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文件 
 

 

青海发〔2021〕18 号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关于印发《青岛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 

海冰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

各单位： 

    修订后的《青岛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青岛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 2016年 4 月 30日印发的《青岛市风暴潮、海浪、海

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青政办字〔2016〕6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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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2021年 5 月 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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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 
海冰灾害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强化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的预警预报工作，提

高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护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山东省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

《青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市管辖海域及沿岸的风暴潮、海浪、

海啸和海冰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反应，密切协作；加强监测，及

时预警；整合资源，信息共享。 

1.5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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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沿海通常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海洋灾害是风暴潮及巨

浪灾害，几乎每年都有风暴潮和巨浪灾害发生，破坏力极强，对

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海浪方面：受地理环境以及季风气候的影响，青岛沿海夏季

平均浪高大于冬季，强浪向为东南偏东向，温带气旋影响时，前

部强劲的西南风也会使青岛沿海产生大浪。五四广场向西至天林

花园附近的滨海岸段是夏季受东南向大浪侵袭较重区域，近些年

台风影响我市时该区域极易上浪，和高潮位叠加时影响更重。 

风暴潮方面：我市胶州湾顶部的红岛沿岸及其两侧的大沽河

口和女姑河口区域易遭受风暴潮灾害影响，崂山头以北至鳌山头

以南之间岸段防护能力也较弱，极易受到风暴潮、海浪灾害影响。 

海啸方面：我市沿海海域海岸线绵长曲折，海水相对较浅，

一般不产生地震海啸。但是，由于地震海啸是由震源在海底以下

50 公里以内、里氏 6.5 级及以上地震引起的，能量巨大，具有

强大的破坏力。尽管青岛历史上没有发生海啸的记载，但海啸发

生的可能性及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 

海冰方面：每年冬季胶州湾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结冰现象，

海冰会对港口及其他海上经济活动造成一定影响，所造成的损失

不容忽视。 

1.6 灾害分级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

较大（Ⅲ级）、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四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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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一般海洋灾害（Ⅳ级） 

（1）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造成 3 人以下（“以

下”不包含本数，下同）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 人以下生命

安全。 

（2）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下。 

（3）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对沿岸防护工程和市

政设施、大型海上工程设施、海上航运、水产养殖等造成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1.6.2较大海洋灾害（Ⅲ级） 

（1）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造成 3 人以上（“以

上”包含本数，下同）、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 人

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 

（2）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上、1 万人以下。 

（3）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对沿岸防护工程和市

政设施、大型海上工程设施、海上航运、水产养殖等造成 1000

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1.6.3重大海洋灾害（Ⅱ级） 

（1）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10 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 

（2）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疏散、转移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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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 

（3）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对沿岸防护工程和市

政设施、大型海上工程设施、海上航运、水产养殖等造成 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1.6.4 特别重大海洋灾害（Ⅰ级） 

（1）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造成 30人以上死亡（含

失踪），或危及 30 人以上生命安全。 

（2）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疏散、转移人员 5

万人以上。 

（3）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对沿岸防护工程和市

政设施、大型海上工程设施、海上航运、水产养殖等造成 1亿元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2．组织指挥机制 

2.1 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专项应急指挥部（以

下简称“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海洋发展局局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发展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文

局、自然资源部北海局、青岛海事局、青岛海警局、灾害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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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区（市）政府等单位分管领导。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

规，分析研究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重大

问题及重要决策事项；组织指挥较大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

灾害应急处置，负责重大、特别重大灾害的先期处置，必要时请

求国家和省海洋主管部门给予支持；加强对风暴潮、海浪、海啸

和海冰灾害的监测，组织专家会商研判，按规定做好信息报告、

预警和应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响应级别；根据灾害的发生、发展

趋势，决定启动、终止应急响应，负责组建现场指挥部；指导沿

海区（市）做好一般海洋灾害的海上避险与救助和沿岸防护等应

对处置工作；承担市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2.2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海洋发展局，主任由市海洋

