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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加强防汛工作，有效防御洪涝灾害，确保防汛抢

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最大

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全面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陕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陕西省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陕西省防汛应急预案》《宝鸡市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 

1.3 适用范围 

全县范围内洪涝灾害的应急处臵和防汛抗洪抢险工作，

包括江河洪水、山洪、内涝以及由于地震灾害、恐怖活动等

引发的堤防溃口、水库垮坝等洪水灾害。 

1.4 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 

（2）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

险”的防汛工作方针，遵循团结协作和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

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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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以防为主，防抢结合。 

（4）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

挥，统一调度，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管理原则。 

（5）坚持依法防汛抗洪，科学指挥调度，部门协作配

合，军民联合、专群结合，社会力量参与原则。 

1.5 全县防汛现状 

1.5.1 主要河流防汛现状 

太白县境内流域面积 200km
2
以上的河流有 5条，即石头

河、湑水河，红岩河、太白河和红牛河，县城区内有三条河

流，即虢川河、牛家沟河、李家沟河。 

石头河：属黄河流域渭河一级支流，发源于桃川镇五里

峡，其干流流经桃川镇、鹦鸽镇全境。县内河长 47.5km，集

水面积 676.02km
2
，石头河桃川、鹦鸽段大部分河堤在姜眉

公路建设及中小河流项目建设时已得到治理，设防标准为 10

年一遇，左岸大部分为无堤段，且河床淤积严重，河道行洪

能力较低，若遇洪水，沿岸群众及耕地将遭受威胁或淹没。 

湑水河：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一级支流，发源于周至县

厚畛子乡，流经黄柏塬镇全境，县内河长 45.6km，集水面积

882.28km2，长期以来，由于对湑水河防洪工程投资的力度

不够，湑水河沿河两岸基本无堤防护岸，设防标准低，为 5

年一遇，同时河床淤积严重，河道行洪能力差，若遇洪水，

沿岸群众及耕地将遭受威胁或淹没。2019年治理黄柏塬镇黄

柏塬村河堤 300m，设防标准为 10年一遇。 

红岩河：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二级支流，发源于咀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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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口村，在两河口以上称虢川河，该河流经咀头镇绝大部分

地区和王家堎镇全境，县内河长 60km，集水面积 611.31km
2
。

红岩河河槽宽浅不一，姜眉公路建设时在临路沿岸修筑了河

堤，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对重点河段进行了治理，治理长度

12km，设防标准为 10 年一遇。 

太白河：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二级支流，发源于鳌山南

麓，流经咀头镇南端和太白河镇全境，县内河长 44.2km，集

水面积 377.87km
2
。太白河东青村段部分河段已治理，设防

标准为 10 年一遇，部分河段由于河滩堆浸、弃碴，河道断

面急剧缩小，影响行洪，设防标准不足 10年一遇。 

黄牛河：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二级支流，发源于秦岭南

麓靖口镇玉皇山，流经靖口镇全境，县内河长 22.5km，集水

面积 232.52km
2
。黄牛河河槽宽浅不一，干流和一级支流石

沟河均穿村庄、镇而过，每遇洪水，极易淹没房屋及农田，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对重点河段进行了治理，设防标准为 10

年一遇。 

虢川河：系汉江流域褒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咀头镇塘口

村，自东向西流经咀头镇，于两河口处汇入红岩河，全长

25km，县城区以上流域面积 129km
2
。虢川河城区段长度

4.8km，已成河堤 3.6km，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洪峰流量

318m
3
/s。当虢川河流量超过 20 年一遇时，洪水将淹没或威

胁到黄凤山桥以下两岸沿线 2000 多亩良田及凉峪村、城南

加油站、城南客运汽车站、咀头街村四组等 2000 多名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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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家沟河发源于城北牛家沟村张家沟，自北而南横穿城

区，在城南汇入虢川河，全长 12.54km，流域面积 21.84km

² 。牛家沟城区段河长 3km，已成河堤 2.4km，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上游 600m 河堤年久失修，河道淤积严重，防洪

标准达不到 10年一遇。 

李家沟河：系牛家沟河支流，发源于李家沟村安家沟，

流经县城汉源路西侧，于县交通运输局南侧汇入牛家沟河，

全长 4.2km，流域面积 10.5km² 。县城内河长 1.1km，已成

河堤 1.1km，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因公路建设导致河道变

窄，行洪能力降低，且河道有多处碍洪桥，当遭遇较大洪水

时，河道上游左岸及下游两岸，洪水将漫顶溢流，左岸居民

住宅及机关单位将会受淹。 

1.5.4 县境内水电站防洪现状 

全县目前已建和在建水电站共 23 座，其中石头河流域

13 座、湑水河流域 3 座、黄牛河流域 1座、红岩河流域 4 座、

太白河流域 2座。其中，湑水河流域观音峡、黑匣子水电站

均为坝后水电站，其它水电站均为径流式水电站。径流式水

电站大部分涉河建筑物为引水坝，坝型为滚水坝，设防标准

为 10 年一遇。 

观音峡水电站水库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高 50m，设

防标准为百年一遇，水库库容 703 万 m³ ，汛限水位 1225m，

水库下游 400m沿河左岸为黄柏塬镇二郎坝村（原二郎坝乡），

堤高 3.5m，为自然土堤，右岸靠山，平均河宽 160m，设防

标准为 5 年一遇。黑匣子水电站水库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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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高 26m，设防标准为百年一遇，库容 36 万 m³ ，汛限水位

927.69m，最大泄洪流量 1696m³ 。下游河道为无治理段，设

防标准为 5年一遇，沿岸无居住农户和其它设施，临河为太

洋公路。 

水电站厂区在河道内的有 6座，分别为石头河流域的集

锦水电站、昊鑫水电站、沙沟峡水电站、白云峡水电站，湑

水河流域的观音峡水电站、黑匣子水电站。观音峡、黑匣子

水电站厂区迎水面均为浆砌石和混凝土挡墙，设防标准为 20

年一遇。集锦、昊鑫、沙沟峡、白云峡水电站厂区临水面均

为浆砌石挡墙，设防标准为 10 年一遇，各水电站已修订防

汛预案。 

1.5.5 县境内尾矿库现状 

太白县现状共有尾矿库 5 座，分别为东沟尾矿库、兴开

岭尾矿库、王家沟尾矿库、小冲沟尾矿库和蟠桃沟尾矿库，

目前王家沟和蟠桃沟尾矿库正在运行。 

1.5.6 防汛重点区域 

根据县境内河流所在地及暴雨洪水易发情况，确定全县

防洪重点为： 

重点区域：县城区，咀头镇、鹦鸽镇、桃川镇、太白河

镇、靖口镇、黄柏塬镇、王家堎镇。 

重点矿区：太白河镇庙沟矿区、东沟尾矿库矿区、王家

沟尾矿矿区，潘桃沟尾矿库矿区和咀头镇小冲沟矿区。 

水电站（23 座）：咀头镇咀头水电站、南天水电站、七

女峰水电站；鹦鸽镇山岔峡水电站、峡口水电站、寺院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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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马耳山一级水电站、马耳山水电站、流沙崖水电站、鑫

