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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台风、暴雨、天文高潮等自然灾害以及损害

防汛设施的突发性事件，保证抢险救灾工作有序进行，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区域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

条例》、《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编制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的本区域的台风、暴雨、高潮等突发

性灾害性天气以及损害防汛设施等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 

（四）工作原则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即坚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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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按

照 “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

坚持“统一指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统筹兼

顾、以人为本；科学决策，快速反应，协同应对，果断处置；

抢险救灾，先人后物，专群结合，防救同步”的原则，通过

强化防汛责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努力将灾害的影响和

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5 

    二、概况 

（一）自然地理 

杨浦区地处上海市东北部，位于黄浦江的下游。东邻黄浦江，

南与浦东新区隔江相望；西界秦皇岛路、大连路、大连西路、

密云路、邯郸路、逸仙路与虹口区为邻；北界三门路、国权

北路、何家湾路、西机场河、军工路与宝山区接壤。区域总

面积 60.61平方公里，区域内道路共 228 条，总长度近 298.6

公里，其中主干道有周家嘴路、四平路、军工路、黄兴路、

中山北二路、闸殷路等１5 条，次干路 29条，支路 184条。

其中陆地面积为 55.64k ㎡，占 91.61%，水域面积为 5.09平

方公里，占 8.39%。区域内高程一般在 2.8m～5.5m之间，北

高南低，区内最高处在闸北电厂，平均高程为 5.5m;最低处在

惠民路（景星路－大连路），平均高程为 2.8m。目前全区常

住人口为 135万人，行政区域内有 11 个街道办事处、1 个镇，

下设 302 个居民委员会。 

（二）防汛防台风险分析 

我区处在东径 121°13′14″，北纬 31°15′42″的亚

热带南缘的太平洋季风区，雨量丰沛。年平均降雨量

1210.36mm，其中 6 月至 7 月的梅雨期平均降雨量为 263mm。

汛期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60%以上，一旦降雨相对集中，容易发

生内涝；每年影响我区的热带气旋平均有 2个，多发生在 7、

8、9 三个月；根据气象部门初步预测，今年汛期将呈现“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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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总量略少，影响台风强度强，高温日数偏多和强对流天气

偏强”的特点，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气象灾害偏重，对我区

的影响程度可能偏大。 

目前新江湾城部队规划区域（5.54k ㎡）市政排水系统正

在逐步建设和完善之中；军工路沿江一线市政排水管网仍不

完善；周家嘴、周塘浜、松潘泵站排水能力仅为(27mm/hr) “半

年一遇期”标准；其余市政排水泵站达到(36mm/hr) “一年

一遇期”的标准。 

黄浦江一线防汛墙虽然己基本达到“千年一遇”标准，

但运行年限大部分已超过 15年，一些岸段单位由于企业转制、

场地出租等带来的设施失管失养和个别有装卸作业的码头超

深度挖泥，已给安全度汛带来隐患。 

以五角场城市副中心商业区域相对集中的地下空间和全

区以小区地下车库为主的所有地下空间以及中山北二路、淞

沪路、中环复旦大学三座下立交在遇到突发性暴雨，管理上

稍有疏忽，容易造成积水。 

建设中的北横通道、轨道交通 18号线相关车站以及区域

内大型建筑工地会对所在区域内的排水管网带来影响；征收

基地范围内排水设施的养护和房屋的安全存在隐患。 

在历史上,我区由于防汛防台设施的建设滞后，先后 10

次遭到暴雨、热带气旋（台风）、高潮、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袭

击。如 1962 年 8月全区遭到特大潮灾，有一半区域受淹；1985

年 8 月、1989年 8 月、1991 年 8月、2011 年 8月、2015年 6

月、2016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先后遭到台风、暴雨、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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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侵袭，使定海地区、控江路以南老街坊、军工路沿线、五

角场地区遭受严重水灾；1997年 8 月又遭到“9711”号 “芸

妮”台风的影响，杨树浦港内河水位猛涨，给附近居民带来

灾难；2000 年 8月 31 日受“派比安”台风的影响，钱家浜水

位达到 5.9 米，原江湾机场土堤防汛墙发生江水漫溢，附近

单位遭受水淹，物品受损；黄浦江沿线一些结构较差的防汛

墙基础和密封性能较差的闸门发生严重渗漏水。2001 年“8.5”