发展局局长担任。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落实本指挥

部决定；组织、协调应急工作组及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和职责开展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等海洋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应急

预案的编制、修订、演练、评估与管理；建立风暴潮、海浪、海

啸和海冰灾害监测预警、信息收集制度，统一接收、处理、核实

与研判，按照规定做好信息报送工作；负责组织风暴潮、海浪、

海啸和海冰灾害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负责本预案专家组

的日常管理和联系工作；配合沿海区（市）做好一般突发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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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处置工作。 

2.3 成员单位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把握全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

应急处置工作宣传导向，及时协调、指导各新闻宣传单位做好灾

情信息发布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新闻宣传报道。 

市委网信办：负责做好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网络

舆情监控、分析研判和舆论引导等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做好

舆情应对与正面引导。 

市公安局：负责承担海岸临时安全警戒区的警戒任务；协助

海上搜救和受困人员解救、转移或疏散等抢险救灾工作；维护风

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期间社会治安秩序，防范和打击应

急处置期间发生的影响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组织灾区人员

安全转移。 

市民政局：负责应急过渡期生活救助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市财政局：依法依规安排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

急行动所需经费。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引发

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监测等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沿岸

城市市政道路、桥梁、路灯设施的防潮、防浪、防海冰和抢险工

作；协调、督促相关单位对沿海城市市政道路、桥梁、路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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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抢修和灾后恢复重建。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协调、督促相关区（市）、部门和单位

做好海水浴场防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的应对处置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水路运输客运企业的避险防护工作，

以及港口码头、沿海桥梁、公路等涉海交通设施的防浪、防潮、

防海冰工作。 

市水务管理局：负责沿岸水库、河道等较大水利工程的防浪、

防潮、防海冰工作，督导完成受损水利工程的修复。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指导农业抢险救灾和生产恢复工

作。 

市海洋发展局：负责协调组织做好我市风暴潮、海浪、海啸

和海冰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工作，及时通报相关预警预报和应急

处置信息；组织对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组织做好海上渔船和

渔业设施的避险防护、渔民的疏散与救助工作；指导海水养殖单

位（业户）和捕捞船只做好海冰灾害防护和避险等应对处置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助相关区（市）、部门和单位做好 A 级

旅游景区的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防范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开展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

灾害而造成的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护及相关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 

市应急局：指导协调相关部门海洋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协调

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参与重大海洋灾害应急救援，参与指导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协助灾害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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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政府做好灾害救助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做好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期

间的海上气象灾害实时监测、预警和预报，做好应急处置期间的

气象保障工作。 

市水文局：负责组织做好风暴潮、海浪、海啸引发的河流水

位监测和警戒预报工作。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负责组织开展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

监测和预警报工作，及时发布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预警报信

息，及时提出海况变化预测意见和灾害应急处置建议，开展海洋

灾害发生趋势预测等工作。 

青岛海事局：负责组织、指挥辖区海上船舶、设施的防浪、

防潮、防海冰等灾害避险防护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海上搜

救工作。 

青岛海警局：积极协助海上搜救和受困人员解救、转移或疏

散等抢险救灾工作；协助公安部门做好治安保卫工作，防范和打

击应急处置期间发生的影响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 

灾害发生地的沿海区（市）政府：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负

责组织、指挥、协调本辖区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的防

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

处置工作情况和灾情相关信息。 

2.4 现场指挥部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可组建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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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视情设置相关工作组，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现场处置工作。 