民水电站；桃川镇五里峡水电站、桃川水电站、鹿台沟水电

站、将军石水电站、集锦水电站、白云峡水电站、沙沟水电

站、昊鑫水电站；黄柏塬镇金龙水电站、观音峡水电站、黑

匣子水电站；太白河镇金凤水电站；靖口镇靖口水电站。 

山洪沟（32处）：咀头镇红星村、七里川村、塘口村、

拐里村、凉峪村、白云村、沪家塬村；鹦鸽镇梁家山村、鹦

鸽街村、柴胡山村、瓦窑坡村、流沙崖村、火烧滩村、高码

头村、龙窝村；桃川镇杨下村、白杨塬村、杜家庄村、枣园

村、魁星楼村；靖口镇关上街村、石沟村、大地岭村、散军

塬村、水蒿川村；黄柏塬镇黄柏塬村、二郎坝村；太白河镇

兴隆村、东青村；王家堎镇中明村、元坝子村、板桥村。 

供水设施：城区自来水厂供水枢纽、石沟水库 

重点水利工程：引红济石调水工程、、龙王河水库。 

涉河重大工程:眉太高速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县、镇政府都设立防汛指挥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防汛应急工作。县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县防指)主要负责领

导组织、监督、协调县防汛应急工作。县防汛指挥部由总指

挥长、副总指挥长、成员单位。 

各镇相应成立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全镇防汛抢险工作。

各镇防汛指挥机构作为县防汛指挥部的分支机构。 

2.1 防汛指挥部 

总 指 挥长：县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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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县委常委、人武部长 

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长 

省太白林业局副局长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县水利局局长 

驻县某部队副政治委员 

成      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发改局局长、          

县财政局局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县

住建局局长、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县教

体局局长、县卫健局局长、县民政局局长、县市场监管局局

长、县文旅局局长、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县气象局局长、

县电力局局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县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鹦鸽水文站站长、县移动公司经

理、县联通公司经理、县电信公司经理。 

县防汛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县防汛抗

旱保障中心），县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

县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副主任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处理日

常事务。 



 

—8— 

2.2 防汛指挥部职责 

（1）负责领导、组织及协调全县防汛工作。 

（2）负责拟订全县防汛抢险有关政策、制度等。 

（3）负责组织制订、审查全县防汛工作方案、洪水应急预

案以及防洪排涝工程洪水调度方案等。 

（4）及时掌握全县汛情、灾情并组织实施抗洪抢险，做好

洪水期间的抢险管理工作，组织灾后处臵，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5）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关于防汛抢险的其他事项。 

2.3 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组织领导全县防汛工作；贯彻落实国家防总，省委、省政府、

省防总、市委、市政府、县委和县政府对防汛工作的批示、指示；

拟定全县防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

制定和报批全县江河洪水防御、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方案；及

时掌握全县汛情灾情，全面指挥抗洪抢险；负责县级防汛经费和

物资的安排、储备、使用和管理；组织全县水利工程防洪调度，

做好县防指成员单位的组织协调工作。 

2.4 成员单位职责 

县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坚决服从县政府和县防汛指挥

部的统一调度，积极承担防汛责任，自觉履行防汛义务。 

县委办、县政府办：负责做好防汛重大事件的协调；督促各

镇、各成员单位落实防汛职责。 

县人武部：负责民兵预备役抢险队伍的组建；发生重大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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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情时，协调、组织民兵预备役执行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

物资等任务。 

驻县部队和县武警中队：主要负责营救群众、物资转移、抗

洪救灾及执行其他防汛重大任务。 

省太白林业局：负责本系统防汛抢险救灾，配合县防指做好

全县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指导洪涝灾区林业生产恢复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县洪涝灾害应急、抢险、救援等工作。

指导各镇应急预案编制，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指导

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统一指挥应急专业队伍，组

织协调洪涝灾害救助工作。 

县水利局：负责制定与实施江河水库、洪水调度方案；及时

了解掌握降雨期的暴雨强度和洪水水位、流量、中长期水情、气

象分析预报，发布汛情公告等；开展业务培训，推广先进的防洪

抢险技术和经验。 

县公安局：负责做好抗洪抢险治安保卫工作，对借混乱之机

从事犯罪活动和扰乱抗洪抢险秩序的不法分子要严厉打击，以保

证防洪抢险工作有效有序进行。县公安交管部门负责维护抗洪抢

险期间的交通秩序，保证抢险物资顺利运输和人员安全撤离。 

县发改局：负责防汛、灾后重建等重点项目的立项和计划安

排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防汛经费、防洪救灾专项资金及水毁修

复工程资金，会同县防汛办做好特大防汛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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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防灾、救灾和农作物灾情统计；指

导洪涝灾区群众开展农业生产自救和恢复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指导洪涝灾区林业生产恢复工作。 

县卫健局：负责防洪抢险医疗队伍的组建；做好洪涝灾区医

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 

县文旅局：负责文化和旅游业防汛工作，做好防汛法规、政

策宣传，抗洪抢险通知、通告、命令等播放工作；及时准确报道

防汛抢险、减灾信息。 

县住建局：负责城县防内涝预案的修编；做好汛期城县防汛、

排涝工程、排水设施的安全运行和建筑工地汛期安全排查；组织、

协调、指导城县防洪工作。 

县教体局：负责教育系统防汛工作，确保汛期教学工作正常

有序；指导、监督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落实抗洪抢险车辆，承担汛期抢险人员、

抢险物资和受灾群众的运送任务；保障汛期公路交通安全畅通。

同时负责县内外主干线路的交通畅通，发生险情及时抢险。 

县民政局：负责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救灾捐赠

等工作；督促支持各地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

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

防治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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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市场秩序，负责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的应对处臵等。 