连续 7天暴雨，造成了 6000户居民家中进水，38条马路积水；

2005 年 8月 6 日的“麦莎”台风，恰逢天文大潮，全区平均

雨量达 170mm，大武川地区雨量达 199mm，超过了 150mm 的特

大暴雨雨量。“三碰头”的出现造成我区 5000 多户民宅进水，

26 条道路积水，30 多家单位遭受水患，江湾机场因无排水设

施，造成严重积水。2007年 8 月二次 50年未遇的特大暴雨，

1 小时内降雨量超过 100mm，造成全区 29个居住区 2495户居

民家中不同程度进水、渗漏，18条道路积水。2011 年 8 月 12

日特大暴雨，1 小时降雨量超过 90mm，造成全区 25条段道路

积水，2235 户居民家中不同程度进水。2012 年 8月 8 日强台

风“海葵”临近并发布台风红色警报，区内最大降水量达到

150.7mm，黄浦江虬江水位一度达到 4.59 米的超警戒水位，

伴有 8-10级大风。全区 36条路段积水，1641户居民家中进

水，220棵树木倒伏，16处高空构筑物被强风刮落，4个街道

8 处居民小区共计 4506 户居民用电因树木倒伏导致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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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13”大暴雨来势快、雨势猛，全区大部分地区一

小时降雨量超“五年一遇”标准，杨树浦港泵闸监测点一小

时降雨量超 100mm，区内 21条道路共计 42个路段发生短时积

水，积水深度一度达到 25cm，28个小区近 200户居民家中不

同程度进水；“1323”号强台风“菲特”于 10 月上旬来袭，

期间预警信号一度升至红色。从防汛防台预警信号发布到解

除的约 70 小时内，共带来超过 300mm 降雨，全区 15 条道路

17 路段积水，1094 户居民家中不同程度进水；2015 年 6 月

17 日清晨，我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大武川地区降雨达到

206.0毫米，四平地区达到 202.0毫米，长白地区达到 193.5

毫米；2016 年 10 月 2 日凌晨，我区出现 2016年最强降雨，

大定海地区小时降雨达到 83.9毫米，松潘地区小时降雨达到

76.4毫米，杨树浦泵闸达到 65.5毫米；2017年 9月 24 日 18

时，我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民星北累计雨量达到 216毫米，

中原累计雨量达到 166.3 毫米，新江湾城内累计雨量达到

161.9毫米。 

防汛防台工作是汛期整个城市安全管理工作极为重要的

一环，直接关系市民生命安全和城市运行大局，一旦因丝毫

闪失造成城市运行上的问题，往往会产生放大效应、成为舆

情焦点、带来不良影响。 

（三）防汛防台设施 

黄浦江一线防汛墙全长达到 26.435km（以内河泵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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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防汛闸门 232座（长期关闭 57座）。其墙顶标高按照

“千年一遇标准”分别为：闸北发电厂至钱家浜以北 7.3 米，

钱家浜至虬江 7.2 米，虬江至定海桥 7.1 米，定海桥至秦皇

岛世博水门 7米。 

区域内有市级河道 3 条（黄浦江、杨树浦港、虬江），

区级河道 15 条；河道总长 58.27km,相应河道水域面积 5.6k

㎡,水面率 9.22%；以杨树浦港、虬江、东走马塘三条骨干河

道构成与黄浦江相连的河网水系，按照内河常水位 2m，警戒

水位 4m计算，杨树浦港、虬江、东走马塘（扣除复旦大学 2km

箱涵等因素）实际河道蓄水量分别是：2m常水位 53.17万 m
3
，

4m 一级保证水位 132.55 万 m
3
，4.4m 二级保证水位为 149.50

万 m
3
。内河现有防汛墙墙顶标高为 4.5-5m，总长度 67.44km，

防汛墙达到“50年一遇”的防御标准。 

全区市政排水管道总长 592.68km，其中雨水管道

340.13km、污水管道 141.53km，合流管长度共 111.022km。

区域内市政排水泵站 26 座，排水流量为 213.85 m
3
/s，自管

泵站 1 座（陆家浜）排水流量为 9.3 m
3
/s，合计排水流量为

223.15 m
3
/s。其中分别排向杨树浦港、虬江、东走马塘的有

20 座泵站（65台泵机），总装机量 162 m
3
/s，泄水范围 28.91k

㎡；按照内河 4.4m 的蓄水量，在暴雨期间排向内河的泵机全

部开足后，届时 20 座泵站泄水范围内按目前通用的径流系数

0.6（考虑绿地渗透、管道蓄纳容量）计算可基本上满足

33.6mm/h 的降雨量，略小于 36mm/h“一年一遇”的排水泵站

标准。另外还有杨树浦港、虬江、随塘河、嫩江河、新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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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4 座泵闸（不含原虬江泵闸），共计流量为 98m
3
/s,另有中