2.4.1综合协调组 

由市海洋发展局牵头，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市应急局、各相

关成员单位、灾害发生沿海区（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处置工

作的综合协调、督导检查；负责指挥部会议组织、纪要编发；负

责现场处置相关证件的印制发放；负责现场指挥部内部公文运转、

综合材料起草；做好处置信息调度、汇总、整理、编辑和简报印

发，以及资料收集归档；协调军地联合处置有关事宜；负责与上

级的信息沟通和协调联络等工作。 

2.4.2监测预报组 

由市海洋发展局牵头，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市气象局、市水

文局等部门组成。 

主要职责：承担我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期

间的气象、海况的预警报；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及时提出气象和

海况变化预测意见和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处置意

见；负责风暴潮、海浪、海啸引发的河流水位监测和警戒预报工

作。 

2.4.3应急处置组 

由市海洋发展局牵头，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水务管理局、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海事局、青岛海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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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沿海区（市）政府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海上船只、设施和人员的

避险、防护，人员的疏散与救助工作；防范和打击应急处置期间

发生的影响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负责沿岸防护工程和市政设施

的防浪、防潮、防海冰工作和抢险工作；指导海水养殖单位（业

户）和捕捞船只做好海冰灾害防护和避险等应对处置工作。 

2.4.4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 

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各沿海区（市）政府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承担因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造成的伤

员医疗救护及相关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 

2.4.5损失评估组 

由市海洋发展局牵头，市应急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管理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海事局，各沿海区（市）政府

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组织对因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冰灾害所造成

的损失进行灾后调查评估。 

2.4.6经费保障组 

由市财政局牵头，各沿海区（市）政府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安排应急行

动所需经费，并及时拨付经费。 

2.4.7新闻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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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网信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水务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应

急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海事局、各沿海区

（市）政府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组织协调把握全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

害应急处置工作的宣传导向，及时协调、指导媒体做好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的新闻宣传报道。 

2.4.8专家组 

由市海洋发展局根据实际情况聘任海洋灾害监测、预报、预

警专家及其他有关专家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对海洋灾害警报发布、应急预案启动、应对

处置等方面提供咨询建议，并对预案提出修订和完善意见。 

3．监测预测 

3.1 监测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在我市沿海建设的海洋站、浮标、

雷达等海洋观测设施，及国家支持我市建设的海洋观测设施，开

展风暴潮、海浪和海冰灾害监测，建立实时数据传输网，确保灾

害观测信息传输畅通。 

3.2 预测 

市海洋发展局组织有关单位根据历年风暴潮、海浪和海冰灾

害发生汇总情况、年度气候趋势预测等，对风暴潮、海浪和海冰

灾害形势进行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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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警 

4.1 海洋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4.1.1风暴潮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1）风暴潮灾害蓝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蓝色警戒潮位，

应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 

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热带气旋将登陆我市沿海地区，或在离

岸 100 公里以内（指热带气旋中心位置），即使受影响区域内有

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低于蓝色警戒潮位，也应发布风暴潮蓝

色警报。 

（2）风暴潮灾害黄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黄色警戒潮位，

应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 

（3）风暴潮灾害橙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橙色警戒潮位，

应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 

（4）风暴潮灾害红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红色警戒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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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 

4.1.2海浪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1）海浪灾害蓝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

近岸海域出现 2.5 米（含本数，下同）至 3.5米（不含本数，下

同）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2）海浪灾害黄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

近岸海域出现 3.5 米至 4.5 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出现

6.0 米至 9.0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3）海浪灾害橙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

近岸海域出现 4.5 米至 6.0 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出现

9.0 米至 14.0 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橙色警报。 

（4）海浪灾害红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

近岸海域出现达到或超过 6.0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出

现达到或超过 14.0 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4.1.3海冰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1）海冰灾害蓝色警报 

胶州湾及我市邻近海域出现海冰灾害，且其灾害程度和时段

与下列情形相当时：莱州湾浮冰外缘线达到 25 海里，且浮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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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冰量 8成以上，预计海冰冰情持续发展，应发布相应海湾海