县电力局：负责因灾损毁输电线路的抢修和维护，为汛情危

险地段提供必要的照明设施，确保灾后电力设施及时恢复和运

行；保障汛期正常的生活用电和抗洪抢险电力供应，确保防汛、

抢险用电正常供应。 

县气象局：负责天气预测和预报工作，特别是灾害性天气预

报和大范围降水，及时为县委、县政府、县防汛指挥部、防汛及

抢险救灾部门提供天气预报和气象信息。 

县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负责县防汛指挥系统的

通讯畅通，确保一般情况不中断，特殊情况能及时修通。 

鹦鸽水文站：负责及时准确地向县防指、鹦鸽镇及上级部门

提供水情、雨情等防汛信息，做到不缺报、不漏报、不错报、不

迟报，为正确指挥防汛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5 镇防汛指挥机构 

各镇相应设立由镇党委、镇政府和驻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

成本级防汛指挥机构，执行县防汛指挥部指令，负责领导指挥本

辖区防汛抗洪工作，镇指挥部成员名单报县防汛指挥部备案，根

据县防汛应急预案，每年修订完善镇防汛预案。 

2.6 工作机制 

2.6.1 会商机制 

由县防汛办牵头，组织由县水利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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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住建局、财政局、发改局、气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和

各镇防汛指挥机构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形成的会商小组，在可能

发生重大汛情灾害时，由县防汛指挥部总指挥长、副总指挥长主

持，进行集体会商。 

2.6.2 专家咨询机制 

县防汛指挥部聘请有关单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县防汛专家

顾问咨询组。根据需要召集专家组研究汛情，对县防汛突发事件

的发生和发展趋势、救灾方案、处臵办法、恢复方案等进行调查

研究、分析评估，提出相关建议；在汛期，专家组针对各种险情，

提供科学有效的抢险意见和方案，供县防汛指挥部各级领导决

策。必要时，根据县防汛指挥部各级领导要求，赶赴现场指导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 

3 信息监测、预防与预警 

3.1 信息监测 

县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完善预测预警机

制，及时收集、分析、汇总本部门或本系统关于雨情、汛情、灾

情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臵。各单位建立健全监测网

络，及时获取预警信息；对常规监测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对突

发事件征兆动态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实行实时监测，及

时上报县防汛指挥部，并通报相关部门。 

3.1.1 气象信息 

县气象部门应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将监测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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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信息结果及时报送县防指、应急管理局、水利局以及自然资源

局。  

3.1.2 水情信息 

水情信息主要包括实时水情信息，太白县境内主要河流共布

臵 16 个水位观测点，观测点水位由当地镇政府相关人员负责，

遇见险情负责人员要及时将水位情况上报县水利局，县水利局及

时上报县防汛指。 

3.1.3 洪涝灾害信息 

洪涝灾害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灾

情发展趋势、要求支援和帮助等内容。 

洪涝灾害发生后，县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镇防汛机构

及时向县防汛办报告洪涝动态灾情。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各成

员单位 30 分钟内将各部门初步掌握情况电话汇报水利部门、自

然资源局等。同时，以书面形式报告县防汛办，由县防汛办及时

上报县防汛指挥部有关领导及上级相关部门。 

3.1.4 防洪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当江河出现警戒流量（水位）以上洪水时，县水利部门和各

镇街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告上级工

程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指挥机构。当堤防和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

或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有可能决口时，工程管

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第一时间向可能淹没的有关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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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预警信息，同时向上级堤防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指挥机构及时

准确报告。 

  （2）水库工程信息 

水库管理单位应严格执行防汛指挥机构下达的报汛任务和

批准的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向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汛情和调度运行

状况。当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应加密报告次数；当水库出现

险情时，水库管理单位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下游发送预警信息并迅

速处臵险情，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当

水库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有可能溃坝时，应提早

向溃坝洪水可能淹没范围发出预警，为群众安全转移争取时间。 

3.2 预防与准备 

3.2.1 思想准备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防御洪涝灾害的防范

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

大灾”的思想准备。 

3.2.2 组织准备 

各镇、各部门要以机关、社会团体、企业、村为单位，组建

各自抗洪抢险救灾队伍，并实行规范化管理，落实划段包干责任，

完善各项制度，明确任务，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实战演练，不断

提高抢险应急能力。各镇、县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

职责，努力做好防汛抗洪的各项准备工作。 

3.2.3 物资通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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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物资采取国家储备、社会团体捐献、群众自筹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储备。各镇、各部门、各企业要按照防汛物资种类及数

量的储备要求，及时备足编织袋、铁丝、砂石料等抢险救灾物资，

设立专库，安排专人负责保管，并结合自身实际，安排好抗洪抢

险车辆，在河流险段堆放足够的砂土石料，切实保证抢险需要。 

3.2.4 防汛预案准备 

县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镇及防汛成员单位应根据县防

汛应急预案，编制和修订本辖区本行业的防汛预案、应急排水预

案、低洼地区应急安全转移预案等，主动应对各类洪水可能造成

的危害。 

3.2.5 防汛检查 

汛期前县防汛指挥部要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防汛安全大检查，

突出检查河流险段、防汛物资储备、水电站、涉河重点项目、风

景区等度汛措施；督促检查各镇辖区防汛抗洪预案的落实和有关

单位防汛准备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及时提

出整改意见，督促限期整改。 

各镇与各相关部门针对本辖区必须开展防汛安全大检查，对

本辖区河道、水库、滑坡地段，危房校舍、低洼地段等重点防汛

地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不等不靠，落实措施，明确责

任，及时处臵，排除安全隐患，确保汛期安全。 

3.3 预警行动 

（1）江河洪水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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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江河可能出现洪水时，各观测点负责人员应按照规定

做好洪水监测预报工作，及时向县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实时水位、

流量信息和洪水预测预报；县气象局要及时上报实时雨情与后续

可能雨晴，为县防汛指挥部预警提供依据。 

2、县水利局应根据各监测站点水位情况与气象局预报气象

情况分析江河洪水的发展趋势，及时滚动预报最新水情，为防汛

指挥调度和抗洪抢险提供基本依据。 

3、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洪水预警

区域、级别和洪水信息发布范围，及时向社会发布。 

4、需要对社会公布的水情预报，须经县防汛办审核同意。

各级新闻主管部门应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提醒

群众做好洪水灾害防范。 

（2）洪涝灾情信息 

1、凡可能遭受山洪和地质灾害威胁的地区，要根据本地山

洪和地质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气象、水文、自然资

源和规划等部门要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及时发

布预报警报。 

2、县汛指挥机构要组织气象、水文、水利、自然资源和规

划等部门编制本辖区内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图，划分并确定本辖

区内易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地点及范围。 

3、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治区应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

群防体系，落实降雨、洪水期间防御责任和值班巡逻制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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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组和相关单位都要落实观测预警信号发送员，一旦

发现危险征兆，应在第一时间向周边群众报警，实现快速转移，

并报当地防汛指挥机构。 

3.4 预警支持系统 

太白县应结合实际建立防汛指挥信息平台，满足防汛指挥保

障需要。 

4 应急响应 

4.1 总体要求 

4.1.1 根据陕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试行）与洪涝灾害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本次防汛应急响应分