原、界泓浜、清水河、走马塘、老虬江等 5座水闸和节制闸。 

全区共有 5 条地铁线。已建成 4 条共 26 个站点，其中 4

号线有杨树浦路站、大连路站；8号线有市光路站、嫩江路站、

翔殷路站、黄兴公园站、延吉中路站、黄兴路站、江浦路站、

鞍山新村站、四平路站；10号线有国帆路站（建设中）、殷行

路站、殷高东路站、三门路站、江湾体育场站、五角场站、

国权路站、同济大学站、四平路站；12 号线有复兴岛站、爱

国路站、隆昌路站、宁国路站、江浦公园站、大连路站；在

建 1 条地铁 18号线共 8个站点，丹阳路站、平凉路站、江浦

公园站、江浦路站、抚顺路站、国权路站、复旦大学站、财

经大学站。 

   （四）重点防护对象 

2018年的防汛重点仍然是“三重一薄”： 

重大工程：轨道交通 10 号线 2 期、轨道交通 18 号线相

关车站、北横通道，周家嘴路越江隧道、江浦路越江隧道及

丹东、松潘、民星南排水系统等建设工地。 

重点区域：五角场城市副中心、滨江地区。 

重点部位：黄浦江一线防汛设施，道路下立交，地下空

间，虬江泵闸、杨树浦港泵闸、清水河泵闸。 

薄弱环节：征收基地，低洼易积水地区，高空构筑物、

户外广告牌、行道树等。 

三、 组织体系 

（一）区防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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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防汛指挥部是区政府领导下的防汛防台指挥决策机

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区防汛防台指挥、决策工作。 

区防汛指挥部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总指挥，区建设和

交通委主任任常务副总指挥；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办、区

建管委、区新闻办、区武装部、区公安分局、执勤三支队、

区绿化市容局、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分管领导任副总指挥；

区安监局、区民防办、区商务委、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区

卫计委、区财政局、区国资委、区规划土地局、区文化局、

区信息委、区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区城管执法局、五角场管

委办、区消防支队、区城投集团、区卫百辛集团分管领导为

指挥部成员。 

区防汛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区防汛指挥部指挥中心设在

惠民路 868号一楼内。 

   （二）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建管委（交通委）；汛期实施

应急响应时在区政府应急指挥中心（惠民路 868号一楼）。办

公室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汛防台工作的法规、政策和市防

汛指挥部各项要求、指令，及时上报并处理防汛防台工作中

出现的重大问题； 

2、负责区防汛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组织编制全区防汛防

台的总体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

案。并会同市水务局做好黄浦江一线和内河防汛设施的建设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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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组织、指导、检查、监督全区的防汛防台工作，

定期组织业务培训，指导全区各级防汛机构的能力建设，组

织开展动员、总结、先进表彰、资料汇编等工作； 

4、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预警和有关指令，迅速

开展各项应急响应。督促落实区级雨量、水位预测、预报和

通信、指挥等现代化系统的建设。组织相关力量，管理好市

级雨量、水位监测设施； 

5、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防汛防台抢险物资、抢险队伍、抢

险车辆、救护力量、安全保卫等保障工作。负责应急情况下

的物资调度使用； 

6、根据市防汛办考核和检查办法，做好对全区范围内各

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防汛防台的检查考核工作； 

7、承办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工作机构 

1、各街道（镇）建立防汛指挥部，防汛指挥部下设防汛

办公室。防汛办公室主任和防汛专管员由在职干部担任。 

2、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建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指

定相关部门负责防汛防台日常工作，并指派一名干部担任防

汛专管员。 

3、有防汛任务的单位建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指定相关

部门负责防汛防台日常工作，并指派一名干部担任防汛专管

员。 

4、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行政主要领

导是防汛防台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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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准备与预警 