冰蓝色警报。 

（2）海冰灾害黄色警报 

胶州湾及我市邻近海域出现海冰灾害，且灾害程度和时段与

下列情形相当时：莱州湾浮冰外缘线达到 35 海里，且浮冰范围

内冰量 8 成以上，预计海冰冰情持续发展，应发布相应海湾海冰

黄色警报。 

（3）海冰灾害橙色警报 

胶州湾及我市邻近海域出现海冰灾害，且灾害程度和时段与

下列情形相当时：莱州湾浮冰外缘线达到 40 海里，且浮冰范围

内冰量 8 成以上，预计海冰冰情持续发展，应发布相应海湾海冰

橙色警报。 

（4）海冰灾害红色警报 

胶州湾及我市邻近海域出现海冰灾害，且灾害程度和时段与

下列情形相当时：莱州湾浮冰外缘线达到 45 海里，且浮冰范围

内冰量 8 成以上，预计海冰冰情持续发展，应发布相应海湾海冰

红色警报。 

4.1.4海啸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1）海啸信息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0.3 米（含本数）以下的海啸波幅，或者没有海啸，发布海啸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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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啸灾害黄色警报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0.3（含本数，下同）米至 1.0 米（不含本数，下同）的海啸波

幅,发布海啸黄色警报。 

（3）海啸灾害橙色警报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1.0 米至 3.0米的海啸波幅,发布海啸橙色警报。 

（4）海啸灾害红色警报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3.0 米以上的海啸波幅，发布海啸红色警报。 

4.2 预警发布 

依托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作为风暴潮、海浪、海冰灾

害监测预警支持系统，及时对风暴潮、海浪和海冰灾害进行预警。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统一发布我国沿海海啸警报。自然资

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及时转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的海啸

警报。 

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转发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

发布的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蓝色、黄色预警，及自然资源部

北海预报中心转发的海啸信息、黄色预警；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转发橙色、红色预警。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预警信息通过传真、电视、短信、

网站等方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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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预警变更与解除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密切关注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

发展动态，预判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可能到达的最高级别，

及时变更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预警级别。如确认灾害影响已

经降至最低预警分级标准之下时，发布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

警报解除信息。 

密切关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海啸灾害发展预报动态，

及时变更海啸灾害预警级别。如确认灾害影响已经降至最低预警

分级标准之下时，发布海啸灾害警报解除通报。自然资源部北海

预报中心及时转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警变更和解除信息。 

5．应急响应启动标准 

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级别，

分别对应最低至最高响应级别。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主要依据

海洋灾害警报级别确定，海洋灾害警报分为蓝、黄、橙、红四色，

分别对应最低至最高警报级别。 

5.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启动Ⅳ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1）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灾害蓝色警报。 

（2）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域海浪灾害黄色

警报或近海海域海浪灾害橙色警报。 

5.2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启动Ⅲ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1）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灾害黄色警报。 

（2）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域海浪灾害橙色

- 18 - 



警报或近海海域海浪灾害红色警报。 

（3）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连续 2 天发布海冰灾害蓝色

或黄色警报。 

5.3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启动Ⅱ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1）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灾害橙色警报。 

（2）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域海浪灾害红色

警报。 

（3）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连续 2 天发布海冰灾害橙色

或红色警报。  

（4）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或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

心转发海啸灾害黄色警报。 

5.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启动Ⅰ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1）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灾害红色警报。 

（2）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或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

心转发海啸灾害橙色或红色警报。 

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可根据海洋灾害影响预判情况适当

调整。 

6．应急响应及处置措施 

6.1 一般海洋灾害（Ⅳ级） 

6.1.1应急响应 

（1）启动应急响应 

根据Ⅳ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由灾害发生地的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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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调度相关区（市）应急救援队伍和

资源进行协同处置。 

（2）应急响应措施 

监测预报组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应急监测和信息沟通，根据相

关的海洋、气象、河流水文等信息，预测分析灾害发展趋势，及

时将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预警信息通过传真、短信、电视、

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向相关单位和社会进行发布或转发。 

涉海单位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海上船只和人员动态，及时向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单位通报海上船只、人员遇险信