为四个等级分别为，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

重）和Ⅳ级（一般）。 

4.1.2汛期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以及各有防汛任务的镇

村需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4.1.3 防汛指挥机构需根据防汛应急预案做好指挥工作，防

汛指挥机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

工作情况。 

4.1.4 洪涝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局应及时组织实施抗洪抢

险。 

4.1.5 洪涝灾害发生后，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县自然

资源局、县交通局以及各镇村及时向防汛指挥机构汇报情况。造

成人员伤亡的可越级上报。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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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情时，应立即向防汛指挥机构报告。 

4.1.6 对跨区域发生的洪涝灾害，或洪涝灾害将影响到邻近

行政区域的，县水利部分和应急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

防汛指挥机构通报情况。 

4.2 Ⅰ级应急响应 

4.2.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县防指总指挥长主持会商并决定

启动 I级防汛应急响应。 

（1）观音峡、黑匣子水电站发生重大险情； 

（2）太白县五大河流与县城内三大河流任意一条河流发生

特大洪水； 

（3）全县有 4个以上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4）全县五大河流干流沿线重要城镇以及县城内三大河流

干流段城区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5）其它需要启动 I 级响应的情况。 

4.2.2 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指及时向县政府和县防指成员单位发布启动Ⅰ级

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县防指成员单位分别启动部门相应级别的

应急响应。 

（2）县防指总指挥长主持召开县防指全体成员单位参加视

频紧急会议，县防指所有副总指挥长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其他成

员单位在各自分会场参加会议，县应急、气象、水文、水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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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住建、城管、自然资源局和各镇负责人员汇报有关情况，县

防指总指挥长对防汛抗洪抢险作出部署。 

（3）县防指启动应急响应并将防汛抗洪情况迅速上报县委、

县政府和市防总。 

（4）由县防指总指挥长在主场坐镇指挥，相关领导带领有

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根

据需要派出专家组赴一线进行技术指导。 

（5）根据县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单位请求，县应急

管理局调拨县级防汛物资，并商县财政局紧急下拨防汛补助经费

支援抢险。必要时，可以请调驻县部队和武警部队支援抗洪抢险

工作。 

（6）县防指各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坚持 24小时值班制

度，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每日向县防指汇报本部门防汛

抗洪抢险行动情况。县水利局密切监视汛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时

向县防指提供重要河段水情预测预报意见；重要监测站监测信息

每小时提供 1次，情况紧急时随时提供。县气象局及时监测、分

析和预报天气形势，及时向县防指提供精细预报。县防汛办及时

将汛情、工情、灾情及防汛抢险工作部署等情况通报县防指成员

单位。 

（7）县住建局安排各施工单位加强对工程施工现场的监控，

对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塌陷、漏水等险情应果断指挥有关部门

和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险、排险；安排人员监测好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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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排水设施，确保畅通无阻；严密监控城区内危房状况，根据实

际情况，及早疏散相关人员，做好相关工作。 

（8）县公安局要根据受灾情况及时出动警力，深入受灾区

域维护抗洪抢险和组织撤离时的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不法

分子趁乱从事犯罪和破坏抗洪抢险秩序，做好撤离路线交通道路

疏导，保持良好的转移秩序。 

（9）县卫健局组织医疗救护队伍分赴受灾区和灾民安臵区，

统一协调调度受伤人员的救治，派驻卫生防疫队伍，做好转移群

众安臵区域的卫生防疫相关工作。 

（10）县交通运输局及时安排运输车辆，分区调度，确保人

员以及财产转移；安排道路交通应急抢修队伍随时进行水毁道路

修复和重要交通桥梁安全维护，确保交通运输畅通无阻。 

（11）县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要及时调运粮食、副食品等生

活日用品，按时配发至安臵区，确保受灾群众的正常生活。 

（12）县水利局要加强河道巡查，随时观测河道水势、水位

等变化，要紧密联系县应急管理局随时通报水情、雨情、灾情。

组织河流险段应急抢险以及抢险物资的调配，选派专家组深入抢

险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13）县气象局、鹦鸽水文站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发布雨水

情发展趋势分析预报，实时传递雨水情信息。 

（14）县电力局启动抢险预案，应急抢修受灾区域电力以及

安臵区电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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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县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做好通讯保障，确保指挥系

统通讯畅通以及视频会商、网络监测、信息传输正常运行，及时

抢修水毁通讯线路，排除故障影响。 

（16）各镇防汛指挥机构按照各镇防汛应急预案，及时组织

人民群众抢险、避险与撤离，服从县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17）县防指审核和发布汛情、工情、灾情和防汛动态。  

（18）县防指在县级新闻媒体发布《汛情通报》，及时报道

汛情灾情、抗洪抢险动态和一线抗洪先进典型。 

（19）县防汛指挥机构根据相关预案规定，及时向市防指报

告防汛抗洪工作情况。  

4.3 II 级应急响应 

4.3.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

县常务副县长）主持会商并决定启动 II级防汛应急响应。 

（1）观音峡、黑匣子水电站发生严重险情； 

（2）太白县五大河流与县城内三大河流任意一条河流发生

大洪水； 

（3）全县有 3-4个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4）全县五大河流干流沿线一般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5）县城内三大河流干流段城区河段堤防发生重大险情； 

（6）其它需要启动 II 级响应的情况。 

4.3.2 应急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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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防指及时向县政府和县防指成员单位发布启动 II级

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县防指成员单位分别启动部门相应级别的

应急响应。 

（2）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常务副县长）主持

召开县防指全体成员单位参加的视频紧急会议，县防指所有副总

指挥长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在各自分会场参加会

议，县应急、气象、水文、水利、交通、住建、城管、自然资源

局和各镇负责人员汇报有关情况，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

县常务副县长）对防汛抗洪抢险作出部署。 

（3）县防指启动应急响应并将防汛抗洪情况迅速上报县委、

县政府和市防总。 

（4）由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常务副县长）在

主会场坐镇指挥，相关领导带领所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

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根据需要派出专家组赴一线进

行技术指导。 

（5）根据县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单位请求，县应急

管理局调拨县级防汛物资，并商县财政局紧急下拨防汛补助经费

支援抢险。必要时，可以请调驻县部队和武警部队支援抗洪抢险

工作。 

（6）县防指各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坚持 24小时值班制

度，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每日向县防指汇报本部门防汛

抗洪抢险行动情况。县水利局密切监视汛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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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县防指提供重要河段水情预测预报意见；重要监测站监测信息

