雷电、大雾、灰霾、寒冷、道路结冰和冰雹等所造成的灾害。 

3.2  

示范单位  model unit 

在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中做到组织健全、制度完善、管理到位、设施齐备，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和应

急处置能力的组织。 

3.3  

气象灾害风险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risk 

气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和量级。 

3.4  

重点单位  key unit 

在发生台风、暴雨、雷电等灾害性天气时，容易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者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并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确定并公布。  

3.5  

气象灾害敏感单位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sensitiv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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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质、地貌、气候环境条件和单位的重要性及其工作特性，易遭

受气象灾害的影响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组织。 

3.6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contingency plan 

为有效防御气象灾害，最大程度减少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害而预先制定的计划和方案。 

3.7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  key posi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容易因气象因素引发灾害，造成损失的风险点和危险源。 

4 评价原则 

示范单位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b) 坚持独立、公开、公平、公正； 

c) 坚持以事实和客观证据为依据；  

d) 坚持示范效应导向； 

e) 评价机构有一票否决权。 

5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气象灾害敏感单位或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6 评价组织 

6.1 评价机构 

示范单位评价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或其委托的相关单位组织开展。 

6.2 评价人员 

评价人员应满足以下条件：  

a) 从事三年及以上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工作的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或管理人员； 

b) 熟悉相关专业法律法规和政策； 

c) 具有相关技术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d) 与评价对象无利害关系。 

6.3 评价专家组 

专家组由符合6.2规定的评价人员组成、专家组成员应不少于3人且为奇数。 

6.4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采取书面审查、实地考察和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6.5 评价流程 

评价机构应制定实施方案，评价实施流程参见附录A。评价流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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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评单位提出申请，提交《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申请表》（模板参见附录 B）及相关材

料，材料由参评单位根据《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表》（见附录 C）自行准备。评价机构

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审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 

b) 评价机构组织专家召开会议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c) 评价机构成立评审专家组，开展现场考察，内容包括：听取申报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汇

报，查阅有关气象灾害防御材料档案，考察气象灾害防御关键岗位人员能力，实地检查气象灾

害防御设施设备等。  

d) 召开专家评审会，结合申报材料和现场考察情况进行综合评审，并出具评价意见。 

7 评价指标 

7.1 制度建设 

7.1.1 示范单位应制定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并在制度中明确气象灾害防御资金投入和组织

保障措施。 

7.1.2 示范单位应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含总则、基本情况、组织体系、岗位职

责、应急保障、应急响应、灾后处置和信息报送等内容。 

7.1.3 示范单位应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定期巡査制度。 

7.1.4 示范单位应当建立灾害性天气发生期间的值班制度。 

7.1.5 示范单位应制定灾情上报制度，气象灾害结束后，应向当地人民政府气象灾害防御管理部门及

相关部门报吿气象灾害受灾情况。 

7.2 组织管理 

7.2.1 示范单位应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考评体系。 

7.2.2 示范单位应明确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机构或指定气象灾害防御责任部门。示范单位的法人或实际

负责人应为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第一责任人，并明确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管理人，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能力。 

7.2.3 示范单位应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或兼职队伍），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每年组织 1 次及以上气象

灾害应急演练，应急演练应有方案、有总结。 

7.2.4 示范单位应根据《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档案规范化清单》（参见 附录 D）建立气象灾害防御

工作档案。 

7.3 风险控制 

7.3.1 示范单位应设置电视、甚高频广播、手机、计算机或者电子显示屏等两种以上气象预警预报信

息接收终端，接收气象监测实况和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服务信息。 

7.3.2 示范单位应具有必要的防风、防涝、防雷、防高温等工程设施。 

7.3.3 示范单位应在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或指示牌。 

7.3.4 示范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对本单位

的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和检测标识应存档备查。 

7.3.5 示范单位应配备与气象灾害敏感因子相匹配的应急储备物资。 

7.3.6 示范单位应做好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和应急储备物资定期巡查，对于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立

即整改、消除隐患，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应当包括巡查时间、巡查人员、巡查内容和部位、巡查结果

及处置情况等，巡查记录由巡查人员签字确认。 

7.3.7 示范单位宜根据经营、生产活动等需要，定制专业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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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示范单位根据气象灾害敏感程度，购买相应的自然灾害类保险。 

7.3.9 有条件的示范单位建立气象自动监测设备。 

7.4 应急处置 

7.4.1 当可能发生气象灾害风险时，示范单位应确保能及时获取气象台（站）发布的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信息。 

7.4.2 收到气象预警后，应确保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能在本单位及时传播、分发、响应、处置。 

7.4.3 当发生气象灾害后，应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 

7.4.4 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或衍生灾害，可能对单位内和周边群众人身安全造成影响时，应采取

相应避险措施。 

7.4.5 发生气象灾害或者由其引发的次生或衍生灾害后，示范单位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气象

主管机构报告气象灾害受灾情况，超出本单位应急能力范围时，应寻求应急支援。 

7.5 培训演练 

7.5.1 示范单位应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并对培训的内容进行考核。 

7.5.2 示范单位应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气象灾害防御专项应急演练活动。 

7.6 加分项 

7.6.1 建立与其单位气象灾害防御相匹配的自动气象监测设备。 

7.6.2 根据气象灾害敏感程度，购买相应的自然灾害类保险。 

8 评价管理 

8.1 评价结果 

评价机构根据评审专家组按照实施方案和附录C的评价表（满分110分）评价得分，总分数达到90分

及以上，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授予“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称号。 

