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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文号：交办水函〔2022〕1786号

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省（市、区）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加强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成果应用，指导各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经营人、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管理部门和单位等
着力提升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防控能力，我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等法律法规，组织编制了《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工作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实施过程中如有相关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部。

联系人：水运局 康玮星，电话：010-65292636，传真：010-65292638，电子邮
箱：sys637@mot.gov.cn。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2年12月15日

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工作指南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推进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成果应用，提升港口承灾
体自然灾害风险防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一）本指南所指港口承灾体，包括沿海万吨级及以上和内河千吨级及以上码头泊
位及配套的仓库、大型机械设备、储罐、防波堤、引堤、护岸、进出港航道等。其他港
口设施设备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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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指南所指自然灾害，是指对港口承灾体影响较大的气象、海洋、水旱、地
震、地质等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台风、大风、暴雨、雷击、风暴潮、海浪、洪涝、干
旱、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种。

二、加强风险研判和分级管控

（一）建立健全数据常态化更新机制。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第一次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基础上，建立健全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数据动态更
新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流程，督促相关单位及时补充新建、改扩建承灾体属性和自然灾
害等信息数据，并加强数据审核把关。

（二）组织开展风险评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
体普查技术指南要求，组织开展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划分
为较小风险、一般风险、较大风险、重大风险四级。

（三）加强风险研判。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研判，结合
风险评估结果和实际情况，分析形成研判结论或报告。风险研判可以自行组织开展，也
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对于易发生地震、洪水、台风、风暴潮、雷击等重大自然灾
害的港口，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风险研判。港口承灾体发生重大变化或遭受自然灾害发
生重大损失的，可及时增加研判频次。

（四）开展风险分级管控。结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研判情况，开展港口承灾
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分级管控。可根据风险研判结论，按照风险评估确定的风险等级或
更高等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1.港口作业区位于较小、一般风险等级区域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规文件和技术规
范，规范开展检查巡查、检测评估、维护养护等工作，使港口承灾体保持良好技术状
态。

2.港口作业区位于较大、重大风险等级区域的，应在日常维护基础上，提高港口承
灾体巡查检测监测频次，加强重点监测防护，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及时开展隐患治
理和设施设备功能恢复等防范措施。

（五）强化应急准备工作。结合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研判情况，完善港口预防自然灾
害预案，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定期检查保养，及时补充更新，
提高预防和应对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的物资保障能力。

三、加强预警预防

（一）强化多部门信息联动。加强与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气象、地质等部门的合
作和数据共享，强化预测预报预警信息传递和研判，确保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一线。

（二）应用科技手段提升监测水平。鼓励结合实际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对港口承灾
体技术状况和周边环境等开展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提升港口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识
别、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采取针对性防灾减灾措施。根据当地气候变化规律和气象、海洋、地质等自
然灾害预报预警信息，认真排查分析港口承灾体自身结构完好性、防风避雷及排水设施
有效性、应急物资完备性、现场人员安全性等情况，提前做好港口物资储运、转移工
作，及时采取针对性防灾减灾措施，避免或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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