每小时提供 1次，情况紧急时随时提供。县气象局及时监测、分

析和预报天气形势，及时向县防指提供精细预报。县防汛办及时

将汛情、工情、灾情及防汛抢险工作部署等情况通报县防指成员

单位。 

（7）县住建局安排各施工单位加强对工程施工现场的监控，

对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塌陷、漏水等险情应果断指挥有关部门

和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险、排险；安排人员监测好城区

内排水设施，确保畅通无阻；严密监控城区内危房状况，根据实

际情况，及早疏散相关人员，做好相关工作。 

（8）县公安局要根据受灾情况及时出动警力，深入受灾区

域维护抗洪抢险和组织撤离时的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不法

分子趁乱从事犯罪和破坏抗洪抢险秩序，做好撤离路线交通道路

疏导，保持良好的转移秩序。 

（9）县卫健局组织医疗救护队伍分赴受灾区和灾民安臵区，

统一协调调度受伤人员的救治，派驻卫生防疫队伍，做好转移群

众安臵区域的卫生防疫相关工作。 

（10）县交通运输局及时安排运输车辆，分区调度，确保人

员以及财产转移；安排道路交通应急抢修队伍随时进行水毁道路

修复和重要交通桥梁安全维护，确保交通运输畅通无阻。 

（11）县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要及时调运粮食、副食品等生

活日用品，按时配发至安臵区，确保受灾群众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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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县水利局要加强河道巡查，随时观测河道水势、水位

等变化，要紧密联系县应急管理局随时通报水情、雨情、灾情。

组织河流险段应急抢险以及抢险物资的调配，选派专家组深入抢

险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13）县气象局、鹦鸽水文站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发布雨水

情发展趋势分析预报，实时传递雨水情信息。 

（14）县电力局启动抢险预案，应急抢修受灾区域电力以及

安臵区电力保障。 

（15）县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做好通讯保障，确保指挥系

统通讯畅通以及视频会商、网络监测、信息传输正常运行，及时

抢修水毁通讯线路，排除故障影响。 

（16）各镇防汛指挥机构按照各镇防汛应急预案，及时组织

人民群众抢险、避险与撤离，服从县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17）县防指审核和发布汛情、工情、灾情和防汛动态。  

（18）县防指在县级新闻媒体发布《汛情通报》，及时报道

汛情灾情、抗洪抢险动态和一线抗洪先进典型。 

（19）县防汛指挥机构根据相关预案规定，及时向市防指报

告防汛抗洪工作情况。 

4.4 Ⅲ级应急响应 

4.4.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

县常务副县长）主持会商并决定启动 III 级防汛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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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过观音峡、黑匣子水电站，任意一水电站、尾矿库

发生重大险情； 

（2）太白县五大河流与县城内三大河流任意一条河流发生

中洪水； 

（3）全县有 2-3个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4）全县五大河流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发生重大险情； 

（5）县城内三大河流干流段城区河段堤防发生一般险情； 

（6）其它需要启动 III级响应的情况。 

4.4.2 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指及时向县政府和县防指成员单位发布启动 III

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县防指成员单位分别启动部门相应级别

的应急响应。 

（2）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常务副县长）主持

召开县防指全体成员单位参加视频紧急会议，县防指所有副总指

挥长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在各自分会场参加会议，

县应急、气象、水文、水利、交通、住建、城管、自然资源局和

各镇负责人员汇报有关情况，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

常务副县长）对防汛抗洪抢险作出部署。 

（3）县防指启动应急响应并将防汛抗洪情况迅速上报县委、

县政府和市防总。 

（4）由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委常委、县常务副县长）在

主会场坐镇指挥，相关领导带领所有副总指挥长和有关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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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根据需要派出

专家组赴一线进行技术指导。 

（5）根据县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单位请求，县应急

管理局调拨县级防汛物资，并商县财政局紧急下拨防汛补助经费

支援抢险。 

（6）县防指成员单位根据相关预案做好有关工作。县水利

局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密切监视汛情发展变化。县气象局加强预

测预报，做好气象预警发布工作。县防汛办及时将汛情、工情、

灾情及防汛抢险工作部署等情况通报县防指有关成员单位。 

（7）县水利局要加强河道巡查，随时观测河道水势、水位

等变化，要紧密联系县应急管理局随时通报水情、雨情、灾情。

组织河流险段应急抢险以及抢险物资的调配，选派专家组深入抢

险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8）县气象局、鹦鸽水文站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发布雨水

情发展趋势分析预报，实时传递雨水情信息。 

（9）各镇防汛指挥机构按照各镇防汛应急预案，加强河道

水位监测，水位动态及时上报县水利局、应急局，服从县防汛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10）县防指审核和发布汛情、工情、灾情和防汛动态。  

（11）县防指在县级新闻媒体发布《汛情通报》，及时报道

汛情灾情、抗洪抢险动态和一线抗洪先进典型。 

（12）县防汛指挥机构根据相关预案规定，及时向市防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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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防汛抗洪工作情况。  

4.5 IV 级应急响应 

4.5.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副总指挥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主持会商并决定启动 IV级防汛应急响应。 

（1）除过观音峡、黑匣子水电站，任意水电站、尾矿库发

生严重险情； 

（2）太白县五大河流与县城内三大河流任意一条河流发生

小洪水； 

（3）全县有 1-2个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4）全县五大河流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发生一般险情； 

（5）其它需要启动 IV 级响应的情况。 

4.5.2 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指及时向县政府和县防指成员单位发布启动 IV级

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县防指成员单位分别启动部门相应级别的

应急响应。 

（2）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主持召开县

应急、水利等县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参加的紧急会议，县气象、水

文、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情况，县防指副总指挥长（县应

急管理局局长）对防汛抗洪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3）县防指启动应急响应并将防汛抗洪情况迅速上报县委、

县政府和市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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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副总指挥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在主会场坐镇指挥，

由相关领导带领应急、水利等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

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5）县水利局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密切监视汛情发展变化。

县气象局加强预测预报，做好气象预警发布工作。县防汛办及时

将汛情、工情、灾情及防汛抢险工作部署等情况通报县防指有关

成员单位。 

（6）县气象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发布雨水情发展趋势分

析预报，实时传递雨水情信息。 

（7）各镇防汛指挥机构按照各镇防汛应急预案，加强河道

水位监测，水位动态及时上报县水利局、应急局，服从县防汛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8）县防指审核和发布汛情、工情、灾情和防汛动态。 

（9）县防指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及时报道洪涝灾情及抗洪水

动态 

4.6 各类灾害应急响应措施 

4.6.1 江河洪水 

（1）当江河水位超过警戒流量时，县水利局密切关注雨情

水情，加强巡堤查险，适时运用防洪工程，科学调度洪水，确保

防洪安全。必要时调用各类驻军、武警参加抢险除险。 

（2）紧急情况下，县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宣布进入紧急

防汛期，并依法采取特殊措施，保障抗洪抢险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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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水库（水电站、尾矿库） 