8.2 结果管理 

8.2.1 已授予“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的机构每三年应申请复评，复评合格，继续保留“气象灾害

防御示范单位”称号。不申请复评或复评且经整改后仍不满足条件，应撤消其“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

称号。 

8.2.2 存在下列情形的撤销其“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称号： 

a) 不申请复评； 

b) 申请复评不满足条件； 

c) 过去三年内曾因气象灾害防御不力引发安全事故。 

d) 过去三年内在安全生产领域曾被相关部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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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评价实施流程 

评价实施流程见图A.1。 

 

图A.1 评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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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申请表模板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申请表 
 

单位信息 

名称（盖章）  

地址  

法人代表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集团      □股份制     □三资       □
其他 

场所标识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行业（场所）

分类 
 

企业申报意见： 

    同意申报，并承诺我单位所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 
 
 
负责人签字：                  企业（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名：                  机构（评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参评单位进行自评，自评分达90分以上的可填写此表参与评选。 
    2、行业（场所）分类包括以下内容（但不限于此）：油（气）库、加油（气）站、化工仓储/生

产、一般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其他。 

 



T/GAMDPM 012—2023 

7 

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表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表见表C.1。 

表C.1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和要求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评价意见 

1.制度

建设

（20分） 

1.1制定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明确气象

灾害防御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措施。 

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组织保障合

理，资金投入能满足防灾需要。每项符合

得6分；不符合不得分。 

6分 

1.2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内容包含总则、基本情况、组织

体系、岗位职责、应急保障、应急响应、

灾后处置和信息报送等。根据预案内容是

否全面、措施是否合理得1-10分；未制定

预案或预案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0分 

1.3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定期巡查制度、值班制

度、灾情上报制度。 

定期巡查制度、值班制度、灾情上报制度

均有制定且内容符合要求得4分；每少一

项扣1分，未制定不得分。 

4分 

2.组织

架构

（20分） 

2.1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

考评体系。 
纳入考评体系得5分；未纳入不得分。 5分 

2.2设立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机构或指定气象灾

害防御责任部门、明确气象灾害防御第一责任

人、应急管理人。 

全部符合得5分；每少一项扣2分，直至不

得分。 
5分 

2.3 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气象灾害专项应急演练。 

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或兼职队伍）并开展

演练得5分；未组建不得分。 
5分 

2.4建立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档案。 

工作档案内容包含安全责任制、气象灾害

监测、雷电防御技术报告、应急物资、应

急演练和培训档案等。符合其中 1 项得 1

分。不符合不得分。 

5分 

3.风险

控制

（35分） 

3.1设置两种以上气象预警预报信息接收终端，

接收气象监测实况和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服务信

息。 

只有1种接收手段得2分，两种以上接收手

段得5分；不符合不得分。 
5分 

3.2具有必要的防风、防涝、防雷、防高温等工

程设施。 

有必要的防风、防涝、防雷、防高温等工

程设施得5分；没有不得分。 
5分 

3.3明确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设置醒目的安

全警示标识或指示牌。 

明确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的得3分，在

重点部位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或指示牌的

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 

5分 

3.4委托有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对本

单位的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进行检测，检

测报告和检测标识应存档备查。 

有开展检测得5分；未开展检测不得分。 5分 

3.5配备与气象灾害敏感因子相匹配的应急储

备物资 

配备应急储备物质得3分；未配备不得

分。 
3分 

3.6根据气象灾害防御定期巡查制度，做好巡

查、检查等工作，对发现的气象灾害安全隐患

及时落实整改。 

有巡查记录并落实整改的得7分；未开展

巡查不得分。 
7分 

3.7根据经营、生产活动需要及气象灾害敏感度

定制个性化专业气象服务。 

定制个性化专业气象服务得5分，否则不

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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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评价表（续）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和要求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评价意见 

4.应急 

处置 

（15分） 

4.1及时获取气象台（站）发布的气象灾害预报

预警信息，预警信息能在本单位及时传播、分

发、响应、处置。 

能及时获取气象台（站）发布的气象灾

害预报预警信息，并在本单位及时传

播、分发、响应、处置得5分；否则不得

分。 

5分   

4.2当发生气象灾害后，能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

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当灾害可能对人身安全

造成影响时，应实施危险区域人员撤离。 

有响应措施得4分；实施危险区域人员撤

离得3分；无应急处理措施不得分。 
7分   

4.3发生灾害后，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气象

主管机构报告气象灾害受灾情况。 

及时上报受灾情况得3分；未上报不得

分。 
3分   

5.培训 

演练 

（10分） 

5.1每年组织 1次以上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培训，

并对培训的内容进行考核。 

有培训无考核得3分；有培训并进行考核

得5分；否则不得分。 
5分   

5.2每年组织1次以上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演练。 有组织应急演练得5分；未组织不得分。 5分   

6.加分项 

（10分） 

6.1建立与其单位气象灾害防御相匹配的自动

气象监测设备。 

有符合气象主管部门使用要求的自动气

象监测设备得5分；否则不得分。 
5分   

6.2根据气象灾害敏感程度，购买相应的自然灾

害类保险。 

有购买自然灾害类保险得5分；未购买不

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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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档案规范化清单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档案规范化清单见表D.1。 

表D.1 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单位档案规范化清单 

序号 档案内容 备注 

1 组织架构  

2 管理制度、岗位职责  

3 应急预案  

4 应急物资台账  

5 气象灾害风险点示意图或说明  

6 安全巡查记录  

7 气象预警信息接收、分发、响应、处置台账  

8 应急演练记录  

9 培训档案  

10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  

11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12 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  

13 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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