息。 

各相关部门、沿海区（市）进入应急状态，加强应急值守，

及时传递风暴潮、海浪、海冰灾害应急响应各类信息，并按照职

责分工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应急处置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

向海上船只及海上作业单位发出防潮、防浪、防海冰警告，做好

沿岸防护工程和市政设施的防潮、防浪、防海冰工作和海上避险、

救助准备工作；各救助队伍做好海上救助准备。医疗救护和卫生

防疫组做好医疗救护及相关疾病预防控制准备。新闻宣传组通过

多种渠道向公众发布消息，提醒公众注意防潮避浪和防海冰灾害。 

各级海洋、渔业部门指导海水养殖单位（业户）和捕捞船只

做好海冰灾害防护和避险准备工作。 

6.1.2 应急处置 

（1）指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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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沿海区（市）政府分管领导或沿海区（市）政府部门主要

领导指挥协调处置。 

（2）应急处置措施 

沿海区（市）组织在沿岸旅游景区、海水浴场和港口等区域，

适时发出防潮、防浪等灾害警示。 

各级海洋、渔业部门督导渔业船只回港或就近避险，并做好

防护工作；养殖设施采取有效防潮、防浪、防海冰措施，并做好

病害监测防治和巡塘检查工作；海上作业人员和养殖人员落实避

潮避浪措施并及时避险，落实好停港船只的防火防碰撞等安全措

施。  

应急处置组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沿岸防护工程、

市政设施和重大工程的防潮、防浪、防海冰工作和海上救助工作。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海上船只、人员遇险信息协调

各救助队伍进行海上救助。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组织各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及相

关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6.2 较大海洋灾害（Ⅲ级） 

6.2.1应急响应 

（1）启动应急响应 

根据Ⅲ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提出建议，报副总指挥批准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组

织调动沿海区（市）和各有关单位应急力量和资源进行协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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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响应措施 

在采取Ⅳ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措施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

施：  

应急处置组各成员单位按职责检查督导落实沿海重点防御

区域和重要防御对象安全防范措施。 

6.2.2应急处置 

（1）指挥与协调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沿海区（市）政府主要领导或

分管领导、有关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指挥协调处置。 

（2）应急处置措施 

在实施一般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有关措施的同时，增加以下措

施: 

海事部门组织督导海上船只及其作业人员落实防潮避浪和

防海冰措施。  

应急处置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各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部署本部门防潮、防浪、防海冰工作，采取应对措施，

有关情况及时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6.3 重大海洋灾害（Ⅱ级） 

6.3.1应急响应 

（1）启动应急响应 

根据Ⅱ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提出建议，报总指挥批准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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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沿海区（市），及市综合、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资源进行协

同处置。必要时协调省级应急资源支持。 

（2）应急响应措施 

在采取Ⅲ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措施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

施：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加强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

联络，及时向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报海啸灾害发展趋势和

海啸灾害预警信息。 

新闻宣传组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发布海啸灾害预警信息和

防护知识。 

各相关部门、沿海区（市）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相应预防措施。

应急处置组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组织海上船只、设施和人

员做好避浪和防护，加固沿岸防护工程和市政设施。 

沿海区（市）根据当地海岸防护情况、当地地势等综合情况，

通知受影响区域的人员做好撤离准备。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根据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展

态势和救助能力，及时寻求省级应急救助力量支持。 

6.3.2应急处置 

（1）指挥与协调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沿海区（市）政府主要领导、有

关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指挥协调处置。 

（2）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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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较大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有关措施的同时，增加以下措

施: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相关人员集结待命。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应急防范工作，

视情设立应急指挥机构和现场指挥部，视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进

行紧急动员部署。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署本部门本区（市）

工作，采取应对措施，有关情况及时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各级海洋、渔业部门实时核查渔业船只避险情况，对遇到险