水库（水电站、尾矿库）按照对应的防汛应急预案启动应急

响应。水库（水电站、尾矿库）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汛情、工情、

险情信息监测和调度运用，做好预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工

作。 

4.6.3 山洪和地质灾害 

山洪和地质灾害应急处臵主要由灾害发生地防汛指挥机构

负责实施，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当山洪和地质灾

害易发区雨量观测点降雨量达到山洪和地质临界值或观测山体

发生变形有滑动趋势时，灾害发生地防汛指挥机构应及时发出预

警预报，并对危险地区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对因山洪造成的人

员伤亡应立即实施紧急抢救，必要时可向当地驻军、武警和上级

政府请求支援。 

4.6.4 堤防决口和水库（水电站、尾矿库）溃坝    

 当出现堤防决口、水库（水电站、尾矿库）溃坝前期征兆

时，防汛责任单位应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全力抢护，尽可能控制

险情，并及时向下游发出警报和报告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堤防决

口、水库（水电站、尾矿库）溃坝的应急处臵，由当地政府防汛

指挥机构和应急、水利部门负责，及时组织应急抢险，上级防汛

指挥机构应立即派专家赶赴现场进行指导。 

4.7 撤离方案 

1、县城区的抢险与撤离方案 



 

—30— 

虢川河：当虢川河塘口观测点预报河道达到警戒水位

1602.25m、流量达到 38.6m
3
/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增加时，由县防汛指挥部发出预备信号指

令，授权县防汛办同时按响预备信号。当塘口观测点水位达到保

证水位 1603.38m、流量达到 127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

未来 2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增加时，由县防汛指挥部指挥长发出

撤离命令，授权县防汛办按响抢险撤离信号。 

上堤抢险和南大街排涝由县公安局、咀头镇牵头组织，县公

安局局长负责指挥，调集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政局、咀头镇政府、

黄凤山村、凉峪村、咀头街村四组抢险队，封堵凉峪桥下至八钢

加油站河堤段溢流洪水以及对崩堤溃坝修复加固，县住建局组织

本单位抢险队抽排积水；救灾撤离由省太白林业局牵头组织，省

太白林业局局长负责指挥调度，调集本部门抢险队以及县市场监

管局、太白农商银行、农行太白县分行、烟草局抢险队，组织虢

川河以北，太白路以南机关单位、企业等干部职工和群众向城北

韩家梁撤离。负责人为县公安局长和省太白林业局局长。虢川河

以南居民及群众由咀头镇牵头组织方才关村以南群众向方才关

塬上撤离，负责人为咀头镇镇长。当塘口观测点水位回落至警戒

水位 1602.25m 以下，流量低于 38.6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

预测未来 2小时内降雨量将逐渐减小或天气转晴时，由县防汛办

接报后提出，经县防汛指挥部同意，按响解除信号。 

牛家沟河：当牛家沟河牛家沟观测点预报河道达到警戒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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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20m、流量达到 22.6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增加时，由县防汛指挥部发出按响预备信号

指令，同时按响预备信号。当牛家沟观测点水位达到保证水位

1558.80m、流量达到 50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增加时，由县防汛指挥部指挥长发出撤离命

令，授权县防汛办按响抢险撤离信号。牛家沟河以东沿岸由县自

然资源局、发改局牵头组织，自然资源局局长具体指挥，调集东

大街各单位抗洪抢险队，分两路，一路由县发改局负责，组织抢

险队对渔场桥处至八钢加油站段左岸堤防洪水溢流进行封堵，加

固溃堤，抽排积水；另一路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救灾撤离，组织

太白路以北，渔场桥处至八钢加油站段左岸机关单位干部和群众

经新建路撤离至城北韩家梁，负责人为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牛家

沟河以西、李家沟河以东由县水利局牵头组织，县水利局局长具

体指挥，调集县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财政局、教体局、咀头

街村一组抢险队，分两路组织抢险与撤离，一路负责渔场桥处至

街心桥处右岸抗洪抢险，另一路负责组织咀头街村一组及牛家沟

河西岸，李家沟河东岸沿线居民向县林业局、县剧团、县委党校

等地势较高单位撤离。负责人为县水利局局长。当牛家沟观测点

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 1558.20m以下，流量低于 22.6m³/s，且根

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逐渐减小或天气转

晴时，由县防汛办接报后报指挥部发布指令，按响解除信号。 

李家沟河：当李家沟河李家沟观测点预报河道达到警戒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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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67m、流量达到 6.3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增加时，由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指令，按响预

备信号。当李家沟观测点水位达到保证水位 1535.33m、流量达

到 8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持续

增加时，由指挥部指挥长发布指令，授权县防汛办按响撤离信号。

李家沟河抢险与撤离由县林业局牵头，县林业局局长负责指挥，

调集县林业局、人社局、党校、咀头街村、李家沟村抢险队，分

两路，一路由县人社局局长负责组织抢险队伍，对县运管站处至

八钢加油站段左岸堤防洪水溢流进行防汛抢险，疏通河床，降低

水位，加固溃堤，转移群众；另一路由县林业局局长负责，组织

右岸村民经咀头街村五组道路撤离至城区翠矶山公园平台上。当

观测点预报河道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 1534.67m 以下，流量低于

6.3m³/s，且根据气象部门降雨预测未来 2 小时内降雨量将逐渐

减小或天气转晴时，由县防汛办接报后报县防汛指挥部同意，按

响解除信号。 

2.各镇重点区域洪水观测点，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 

警戒流量及洪水位线统一由各镇防汛指挥部按照县防汛办

提供的洪峰流量确定，同时在观测断面标注不同频率下的洪水位

与高程，并落实巡堤查险及报汛人员，在各辖区内度汛预案编制

中必须明确洪水预警和撤离信号。 

各镇防洪抢险与撤离工作由各镇负责组织，驻镇单位及各村

组具体实施，撤离地点按照度汛预案所划分的地点，由各村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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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安全撤离。 

4.8 信息报送和处理 

应急响应期间，防汛指挥机构要健全防汛信息报送和处理制

度，切实做好信息收集、传输和上报工作。 

4.8.1 雨情水情收集报送。防汛指挥机构要及时准确掌握雨

情、水情，做到定时收集情况，做好统计分析工作。并保持与暴

雨中心区、山洪区和重点病险工程等所在地防汛指挥机构的密切

联系。 

4.8.2 工程险情登记报送。防汛指挥机构及时搞好各类水利

工程的隐患排查和登记上报工作。水利防洪工程发生较大险情，

应及时报告并迅速组织除险。随时掌握重大险情处理情况，并写

出专题报告。出现重大险情和其它异常情况确需上级支持的，要

书面报送工程地点、险情类型、出险原因、存在困难及请求支持

的具体事项。 

4.8.3 洪涝灾情统计报送。洪涝灾害发生后，各相关部门及

各镇防汛指挥机构及时用报表、文字、图片及录相等各种方式汇

报灾情，并密切注视灾情变化，随时收集上报新的灾情和抗灾动

态。 

4.8.4 溃堤垮坝险情报送。凡有堤防和水库（水电站、尾矿

库）失事，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必须在出事后 1.5小时内上报，并

及时掌握垮坝失事后群众安全转移、安臵以及工程抢护等情况，

书面总结工程失事经过、原因和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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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防汛综合信息报送。镇（村）要按隶属关系及时逐级