（一）准备工作 

1、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和区政府、区

防汛指挥部领导的要求，切实从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程

准备、预案准备、物资准备、通信准备上做好各项工作。 

2、各街道（镇）、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防汛任

务的单位,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要求，负责编制《2017 年防汛

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防汛专

项预案》, 组织开展防汛防台工作检查，落实防汛专用车辆、

物资队伍等各项准备工作，消除安全度汛的各种隐患。 

（二）预警等级 

区防汛指挥部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和区政府领导的预警

令，依据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

分为四级：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

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三）专项预案的编制 

确保全区防汛安全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作，需要

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道（镇）恪尽职守、通力协作、

各负其责。全区应急抢险的专项预案，根据防汛工作“属地

化管理、以块为主、条条保证”的原则，分别由下列单位编

制，并报区防汛指挥部备案。 

1、区防汛办公室：负责编制《杨浦区大暴雨专项应急处

置预案》。 

2、各街道（镇）：根据所在辖区的实际情况，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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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行政区域内《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危房抢险和人

员撤离预案》、《低洼易积水地区应急排水和人员撤离方案》

等专项预案。 

3、区建管委：负责编制《杨浦区市政和水务、交通设施

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杨浦区建筑工地防汛防台专项应

急预案》、《杨浦区新江湾城地区安全度汛和防汛防台专项应

急预案》。 

4、区绿化市容局：负责编制《绿化抢险预案》、《应对暴

雨天气应急预案》、《户外灯光、广告安全度汛预案》、《应急

抢险用土储备和运输方案》。 

5、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负责编制《危旧房屋安全度

汛和应急抢险预案》、《住宅小区高空构筑物安全度汛预案》、

《易积水小区应急排水预案》、《征收基地安全度汛预案》、《住

宅小区绿化抢险预案》、《住宅小区地下空间防汛预案》。 

6、区规划土地局：负责编制《收购储备地块区域内安全

度汛和应急抢险预案》。 

    7、区民防办：负责牵头编制《杨浦区地下空间防汛专项

应急预案》、督促相关单位编制《地下商场、停车库应急排水

和人员撤离预案》。 

8、五角场街道：负责编制《五角场重点区域防汛防台专

项应急预案》；督促编制《五角场广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

案》；督促编制《创智天地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 

9、区安监局：负责编制《杨浦区危险化学品防汛应急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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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责任部门在编制上述专项预案中，应明确相关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明确应急抢险队伍、物资、机械等各项保障措

施，并列表说明。 

五、 应急保障 

（一）信息与通讯保障 

在防汛期间，区科委应确保 24小时防汛信息畅通，一旦

发生线路中断，在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修的同时优先确保防

汛线路畅通。 

区防汛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基本建成，区各相关部门要

确保“三级视频会议”、800兆对讲机使用性能良好。 

   （二）抢险与救援保障 

1、黄浦江和内河防汛设施：一旦黄浦江沿线防汛设施发

生险情后，区建管委迅速会同岸段责任单位在实施应急处置

同时报市泵闸（设施）管理处组织应急抢险；内河的防汛设

施发生险情后，区建管委应迅速会同岸段责任单位和区相关

管理部门组织应急抢险。 

2、低洼易积水地区排水：低洼易积水居住小区遭受暴雨

时的应急排水由所在地的街道(镇) 负责牵头，组织区相关职

能部门和辖区内相关部门紧急排水；低洼易积水路段遭受暴

雨时的应急排水由杨浦区市政和水务管理事务中心会同杨浦

市政养护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组织紧急排水，严重时上报区防

汛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杨浦区应对大暴雨专项应急预案》。 

3、抢险队伍准备：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委托区武装部、

武警八支队、市堤防（泵闸）设施处组建区级防汛抢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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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镇) 防汛指挥部、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辖区