情的船只和人员采取应急措施，对停港避潮避浪的船只做好防碰

撞等安全措施。 

海事部门组织督导海上船只及其作业人员落实避险措施，如

发生海啸灾害，在必要时通知在港船舶紧急出港避险。  

沿海区（市）及相关部门督导沿海旅游景区和海水浴场等管

理部门适时关闭受影响景区和浴场，并发布防险警示。市公安局

做好海岸临时安全警戒区的警戒工作。  

各相关部门做好港口、码头、海上桥梁等海上设施和工程防

潮避浪措施。 

沿海区（市）适时做好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工作以及其他相

关工作，市公安局等单位协助组织灾区人员安全转移。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及时与省级海洋主管部门联系，上报灾情

基本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请求省级应急抢险和救助支援。 

6.4 特别重大海洋灾害（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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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应急响应 

（1）启动应急响应 

根据Ⅰ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提出建议，报市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组织调度全市应急救援队伍和资源进行协同处置，同时协调国家

应急资源和驻青部队支持。 

（2）应急响应措施 

在采取Ⅱ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措施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

施：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主持会商，安排部署海洋灾害防范工作，

督查各相关部门、沿海区（市）预警措施落实情况。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根据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展

态势和救助能力情况，及时寻求国家及驻青部队应急救助力量支

持。 

6.4.2应急处置 

（1）指挥与协调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赶赴现场指挥协调处置，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到市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协调处置。 

（2）应急处置措施 

在实施重大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措施的同时，增加以下措施: 

各级海洋、渔业部门随时了解渔业船只避潮避浪情况，处置

相关应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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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部门加强所辖海域的交通管制，组织、协调、指挥所辖

海域的船舶险情及相关人员的安全救助工作。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及时向国家海洋主管部门报告灾情基本

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请求国家及驻青部队应急抢险和救助支援。 

6.5 应急结束 

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冰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由市

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批准后，

宣布应急结束。 

7．信息报告、发布与舆情引导 

7.1 信息报告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建立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海洋灾害信息互通机制，及时快速传递

有关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预警信息，及时将预警信息通报

有关成员单位，及时汇总海洋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信息和灾情信息，

并按规定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市政府报告。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后，事发地区（市）政

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应立即核实并应于 20 分钟内以电

话形式、50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市

应急指挥中心、市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对于核报的信息，也应于

20 分钟内以电话形式、50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进行报告，严禁迟

报、漏报、瞒报。紧急信息要边处置、边核实、边报告，最新处

置进展情况要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结束后要尽快提供书面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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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报告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

谎报、瞒报和漏报。 

7.2 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 

信息发布应当遵循依法、及时、准确、客观的原则。市专项

应急指挥部要在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后，及时通

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向社会发布基本情况，随后发布灾

害发展趋势、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安全防范措施等，根据处置情

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各工作组成员单位收集、

汇总处置信息，经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同意后，提交新闻宣传组向

社会进行发布。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后，市专项应急指挥部

要组织灾害发生沿海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做好网络

和媒体的舆情引导，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问题。 

8．后期处理 

8.1 灾后处置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发生后，由市民政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局、市海

洋发展局、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海事局等部门和受灾区（市）

分别按照各自职责和管辖范围开展灾后恢复、救助等善后处置工

作。  

8.2 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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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损失评估组和各成员单位对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的危害程度、损失情况、应急处

置措施和经验教训等进行调查分析和总结评估，经核实后及时报

市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9．应急保障 

9.1 队伍保障 

各有关部门和沿海区（市）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应急组织指挥

机构，落实责任人和抢险队伍，完善应对措施。 

9.2 通讯与技术保障 

（1）加强市专项应急指挥部与各有关单位的信息通讯联络，

主要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据通讯网络、传真、办公网、

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形式进行通讯联络。 

（2）依托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利用已建设的海洋观

测预警及信息网络系统，逐步建立高速传输网络，实现对我市管

辖海域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的及时预警和信息传输。 

（3）建立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提高通过电视、广播、

互联网、电信系统等渠道发布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预警信

息的能力。 

（4）争取自然资源部支持，开展各类海洋灾害的风险评估

和灾害区划工作，定期核定风暴潮警戒潮位，为风暴潮、海浪、

海啸和海冰灾害防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9.3 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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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纳