上报防汛信息。县防汛办应及时综合并向有关主管部门通报防汛

信息，重大汛情、险情和灾情应立即报告县委、县政府和市防总，

并及时续报。 

4.9 指挥和调度 

4.9.1 发生洪涝险情后，防汛指挥机构要启动应急响应，并

成立现场指挥部。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上一级防汛指挥机

构报告。 

4.9.2 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同志要迅速到位，分析预测洪涝灾

害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或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臵措施，控制险情发展。 

4.9.3 发生重大洪涝灾害后，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同志要带领

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检查，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4.10 抢险处置 

4.10.1 出现洪涝灾害或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防汛指挥

机构应根据事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并立即向

相关部门通报情况。 

4.10.2 防汛指挥机构根据具体情况，按照预案立即提出紧

急处臵措施，供当地政府或上一级相关部门指挥决策。 

4.10.3 防汛指挥机构和应急管理部门要迅速调集本地区的

资源和力量，提供技术支持；当地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

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臵和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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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处臵洪涝灾害和重大工程险情时，应按照职能分工，

由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各单位、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团结协

作，快速反应，高效处臵，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4.11 应急人员及群众安全防护 

4.11.1 各类应急工作小组、抢险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

救生、防护装备。抢险应急救生、安全防护装备由防汛部门就近

从防汛物资仓库调拨，必要时由县防指从县级防汛物资仓库调

拨。 

4.11.2 水库（水电站、尾矿库）大坝、堤防等发生重大险

情时，防汛指挥机构和工程管理单位应依据洪水防御预案，迅速

发出转移、撤离警报，迅速组织下游群众沿事先确定的转移路线

转移至安全区域。 

4.11.3 公安部门对撤离区、安臵区和洪水影响区域采取警

戒管理，严防群众私自返迁造成新的安全威胁和人员伤亡。 

4.12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4.12.1 政府和防汛指挥机构根据应急需要，依据相关规定，

可以调用防汛抢险机动队、专业应急抢险队、群众性抢险救护队

伍及民兵等社会力量参加抗洪抢险。驻县部队、武警的调动由县

防指提出申请。 

4.12.2 紧急防汛期间，县防指报请县政府批准发布动员令，

组织各类社会力量参与抗洪救灾。 

4.13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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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积极主动的原

则。县防汛办会同县级新闻主管部门做好抗洪救灾的信息发布工

作。新闻媒体发布的重大洪水信息须经县防汛办审核。 

4.14 应急结束 

当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或汛情得到缓解时，县防指可下达

指令，宣布结束或降低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5 应急保障 

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严格履行职责，切实保证应

急指挥信息畅通、应急物资和资金充足、技术装备良好、现场救

援及时、交通运输畅通、供电持续安全、社会秩序稳定、医疗卫

生满足应急需求、社会紧急动员迅速有效，确保全县防汛应急处

臵工作顺利开展。 

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各通信运营部门要依法保障防汛信息畅通，对防汛信息必须

优先、快捷、准确传递。 

通信管理部门在出现突发事件后，要立即启动应急通信保障

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保证防汛和抢险救灾

通信畅通，及时调度应急通讯设备，为指挥中心和现场指挥提供

通信保障。 

5.2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县城区防洪的重点险工险段或容易出险的防洪工程设施，应

提前编制工程应急抢险预案，当出现新的险情后，相关单位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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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派出抢险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抢修和加固。 

各镇防汛机构、相关部门要储备常规的防汛抢险、救生、救

灾所需的机械、设备、物资、器材等，以满足抢险救灾急需。 

5.3 应急队伍保障 

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综合抢险队伍、部队抢险队伍、专业抢险

队伍。 

综合抢险队伍：各镇成立由村民及企事业单位职工组成 200

余人抢险队伍，主要负责城区内险段抢险处臵。 

部队抢险队伍：由县驻军部队组成，抢险人员 500 余人，主

要完成急、难、险、重等抢险任务。 

专业抢险队伍：主要由县公安局（30人）、交通运输局（20

人）、农业农村局（30人）、水利局（20 人）、林业局（30人）、

电力局（10 人）、电信公司（5人）、气象局（5 人）、移动公

司（5人）等行业业务技术能手及业务骨干 155人组成，主要参

加专业抢险和技术处臵。 

5.4 供电与交通运输保障 

县供电部门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负责及时调度应急电

力设备，安排抗洪抢险供电以及应急救援现场临时供电任务，确

保供电的持续性和安全性，为现场指挥部提供电力保障。 

县公安部门根据灾情需要，由公安交管部门实施交通管制，

开通应急通道，保障抗洪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车辆畅通。对于已

经形成道路行洪和被淹没的路段实行封闭，保障行人车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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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面积交通瘫痪时，按照预案规定进行紧急处臵，疏导交通；

必要时，必须保证防汛指挥车辆的使用。 

交通运输部门应准备足够的车辆和设备，随时待命启动，优

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救灾物资运输。 

5.5 治安与医疗保障 

汛期治安管理工作由县公安部门负责，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以及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障抢险救灾工

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负责洪涝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

和处臵；组织医疗卫生队进行巡检，负责灾区防疫消毒、抢救伤

员等工作。 

5.6 物资与资金保障 

防汛物资筹集、储备，实行“分级负责、分级储备、分级管

理”以及“按需定额储备、注重实效、专物专用”的原则，采取

各单位、各部门和群众筹集相结合的办法。各单位要及时将储备

防汛抢险物资相关信息上报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县防汛办根据抢

险救灾工作进行统一调拨，各镇联防单位具体实施。 

当启动县防汛应急预案时，县财政部门要根据洪涝灾害程度

和水毁工程情况，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遭受严重毁坏的城区防汛

排水设施修复工作。 

5.7 社会动员保障 

县防汛指挥部根据灾情，及时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投入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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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防

洪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系统力量，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 

县、镇两级政府加强对防汛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有关部门

和单位，动员社会力量，全力做好防洪除涝工作。各级武装部做

好基干民兵和民兵预备役的组织动员，加强培训和演练，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6 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 