和系统内的情况分别组建应急防汛抢险队伍；其它有防汛防

台任务的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组织 10-50 人防汛抢险队

伍。 

4、抢险物资分级储备：全区抢险物资分三级储备：区防

汛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市堤防（泵闸）设施处储备黄浦江防汛

设施应急抢险物资，会同区绿化市容局、区国资委、区商务

委、市堤防处分别储备全区防汛物资；各街道(镇) 防汛指挥

部储备街道(镇)一级防汛物资；其余有防汛任务的单位储备

黄沙、草包、临泵、电线等防汛物资。遇到重大汛情、灾情，

全区三级储备的物资由区防汛指挥部统一调配，装卸、运输

由各储备的主管部门负责。 

5、抢险命令：区防汛指挥部按照《上海市台风、暴雨红

色预警信号发布与解除规则》的要求，根据灾情情况，通过

电话、传真、短信等发布抢险命令。在灾情紧急情况下，各

街道（镇）现场指挥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下达抢险命令，

并迅速报告区防汛指挥部。 

（三）专业保障 

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第四章防汛抢险的相关要求，

有下列单位提供专业保障。 

1、区武装部：负责组织不少于 200 名民兵预备役队伍，

随时执行区防汛指挥部下达的抢险任务。灾情紧急时，根据

区防汛指挥部的要求，负责协调驻区部队增派官兵参加抢险

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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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警八支队：发布红色预警和杨浦区遭受特大灾害时，

负责组织不少于 50 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待命和参与抢险救灾。 

3、区建管委：负责全区防汛设施、市政设施的管理；在

紧急防汛期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区政府的指令会同区交警支

队、兰州路海事局做好对陆地和水面的交通组织工作；按照

应对暴雨道路积水应急抢险的要求，做好暴雨期间的量放水

工作；组织实施“专项预案”的各项工作。 

    4、杨浦交警支队：按照《关于加强本市道路下立交设施

防汛防台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配合区建交委做好台风、

暴雨期间道路、下立交临时封交等交通组织工作，确保防汛

应急抢险人员、物资、车辆的优先通行。对灾害造成交通信

号设施的损坏应及时上报市局交警总队组织抢修，确保交通

信号设施的安全运行。 

    5、杨浦消防支队：根据灾情和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及

时向市消防局申请调用消防车辆，协助做好低洼易积水地区

和重要单位应急排水任务。 

6、区教育局：按照《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实施

意见》，落实学校停课，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负责配合相关

街道（镇）做好应急疏散人员到中小学临时避险的安置工作。 

7、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负责全区公房地区排水管网

疏通养护；组织实施“专项预案”的各项工作。 

8、区民防办：按照地下空间防汛抢险的要求，负责民防

工程、地下空间的安全度汛；发布预警后，配合区防汛指挥

中心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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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绿化市容局：按照应对暴雨道路积水应急抢险的要

求，做好暴雨期间全区道路进水口的清扫；组织实施“专项

预案”的各项工作。 

9、区国资委：负责区属直管国有企业安全度汛的监督管

理工作，指导和督促下属企事业单位制定和完善防汛应急预

案、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做好汛期应急抢险工作；对其

中承担区级防汛职能的企业，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相关设备

设施、应急抢险队伍的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市政排水管网、

绿化养护达到度汛要求。 

10、区规划土地局：负责落实区级防汛应急抢险用土的

储备地点。 

11、区卫百辛集团：负责全区危险房屋应急抢修工作；

负责做好公房低洼易积水地区排水管网的养护工作。 

   （四）人员转移保障 

1、危险房屋居住人员、建筑工地临时工棚居住人员、紧

靠防汛薄弱段居住人员以及严重低洼易积水地区多的居住人

员分别由各街道（镇）牵头，会同区房管局、区教育局等相

关单位，根据预警要求，组织临时转移，并做好安置工作。 

    2、居住在地下空间的人员，由相关街道（镇）牵头，会

同区民防办等相关责任单位，组织转移，并做好安置工作。 

对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劝导仍拒绝撤离的人员，各

街道（镇）应迅速报区防汛指挥部，由区防汛指挥部报区政

府实施强制性撤离。在组织人员安全撤离（转移）时，应体

现 “关注民生、生活有序”，尽最大努力保证安置点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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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稳定。 

