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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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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4011《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规范》的第1部分。GB/T44011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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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凯、汪明、史铁花、朱立新、许镇、程庆乐、陆新征、王倩之、周华真、杨赛霓、

徐伟、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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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全球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具有灾种多、分布广、频率高和损失大的特点。为推进我

国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亟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

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客观评估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是防范化解灾害

风险的重要前提。GB/T44011旨在规范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下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的规范性评估,拟
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房屋建筑。
———第2部分:公路。
———第3部分:人口。
———第4部分:经济。
———第5部分:农作物。
房屋建筑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科学评估房屋建筑面临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对

于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房屋建筑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件旨在规范我国房屋建筑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有效发挥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对房屋建筑安全的支撑作用。
本文件首次提出基于房屋建筑单灾种风险评估结果的区域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流程与技术方

法,有助于提高我国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为制定区域自然灾害风险

的减缓方案、合理分配减灾资源提供支撑。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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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第1部分:房屋建筑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的总体原则和评估流程,描述了数据准备与评估方

法,规定了评估基本要求和评估报告编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房屋建筑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其他行政区域或行业部门

开展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参考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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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438.1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第1部分:基本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致灾因子 hazard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资源与环境破坏、社会系统混乱等孕灾环境中的异变因子。
[来源:YJ/T13—2011,3.5]

3.2 
承灾体 exposure
承受灾害的对象。
注:本文件中承灾体指承受灾害的房屋建筑。

[来源:YJ/T13—2011,3.6]

3.3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承灾体(3.2)由于潜在危险而导致的损失程度。

3.4 
房屋建筑 building
在固定地点建造的为使用者或占用物提供庇护覆盖、进行生活生产等活动的场所。

3.5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comprehensivenaturaldisasterriskofbuilding
由多种自然致灾因子(3.1)造成的房屋建筑的自然灾害风险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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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原则

4.1 客观性

对数据来源、数据精度及数据质量进行明确表述,确保评估所用数据真实可信,评估结果客观反映

实际情况。

4.2 可行性

充分考虑评估所需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纳入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的单灾种种类开展

评估。

4.3 动态性

依据本区域房屋建筑的变化、致灾因子的变化及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动态更新风险评估

结果。

5 评估基本要求

5.1 评估对象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对象应包括评估区域内的所有城镇房屋和农村房屋,不包括农村

辅助用房。

5.2 评估内容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内容应包括多个单灾种导致的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5.3 评估基本单元

国家及省级行政区开展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的基本单元宜为县(区)级,市级、县级行政

区开展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的基本单元宜为乡镇(街道)级。

6 评估流程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基本流程一般包括数据收集、数据质检、开展评估与评估报告编制

阶段。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基本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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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基本流程

7 数据准备与评估方法

7.1 数据准备

7.1.1 数据收集

7.1.1.1 收集的数据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房屋建筑数据、单灾种危险性数据、单灾种房屋建筑历史

灾害损失数据,具体如下。

a)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国界、省界、地市界、县界、乡界等政区界线。

b) 房屋建筑数据:房屋建筑的位置轮廓及属性数据。房屋建筑数据宜采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调查数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更新。

c) 单灾种危险性数据:表征单一灾害致灾因子强度的空间分布数据。单灾种危险性数据宜采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单灾种危险性等级数据成果,也可采用其他可获取的单灾

种危险性数据。

d) 单灾种房屋建筑历史灾害损失数据:历史上(宜为近20年)各单灾种造成的严重损坏和倒塌房

屋总间数或总经济损失,严重损坏房屋和倒塌房屋按照GB/T24438.1的要求确定。

7.1.1.2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数据准备清单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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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数据质检

7.1.2.1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质量检查,确保数据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7.1.2.2 数据质量检查的重点包括数据类型是否正确,属性信息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存在异常高值或异

常低值,数据范围与评估区域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等。可依据当地实际的数据情况制定数据质检的具体

内容。

7.2 评估方法

7.2.1 概述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按照确定房屋所在位置单灾种危险性等级、确定房屋建筑单体脆

弱性等级、确定单灾种权重、计算房屋建筑单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计算评估基本单元房屋建筑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五个步骤进行。

7.2.2 确定房屋所在位置单灾种危险性等级

7.2.2.1 依据房屋建筑的空间位置信息提取各单灾种的危险性信息。

7.2.2.2 依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危险性等级数据成果将单灾种危险性划分为“高、中

