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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曲靖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3 月份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

的通知

各县（市、区）、曲靖经开区减灾委员会，市减灾委员会有

关成员单位:

近日，市减灾委办公室、市应急局会同市气象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林草局、市

地震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和有关领域专家，对 2023 年 3

月份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形成《3 月份全

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做好分析研判和防范应对工作。

曲靖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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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

近日，市减灾委办公室、市应急局会同市气象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林草局、市

地震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和有关领域专家，对 3 月份全

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综合分析认为：预计 2023 年 3 月份我市降水量与历年

（30 年平均值）同期相比为正常至略多；全市月平均气温

与 5 历年同期平均值相比为正常至偏高。主要有三次降温降

水天气过程，其中： 2—4 日我市大部阴有小雨局部中雨；

13—15 日全市多云有阵雨；23—25 日全市阴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3 月份全市大部地区降水正常、气温正常至偏高，

气象干旱可能进一步发展加重，需继续防范气象干旱带来的

不利影响；冷空气活动仍然频繁，可能会出现倒春寒天气，

各地各有关部门需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防范低温天气对农

业、电力、交通等的不利影响；进入春季后，大风天气增多，

风高物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期，各

地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森林火险和城市火险的防范措施，做

到防范于未然。

一、主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预测

（一）地质灾害形势预测。3 月份虽然主汛期还未开始，

仍存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主要易发区有会泽县-沾益区德泽

一带，宣威市东北、东部-富源县-罗平县北、西北部一带，

马龙区通泉街道文河社区南门大桥、杨官田社区杨官田、土

瓜冲地面塌陷一带。尤其是陡坡陡崖下、沟口、沟边、谷地



— 3—

内的村镇居民区危险性大，公路(铁路)沿线、水电开发建设

区、矿山开采区等人为活动较强烈的地段，属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的县（市、区）有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罗平县、马龙

区。

（二）水旱灾害形势预测。随着气象干旱发展，蓄水持

续减少，部分山区、半山区可能出现供水缺口，干旱风险持

续增加，春旱或较往年偏重，抗旱保供水压力较大，形势依

然严峻。

（三）林草灾害形势预测。3 月份全市进入森林火灾高

火险期，森林防火形势更加严峻。大风天气增加、空气干燥，

有助于森林火灾发生和蔓延，易引发森林火险，森林火灾风

险进一步提高，郊区旅游踏青、临近清明错峰祭扫人员活动

和野外用火人员增多，火源管控难度骤增。综合分析历史灾

情，多个不利因素相互叠加，全市森林防火形势进入最为严

峻时期。

（四）农作物灾害形势预测。近期有效降水少，在此期

间气温回升快，风速增大，要注意小春蚜虫、小麦条锈病、

蚕豆锈病、蚕豆斑病的发生、发展、流行，同时要警惕干旱

对农作物的影响。

（五）道路交通灾害形势预测。受季节因素影响，易发

频发降温、团雾、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增多，路面易潮湿，

山区公路易形成团雾，影响路网运行和运输安全的不确定性

因素明显增大，车辆侧滑、追尾，船舶碰撞、走锚、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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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泄露、起火、爆炸等事故发生概率因季节性因素而升

高，显著影响交通运输安全。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

市民出行意愿强烈，客流总量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人员流

动频繁、货运物流活动密集，给道路运输安全运行带来了新

的压力。

（六）地震灾害形势预测。3 月份曲靖市地震监测资料

前兆异常不突出，小震活动水平正常，近期发生 5.0 级以上

地震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发生 3—4 级强有感地震可能，昭

通市内存在部分背景性异常，未来不排除发生 5—6 级地震

的可能，可能对我市造成影响。

二、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监测预警。气象部门要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

实时监测，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各涉灾部门要做好重点

区域、重要时段的监测预警工作，特别要做好森林火险等级

预报和高火险预警信息的精准发布，提醒社会公众主动采取

防灾避险措施，严防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二）做好重点防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人员密

集场所和重要工程设施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事故发

生。要加强对城乡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

检修，及时处置安全隐患，保证城市安全稳定运行。要加强

野外火源管理，严格执行入山检查制度，特别要对入山路口、

坟地、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火灾多发区域等重点地段实

行重点防范。要加强对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山区道路等

重点区域实施监控，做好降温、团雾、大风天气防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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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况采取关停、限速、停驶、强制分流等措施，严防发生

交通事故；要提前做好抗旱准备工作，密切监视雨情、墒情、

旱情变化，积极开展气象为农服务，为抗旱防灾减灾提供决

策依据。要做好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加强监测调查和预

测分析，及时掌握农业虫情动态，适时发布预报预警，抓好

防范措施落实。

（三）严格应急值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干部值班制度，及时准确上报突发事件信息，

杜绝迟报、谎报、瞒报等现象发生。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

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要提前预置力量，

易灾多灾区域加强物资储备，有力、有序、有效组织抢险救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