（五）治安与医疗保障 

1、杨浦公安分局：负责受灾地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

组织实施地面交通管制，帮助疏散救助群众、做好现场控制、

维护公共秩序等工作。 

2、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全区防汛防台工作所授权的有关

执法任务,配合街道（镇）、区属有关部门做好防汛抢险以及

救灾救援工作,协助公安部门维护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 

3、区卫计委：成立区、街道（社区）二级医疗救护队伍，

落实相应医疗救护药品、器材，灾情发生时组织实施卫生防

疫及医疗救护工作。 

（六）物资与资金保障 

1、区商务委：负责全区基本生活用品和重要生活必需品

以及应急抢险物资的储备和供应；配合国资委做好商贸服务

业相关单位的防汛防台和应急抢险工作；协助区绿化市容局

做好店招店牌的管理工作。 

2、区财政局：负责防汛防台相关项目的经费安排；落

实防汛设施日常运行管理经费；筹措安排防汛应急抢险所需

资金；管理和监督防汛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 

（七）社会动员保障 

区新闻办负责与《杨浦时报》、杨浦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

体的防汛抗台宣传联络工作，指导居民在汛期做好避险自救；

及时发现、收集、整理、宣传防汛抗灾中的典型事例，弘扬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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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急响应 

   （一）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1、进入汛期，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

以及有防汛防台任务的单位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

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根据预警要求和灾情情况

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2、遭受暴雨、台风、高潮等灾害袭击以及发生损害防汛

设施的突发性事件，根据影响程度和范围，由区防汛指挥部

统一发布应急响应指令。灾情特别严重时，由区长组织指挥

全区抗灾抢险工作。 

3、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全区突发性自然灾害和防汛

防台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工作；各街道（镇）防

汛指挥部负责行政区域内突发性自然灾害和防汛防台突发性

事件的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工作。灾情严重时报请区防汛指挥

部直接指挥；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承担的管理

职能，在区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实施应急抢险工作。 

4、和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

位在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时，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报

告灾情、险情以及有关工作情况。 

   （二） 应急响应分级与行动 

1、 Ⅳ级响应（蓝色或黄色预警） 

1.1．Ⅳ级响应标准 

当上海市气象台、市防汛信息中心发布台风、暴雨、潮

位蓝色（或黄色）预警信号，我区受灾害影响，出现低洼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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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地区居民家中进水等灾情，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Ⅳ

级响应指令，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在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的

同时视情况向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

发出区级汛情信息，组织实施Ⅳ级应急响应。 

1.2. Ⅳ级响应行动 

（1）.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区防汛办

负责人组织会商，加强对汛情的监测和防汛工作的指导。有

关情况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2）.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

各成员单位负责人进入岗位，加强汛情监测，密切关注汛情

变化，视情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和受灾救助工作。有关情况及

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3）.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相关预案和区防汛办

的要求，协助各街道镇实施各项防汛抢险应急处置工作。 

1.3．实施Ⅳ级响应防御要求 

（1）.各级防汛部门和有关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

视汛情和灾情，落实应对措施。 

（2）.提醒市民注意收听、收看有关媒体报道，及时掌

握预警信息，妥善处置易受风雨影响的室外物品。 

（3）.各防汛排水泵站加强值守，适时进行预排空；排

水单位量放水人员进岗到位，加强雨中路面巡视，及时抢排

道路积水；移动泵车做好抢排准备。 

（4）.市容环卫清扫人员立即上岗，加强路边进水口垃

圾清捞，确保排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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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洼、易受淹地区做好排水防涝工作。 

（6）.沿江单位及时关闭各类挡潮闸门。 

（7）.高空、水上等户外作业人员采取有效防御措施，

必要时加固或拆除户外装置。 

（8）.绿化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对风口、路口及易倒伏

的行道树进行修剪、绑扎、加固等。 

（9）.市政部门检查加固道路指示标志，落实下立交等

重点部位的防积水和紧急排水措施。 

（10）.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准备状态，组织巡检，

一旦受灾，应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

抢修等工作。 

2、Ⅲ级响应（蓝色或黄色或橙色预警） 

2.1. Ⅲ级响应标准 

当上海市气象台、市防汛信息中心发布台风、暴雨、潮

位黄色（蓝色或橙色）预警信号，我区受灾害影响，出现低

洼易积水地区有较多居民家中进水、部分道路积水、房屋倒

塌等灾情，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Ⅲ级响应指令，区防汛

指挥部办公室在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的同时向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和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发出区级汛情信息，组织实

施Ⅲ级级应急响应。 

2.2.Ⅲ级响应行动 

（1）.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区防汛指

挥部副总指挥组织会商，加强对汛情的监测和防汛工作的指

导，提出专项工作要求。有关情况及时向区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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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