入同级财政预算，分级负担。各级财政部门应统筹安排年度预算

经费，保障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的开展。 

10．宣教培训和演练 

10.1宣教培训 

各有关单位应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风

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及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定期深入学

校、社区等，推进海洋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学校、进社区，增强

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定期举办的不同层次、

不同范围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培训。 

10.2演练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制订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围绕

情景模拟构建，有针对性地编制演练方案、演练脚本，因地制宜

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实战演练，按规定做好演练量化指标评估。

市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专项预案至少每 2 年组织一次

演练，沿海区（市）要经常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演练计划、演练

方案、演练脚本、演练评估和演练音像资料要及时归档备查。 

11．责任追究 

对应急处置工作推诿扯皮、不作为，应急处置信息报告中迟

报、漏报、谎报、瞒报，现场处置中失职、渎职，信息发布舆论

引导不力，以及应急准备中对责任应尽未尽并造成严重后果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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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12．预案管理 

12.1预案解释 

（1）本预案由市海洋发展局负责解释。  

（2）各沿海区（市）政府参照本预案，结合实际情况，制

订本辖区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报市专项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12.2预案修订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应急处置和演

练总结评估情况，适时组织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实现预案可持续

改进。 

12.3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3．附则 

名词术语 

（1）海洋灾害：对海上及沿岸的人类生命财产、生产和社

会活动及有关设施可能造成灾害的海洋现象。本预案所指海洋灾

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 

（2）风暴潮灾害：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灾

害性天气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局部海面振荡或

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称为风暴潮。风暴潮、天文潮

和近岸海浪结合引起的沿岸涨水造成的灾害，称为风暴潮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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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浪灾害：海浪是海洋中由风产生的波浪，包括风浪

及其演变而成的涌浪。因海浪引起的船只损坏和沉没、航道淤积、

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和海岸工程损毁、海水养殖业受损等和人员伤

亡，称为海浪灾害。 

（4）海啸灾害：海啸是由海底地震、海底火山爆发、海岸

山体和海底滑坡等产生的特大海洋长波。在大洋中具有超大波长，

但在岸边浅水区时，波高陡涨，骤然形成水墙，来势凶猛，严重

时高达 20-30米以上。海啸灾害指特大海洋长波袭击海上和海岸

地带所造成的灾害。 

（5）海冰灾害：海冰是由海水冻结而成的咸水冰，其中包

括流入海洋的河冰和冰山等。海冰对海上交通运输、生产作业、

海上设施及海岸工程等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和损害，称为海冰灾害。 

（6）近岸海域：我国领海外部界限向陆一侧的海域。 

（7）近海海域：近岸海域外部界限向海一侧至东经 130°

以西的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及邻近海域。 

（8）有代表性的验潮站：验潮站是记录潮汐涨落的观测站；

有代表性的验潮站是指站址设置科学合理、观测仪器符合国家标

准、观测规程符合国家规范、观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的验

潮站。 

（9）警戒潮位：一种潮位阈值，当潮位达到这一阈值时，

沿岸可能出现险情，须进入戒备状态，预防潮灾的发生。 

（10）有效波高：将某一时段连续测得的波高序列从大到小

- 31 - 



排列，排序后取前 1/3个波高的平均值。又称 1/3 大波波高。 

（11）热带气旋：是指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气旋性环流，是

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台风或飓风的统称。 

（12）温带气旋：指中纬度西风带锋区上形成的天气尺度气

旋。 

（13）飑线：是指风向和风力发生剧烈变动的天气变化带，

即一条雷暴或积雨云带，沿着飑线可出现雷暴、暴雨、大风、冰

雹和龙卷等剧烈的天气现象。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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