高、中低、低”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2、3、4。

7.2.2.3 若采用其他数据来源的单灾种危险性数据,可参考附录B进行单灾种危险性等级划分。

7.2.3 确定房屋建筑单体脆弱性等级

7.2.3.1 依照房屋建筑的属性信息,将单栋房屋建筑脆弱性划分为“高、中高、中低、低”四个等级,分别

赋值为1、2、3、4。

7.2.3.2 房屋建筑脆弱性分级方法见附录C,也可根据评估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房屋建筑脆弱性等级

划分。

7.2.4 确定单灾种权重

7.2.4.1 基于历史灾情数据中各单灾种造成的房屋建筑灾害损失数据,依据公式(1)确定单灾种权

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专家意见对单灾种权重进行修正。

Wi=
Li

∑
n

i=1
Li

……………………(1)

  式中:

Wi ———第i个单灾种的权重;

Li ———评估区域内第i个单灾种造成的严重损坏及倒塌房屋总间数或总经济损失;

n ———考虑的单灾种数量。

7.2.4.2 若评估区域的房屋建筑历史灾情数据不足,可采用上级行政单元房屋建筑历史灾情数据。

7.2.5 计算房屋建筑单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

依据单灾种危险性等级和房屋建筑单体脆弱性等级确定各单灾种下的房屋建筑单体自然灾害风险

等级值(见表1),再依据公式(2)计算房屋建筑单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值。
4

GB/T44011.1—2024



Rj =∑
n

i=1
Rij ×Wi( ) ……………………(2)

  式中:

Rj ———第j栋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值;

Rij———第j栋房屋建筑在第i个灾种下的风险等级值。

表1 单灾种下的房屋建筑单体自然灾害风险等级

单灾种危险性

等级

单灾种下的房屋建筑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值

房屋建筑单体脆弱性等级

高(1) 中高(2) 中低(3) 低(4)

高(1) 1 2 3 4

中高(2) 2 4 6 8

中低(3) 3 6 9 12

低(4) 4 8 12 16

7.2.6 计算评估基本单元内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

以房屋建筑单体总建筑面积为权重,依据公式(3)将评估基本单元内房屋建筑单体的综合风险等级

加权平均,得到评估基本单元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值。宜采用分位数分级方法进一步将评

估区域内各评估单元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值划分为五级,分位数分级法见表2。

R=∑
m

j=1
Aj ×Rj( )/∑

m

j=1
Aj ……………………(3)

  式中:

R ———评估基本单元的房屋建筑综合风险等级值,四舍五入取整,取值范围为1~16;

m ———评估基本单元内的房屋数量;

Aj ———评估基本单元内第j栋房屋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表2 分位数分级法

指标数值区间 风险等级

95%<α(R)≤100% 低

75%<α(R)≤95% 中低

25%<α(R)≤75% 中

5%<α(R)≤25% 中高

0<α(R)≤5% 高

  注:α(R)指α分位数为R。

5

GB/T44011.1—2024



8 评估报告编制

8.1 应以文字报告形式反映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包括区域概况、房屋建筑基础数据

分析、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结论、对策与建议等内容。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

术报告格式见附录D。

8.2 评估报告宜结合评估区域特点编写,文字简明扼要、相互连贯、重点突出、结论明确,图件宜在特定

比例尺和特定行政范围的地图中绘制,直观、清晰、便于理解,突出自然灾害危险性、房屋建筑的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等核心内容,必要时可附加统计量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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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准备清单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数据准备清单见表A.1。使用者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表 A.1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数据准备清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格式 建议数据精度 建议数据来源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各级行政区划界限 矢量或栅格 — 自然资源部门

房屋建筑数据
房屋建筑属性a 及

位置轮廓
矢量及矢量属性 单栋 住建部门

单灾种危险性

数据

单灾种危险性

评估结果
矢量或栅格 30弧秒网格 单灾种行业部门

单灾种房屋建筑

历史灾害损失数据

单灾种灾害房屋

建筑历史灾情
数值

单次自然灾害灾情或

年度自然灾害灾情
应急管理部门

  a 房屋建筑属性数据建议包含字段:建造年份、总建筑面积、建筑层数、是否经过专业设计、是否经过抗震加固、有
无裂缝变形倾斜、安全鉴定等级(农村房屋)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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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单灾种危险性等级建议分级方法