各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领导进入指挥岗位，加强汛情监测，

掌握汛情变化，做好人员撤离的准备，必要时组织撤离，组

织开展防汛抢险和受灾救助工作。有关情况及时向区防汛指

挥部报告。 

（3）.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相关预案和职责分工，

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并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协助

各街道镇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4）.全区各级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值班状态；防汛抢险

物资储运单位做好随时调运的准备。 

（5）.驻军部队、武警上海市总队第八支队、杨浦消防

支队做好参加防汛抢险准备。 

（6）.及时播报有关预警信息，加强防汛防台知识宣传。 

2.3．实施Ⅲ级响应防御要求 

（1）.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启动相关预案，做好防

汛防台各项准备。 

（2）.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及时播发有关预警信息和防

汛防台提示。 

（3）.提醒市民尽可能减少外出，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避

险。 

（4）. 预降内河水位，防汛排水泵站转入暴雨模式运行。 

（5）.各排水单位量放水人员进岗到位，加强雨中路面

巡视，及时抢排道路积水；移动泵车在各易积水点驻点值守，

应急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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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容环卫清扫人员提前进行道路排水口清洁工作，

并做好降雨过程中的疏排水工作。 

（7）.消防部门加强备勤力量，做好紧急排水准备。 

（8）.加固户外装置，拆除不安全装置；对高空、水上

等户外作业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可暂停作业。  

（9）.做好危棚简屋、工地临房等相关人员的撤离准备。 

（10）.绿化、房管、路政等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对风口、

路口、新建绿地以及易倒伏的高大树木等进行修剪、绑扎、

加固等。 

（11）.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值班状态，及时组织巡

检，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

作。 

3、Ⅱ级响应（橙色或黄色或红色预警） 

3.1.Ⅱ级响应标准  

当上海市气象台、市防汛信息中心发布台风、暴雨、潮

位橙色（黄色或红色）预警信号，我区受灾害影响，出现低

洼易积水地区大部份居家民中进水；房屋倒塌、道路积水较

为严重等灾情，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Ⅱ级响应指令，区

防汛指挥部向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及相关

单位发出区级汛情信息，组织实施Ⅱ级应急响应。 

3.2.Ⅱ级响应行动 

（1）.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区防汛指

挥部总指挥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安排，加强对汛情的监

测和防汛工作的指导，并将情况上报区政府主要领导。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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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召开紧急会议，作出防汛防台应急部署。 

（2）.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

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责任人进入指挥岗位，加强汛情全时

监测，严密掌握汛情变化，组织开展防汛抢险、人员撤离和

受灾救助工作。有关情况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3）.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相关预案和职责分工，

由主管领导负责组织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并根据区防汛

指挥部的指令，协助各街道镇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

工作。 

（4）.全区各级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处置状态；防汛抢险

物资储运单位做好随时调运的准备。 

（5）. 驻军部队、武警上海市总队第八支队、杨浦消防

支队做好参加防汛抢险准备。 

（6）.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管理单位等及时播发和随时

插播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 

3.3．实施Ⅱ级响应防御要求 

（1）.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各街道镇按照区防汛指

挥部的统一部署，抓紧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2）.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滚动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和防

汛防台提示。 

（3）.提醒市民尽可能留在室内，关门、关窗、收物，

防止高空坠物伤人，注意收听收看媒体发布的有关预警信息

和防汛防台提示；一旦室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4）.各排水单位量放水人员坚守岗位，移动泵车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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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抢排准备。 

（5）.市容环卫清扫人员提前上岗，确保路边进水口排

水通畅。 

（6）.消防官兵全部上岗待命。 

（7）.建设工地按照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

暂停施工，并落实相关措施，尤其对塔吊、脚手架等建设设

施进行加固或拆除。 

（8）.室外各类作业人员和工地临房、危棚简屋内人员

按预案撤离，转移至指定安全地带。 

（9）.所有在航船舶按规定进入防（抗）台风状态。 

（10）.交警、绿化市容等管理部门及时处置对市民人身

和交通安全等具有较大危害的树木。 

（11）.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护力量和设备。 

（12）.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处置状态，迅速组织巡

检，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

作。 

4、Ⅰ级响应（红色或橙色预警） 

4.1、Ⅰ级响应标准 

当上海市气象台、市防汛信息中心发布台风、暴雨、潮

位红色（或橙色）预警信号，我区受灾害影响，出现低洼易

积水地区大范围居民家中进水、房屋倒塌、黄浦江或内河防

汛墙出现较为严重的险情、地下空间及地铁部分区段严重积

水、道路大面积积水等严重灾情，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

Ⅰ级响应指令，区防汛指挥部报请区人民政府同意，向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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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及相关单位发出区