6.1 宣传教育 

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应对防汛应急预案

的教育培训计划，编制公众应对防汛应急事件发生的专业教材和

应急手册。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开展防汛、避

险、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教育，重点对县城区三大河流、县

境内五大河流、险工险段等周边居民加强宣传教育，增强防汛意

识及应急基本知识和技能。 

6.2 培训与演练 

积极开展防汛抢险相关知识培训，培训教材增加防汛预防、

应急指挥、综合协调等内容，增强政府行政人员应对防汛抢险的

知识和能力。 

县防汛指挥部根据预案，定期组织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应急演

练，防汛演练每年汛前必须开展一次。各镇防汛机构，应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和防汛重点、薄弱环节等积极组织防汛抢险演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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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7 善后处置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县防汛指挥部统一组织各

成员单位，根据职能分工，积极开展灾情核定，收集、清理和污

染物处理工作，对受灾情况、人员补偿、征用物资补偿、重建能

力、可利用资源等做出评估，制定补偿标准和灾后恢复计划，积

极做好善后处臵工作。 

7.1 水毁工程修复 

水毁工程修复、重建和灾区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工作

由以下单位负责： 

防洪水利工程、市政设施、公路、供电、通信、供油、供气、

供水、房屋、跨河管线等水毁工程设施分别由各有关主管部门负

责修复、重建。 

受灾区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由所在镇政府负责。 

受灾区域所投保的水毁设施、设备、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由

保险公司及时进行核实、理赔。 

修复水毁工程、设施、设备、重建家园等所需资金由县财政

部门负责安排。 

灾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生活救助由县民政局负责。 

7.2 其他工作 

疫情病情处理、污染物清除、防汛抢险物资补充等善后处臵

工作由各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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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责任与奖惩 

防汛应急处臵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严格

执行《陕西省重大防汛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县防汛指

挥部对在防汛和抢险救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

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信息，

或者存在其他工作失误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

以及延误、妨碍防汛抢险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工作总结与评价 

每年由县防汛办针对防汛工作各个方面和环节组织进行定

性和定量总结、分析、评估。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县防汛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查找问题，采取措施、积极整改，促

进县防汛应急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10 附则 

10.1 预案管理 

1.预案制定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制定及解释。 

2.预案审查 

本预案由县政府审查通过。 

3.预案修订 

随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机构调整或应急资源

发生变化，以及应急处臵过程中和各类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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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新情况，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4.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10.2 名词术语、缩略语说明 

汛期：规定每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 

紧急防汛期：当河流水情接近保证流量或警戒流量以及雨量

达到一定标准，由县防汛指挥部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在紧急防

汛期，防汛指挥部根据防汛抗洪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

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

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县公安、

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

水面交通管制。 

大雨：12 小时内降水量 15～30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25～

50mm的降雨过程。 

暴雨：12小时内降水量 30～70mm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50～

100mm的降雨过程。 

大暴雨：12 小时内降水量 70～140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100～200mm的降雨过程。 

特大暴雨：12小时内降水量大于 140mm或 24小时内降水量

大于 200mm的降雨过程。 

山洪：指山区小流域由降雨引发的突发性、暴涨暴落的地表

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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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指山洪暴发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包括沟河洪水

泛滥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损坏以及环境资源破

坏。 

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指水库垮坝、河道堤防决口、

闸门失控倒塌等。 

防洪标准：指防洪设施应具备的防洪能力，一般用可防御洪

水相应的重现期或出现频率表示，如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等，

反映了洪水出现的几率和防护对象的安全度。 

警戒水位：指江河堤防普遍临水，堤防可能发生险情，需要

动员社会力量进行防守的起始水位。可参照河堤普遍漫滩或堤段

开始临水时的水位。结合工程现状，堤防工程历史出险情况等综

合研究确定。 

保证水位：指保证堤防工程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对于有堤

段其保证水位应为其堤顶高程减掉堤防设计超高后的数值，而无

堤段保证水位应为滩地重要保护目标如居民区等地面高程。 

洪水级别：分为四级：①小洪水：洪峰流量（水位）或时段

最大洪量的重现期小于 5 年一遇的洪水；②中洪水：洪峰流量（水

位）或时段最大洪量重现期在 5～20年一遇的洪水；③大洪水：

洪峰流量（水位）或时段最大洪量的重现期 20～50 年一遇的洪

水；④特大洪水：洪峰流量（水位）或时段最大洪量的重现期大

于 50 年一遇的洪水。 

重大险情：指堤防、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尾矿库）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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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堤防堤身、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尾矿库）坝体及

泄洪设施遭受严重损毁，可能造成堤防决口和水库（水电站、淤

地坝、尾矿库）坝体垮坝等险情。 

严重险情：指堤防、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尾矿库）遭受

洪水灾害，可能造成堤防堤身发生大范围垮塌和水库（水电站、

淤地坝、尾矿库）坝体滑塌、泄洪设施堵塞或垮塌等，严重危急

堤防和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尾矿库）安全等险情。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

数。



 

 

附表：                                     宝鸡市太白县河流主要观测点洪水划分与洪峰流量统计表                            单位：m
3
/s 

流域 观测点 

洪水级别及相应重现期 

特大洪水（＞50年一遇） 大洪水（20-50年一遇） 中洪水（5-20年一遇洪水） 小洪水（＜5年一遇洪水） 

石头河 
路平沟观测点控制断面 ＞778 568-778 267-568 ＜267 

鹦鸽镇观测点控制断面 ＞1353 778-1353 456-987 ＜465 

黄牛河 

水蒿川观测点控制断面 ＞240 178-240 64.5-178 ＜64.5 

庙台子观测点控制断面 ＞364 252-364 107-252 ＜107 

强力川观测点控制断面 ＞84 58-84 25-58 ＜25 

红岩河 

李家沟观测点控制断面 ＞28 19-28 8-19 ＜8 

牛家沟观测点控制断面 ＞103 72-103 30-72 ＜30 

北沟观测点控制断面 ＞80 56-80 23-56 ＜23 

塘口观测点控制断面 ＞263 183-263 77-183 ＜77 

鹦鸽川观测点控制断面 ＞590 409-590 173-409 ＜173 

元坝子观测点控制断面 ＞1212 846-1212 356-846 ＜356 

中明村观测点控制断面 ＞1584 1124-1584 489-1124 ＜489 

太白河 
兴隆观测点控制断面 ＞639 443-639 187-443 ＜187 

东青村观测点控制断面 ＞690 479-690 202-479 ＜202 

湑水河 
核桃坪 1#观测点控制断面 ＞470 326-470 138-326 ＜138 

核桃坪 2#观测点控制断面 ＞711 493-711 208-493 ＜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