B.1 均值标准差分级方法

基于单灾种危险性数据,计算评估区域内单灾种危险性非0值集合的均值(ave)和标准差(s),依据

表B.1将单灾种危险性分为四个等级。

表B.1 危险性等级均值标准差划分准则

危险性等级值 级别含义 划分原则

1 高危险性 [ave+s,+∞)

2 中高危险性 [ave+0.5×s,ave+s)

3 中低危险性 [ave-0.5×s,ave+0.5×s)

4 低危险性 [-∞,ave-0.5×s)

B.2 距平分级方法

基于单灾种危险性数据,计算评估区域内单灾种危险性非0值集合的均值(ave),依据表B.2将单

灾种危险性分为四个等级。

表B.2 危险性等级距平划分准则

危险性等级值 级别含义 划分原则

1 高危险性 [2.5×ave,+∞)

2 中高危险性 [1.5×ave,2.5×ave)

3 中低危险性 [ave,1.5×ave)

4 低危险性 [0,ave)

B.3 百分位分级方法

基于单灾种危险性数据,将评估区域内危险性按照从小到大排序,依据其百分位将危险性分为四个

等级。危险性等级百分位划分标准见表B.3。

表B.3 危险性等级百分位划分标准

危险性等级值 级别含义 划分原则

1 高危险性 [75%,1]

2 中高危险性 [50%,75%)

3 中低危险性 [25%,50%)

4 低危险性 [0,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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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房屋建筑脆弱性分级方法

房屋建筑脆弱性的建议分级方法见表C.1。可依据评估区域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单灾种作用下的房

屋建筑脆弱性分级方法进行调整。

表 C.1 房屋建筑脆弱性分级方法

脆弱性

等级

脆弱性等级

赋值
城镇 农村

高 1

非专业设计且未抗震加固过的房屋;

1980年前专业设计且未经抗震加固

的房屋;

或有裂缝变形倾斜的房屋

经过安全鉴定评为C级或D级的房屋;

有裂缝变形倾斜的房屋;

2000年以前建造、非专业设计且未抗震加固

过的房屋

中高 2
1981年—1990年专业设计且未经抗

震加固的房屋

2001年—2010年建造、非专业设计且未抗

震加固过的房屋;

2011年以后建造、非专业设计且未抗震加固

过的三层以上的房屋

中低 3
1991年—2001年专业设计或抗震加

固过的房屋

经过安全鉴定评为A级或B级的房屋(5年

之内鉴定结果);

2011年以后建造、非专业设计且未抗震加固

过的三层及以下的房屋

低 4
2002年以后专业设计或抗震加固过

的房屋
专业设计或抗震加固过的房屋

  注1:表中存在多个条件的部分,逻辑关系为“或”。

注2:城镇房屋专业设计指房屋建造过程符合相关部门规定的基建流程,且地勘、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均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勘查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在建设单位的统一管理协调和质检部门的监督下

完成。

注3:农村房屋专业设计指委托有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或专业设计人员进行农房建筑工程设计,或采用农房设

计标准图集。所称标准图集指依据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定,由有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设计制图,县级

及以上住房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正式发布供农户建房使用的标准图集。

注4:农村房屋的安全鉴定指由专业机构或专业技术人员参照《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进行,根据鉴定或评估结论填写对应的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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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内容与格式

D.1 封面

封面书写内容包括: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
———委托单位名称;
———报告编制日期。

D.2 封二

封二书写内容包括:
———承担单位负责人;
———任务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报告编写人员;
———主要参与人员;
———审核人员。

D.3 目录

报告宜有目录页,置于前言之前。

D.4 前言

前言包括工作背景、目的和意义、工作内容等。

D.5 正文

技术报告正文编写内容大纲如下:
———第1章“区域概况”,内容包括行政区、自然环境状况、历史灾害概况等;
———第2章“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分析”,内容包括对房屋建筑数据的基础性分析,如房屋建筑数

量,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建筑占比,不同年代修建的房屋建筑占比等;
———第3章“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数据介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其

图件;
———第4章“结论”,内容包括房屋建筑综合风险评估核心结果;
———第5章“对策与建议”,内容包括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D.6 封底

印刷版报告宜有封底。封底可放置任务承担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其他相关信息,也可为空白页。

D.7 附件

附件包括与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相关的技术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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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报告格式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A4(210mm×297mm)。
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的封面格式见图D.1,正文格式见图D.2。

图 D.1 自然灾害房屋建筑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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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2 自然灾害房屋建筑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报告正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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