级汛情信息，组织实施Ⅰ级应急响应。 

4.2. Ⅰ级响应行动 

（1）.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区政府主

要领导到岗主持会商，区防汛指挥部指挥及相关成员参加，

作出防汛防台紧急部署，加强工作指导，动员全区军民全力

抗灾抢险；按照《上海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规范》和有关规

定，向市防汛指挥部及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2）.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

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和防汛责任人进入防汛防台抢险指挥岗

位，迅速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抢险措施，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

险情，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进入指挥岗位，

组织指挥本系统、本行业全力投入防汛防台抢险工作，确保

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4）.全区各级抢险队伍进入应急抢险状态；各应急物

资保障单位为防汛防台工作提供全力保障。 

（5）.驻军部队、武警上海市总队第八支队、杨浦消防

支队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执行抢险救灾任务。 

（6）.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管理单位等及时播发和随时

插播有关预警信息、安全提示。 

4.3．实施Ⅰ级响应防御要求 

（1）.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随时插播有关预警信息、防

汛防台提示和紧急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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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民根据防汛防台提示，进一步检查落实自我防

范措施。 

（3）.中小学校（含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幼托园

所和有关单位根据预案规定，实施停课或其它措施。 

（4）.除政府机关和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外，

其他单位视情决定是否停产、停工、停业。 

（5）.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作战状态，全力组织排

险，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

作。 

七、后期处置 

（一）灾后救助 

灾后，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应组织力量，全面收集、

清理和处置受灾地区的污染物，开展灾情核定、征用物资补

偿、重建能力、可利用资源等评估工作。 

区民政局会同各街道（镇）民政部门负责受灾群众生活

救助，及时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

众临时生活安排和救济补偿工作。 

（二）抢险物资补充 

各有关单位在抢险过程中使用的抢险物资应当及时统

计、足额补充并报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三）灾害毁坏工程修复 

因灾害毁坏的防汛设施、市政设施、铁路、供电、通信、

供油、供气、供水、房屋、民防工程、跨河管线等设施，分

别由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修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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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工作在区政府的领导下，由各相关部门组织实

施，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 

（五）调查与总结 

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及各

有关单位应当认真总结防汛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工

作策略，不断提升防汛抗灾能力。 

（六）、信息报送  

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全区各级防汛组织要密切注

意辖区内、系统内的雨情、水情、汛情、灾情、工情，对已

经或可能出现灾情、险情的情况，要严格按照“首报、续报

和终报”要求，书面报告区防汛指挥部。当出现 II 级（橙色）

防汛预警时，必须每 2小时向区防汛指挥部书面报告。 

汛情及防汛动态等由区防汛指挥部审核后上报；涉及灾

情的由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区民政局会审后上报。 

（七）、应急结束 

汛情、灾情结束后，区防汛指挥部根据市防汛指挥部解

除预警的指令，宣布进入常态值班。 

八、 监督管理 

（一）培训 

1、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区、街道二级防汛指挥部统

一组织培训（每年汛前至少组织一次）。 

2、培训应采取多种形式，集中培训以防汛准备、应急指

挥、综合协调等作为主要内容，以提高防汛干部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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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和提升指挥、处置突发灾情、险情的能力。 

（二）演习 

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的要

求，组织开展专业性、综合性、以查带演等形式的防汛应急

演练。各街道（镇）防汛指挥部、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和

有关单位，应创造条件组织相应的应对突发性灾害及事件的

专项演练，切实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三）奖惩 

对防汛抢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区防汛

指挥部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表彰。 

对防汛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汛条例》、《上海市防汛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

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预案管理 

1、本预案由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编制解释，经区政

府审定后报市防汛指挥部备案。 

2、本预案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随着

机构调整或防汛形式的变化，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3、本预案经区政府审定批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