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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青海省气候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红梅、祁门紫仪、胡亚男、余迪、张璐、李万志、李兴、白彦芳。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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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雪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雪灾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资料收集与处理、评估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雪灾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雪灾

冬、春季因降雪量大、气温低造成积雪持续不融化，致使家畜采食困难或不能采食、冻伤、等而发

生的不同程度的牲畜伤亡事件，并可能伴有牧民冻伤、交通阻塞、电力和通讯线路中断等灾害。

[来源：DB63/T 372—2018，3.5]

3.1　

降雪量

某一时段内，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固态降雪融化后，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平面上积累的深

度。以毫米（mm）为单位，取1位小数。

[来源：GB/T 40239—2021，3.1]

3.2　

日降雪量

一日内的累计降雪量。一日内通常指北京时08时至次日08时或20时至次日20时。

[来源：GB/T 40239—2021，3.2]

3.3　

连续降雪日数

出现连续日降雪量不小于0.1mm的累积日数。

[来源：GB/T 40239—2021，3.3]

3.4　

累计降雪量



DB63/ T XXXX—2023

2

连续降雪日数中日降雪量的累加值。

[来源：GB/T 40239—2021，3.5]

3.5　

积雪深度

积雪表面到下垫面的垂直深度。以厘米（cm）为单位，取整数。

[来源：GB/T 35229—2017，3.1]

3.6　

积雪日数

某一时段内，积雪深度大于0cm的日数累加值。

3.7　

最大积雪深度

某一时段内，日积雪深度的最大值。

3.8　

百分位数

将一组数据进行排序，并计算相应的累计百分位，某一百分位所对应数据的值即为这一百分位的百

分位数，计算方法见附录A。

[来源：QX/T 280-2015，2.2]

4　资料收集与处理

4.1　资料收集

4.1.1　气象资料

4.1.1.1　收集范围

评估区域内气象灾害年鉴、气象志、地方志及相关文献资料中的雪灾发生记录。

4.1.1.2　气象要素

发生雪灾时的累积降雪量、日最大降雪量、积雪日数、降雪日数、最大积雪深度、最低气温、日最

大风速等。

4.1.2　社会经济资料

由政府部门发布的市（州）、县（区）历年GDP，以万元为单位。

4.1.3　灾情资料

由政府部门发布的历史雪灾直接经济损失、牲畜死亡数量等资料。

4.2　资料处理



DB63/ T XXXX—2023

3

4.2.1　归一化处理

对雪灾的累计降雪量、积雪日数、最大积雪深度进行归一化处理，方法参见附录B。

5　评估方法

5.1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5.1.1　雪灾致灾因子指标选取

选取累计降雪量、积雪日数、最大积雪深度等因子作为雪灾致灾因子。

5.1.2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采用信息熵赋权法（见附录C），对归一化处理后的雪灾致灾因子分别赋予权重，加权相加后得到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H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H —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H1、H2、H3…… Hi — 归一化处理后的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标；

A1、A2、A3 …… Ai —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标对应的权重系数。

5.2　雪灾承灾体易损性评估

5.2.1　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标选取

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标包括暴露度指标和脆弱性指标。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包括人口密度、地均牲畜数量、地均GDP等因子，计算方法详见附录D.1；

——承灾体脆弱性指标包括人口受灾率、牲畜死亡率等，计算方法详见附录D.2。

5.2.2　单个承灾体易损性评估

针对不同雪灾承灾体，统计单元内的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数（B单），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B单 — 单个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数；

E — 归一化处理的暴露度指数；

V — 归一化处理的脆弱性指数。

注1：若脆弱性指标获取困难，则以暴露度指数代替易损性指数。

5.2.3　综合承灾体易损性评估

综合考虑各承灾体，统计单元内的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数（B综合），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B综合 — 综合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数；

E1、E2、E3…… Ei — 归一化处理的各暴露度指标；

ii HAHAHAHAH  332211

VEB 单

iii EVWEVWEVWEVWB  333222111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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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V2、V3…… Vi — 归一化处理的各脆弱性指标；

W1、W2、W3 …… Wi — 不同承灾体易损性指标对应的权重系数。权重系数通过信息熵赋权等方法

计算获得。

5.3　雪灾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针对不同雪灾承灾体或综合考虑各承灾体，统计单元内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H）和承灾体易损性

指数（B单/ B综合），雪灾风险指数（R）按公式（4）计算：

........................................(4)

式中：

R — 雪灾风险指数；

H — 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B — 单个或综合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数。

6　雪灾风险等级划分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针对不同承灾体，采用百分位数法，将雪灾风险等级划分为Ⅰ、Ⅱ、Ⅲ、Ⅳ、Ⅴ

级共5个等级，分别对应风险高、较高、中等、较低、低（表1），各级别颜色采用RGB值分类方法。

表1　雪灾风险评估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等级 级别 百分位范围 颜色RGB值 色带

Ⅰ 风险高 R ≥90% 255，0，0

II 风险较高 70%＜R ≤90% 255，126，0

III 风险中等 30%＜R ≤70% 255，250，0

IV 风险较低 10%＜R ≤30% 139，209，0

V 风险低 R ≤10% 56，168，0

B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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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百分位数法

百分位数计算公式如下：

把一组统计数据按其数值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并按数据个数100等分。在第P个分界点（成为百分

位点）上的数值，称为第P个百分位数（P=1,2,…,99）。在第P个分界点到第P+1个分界点之间的数据，

称为处于第P个百分位。

.............................(A.1)

或

.............................(A.2)

式中：

Pm — 第m个百分位数；

N — 总频次；

L — Pm所在组的下限；

U — Pm所在组的上限；

f — Pm所在组的次数；

Fh — 小于L的累积次数；

Fn — 大于U的累积次数；

i — 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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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归一化处理方法

归一化处理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归一化处理是将有量纲的数值经过变换，化为无量纲的数值，进而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

.............................(B.1)

对于个别程度越强，影响越小的指标，则按照不同的归一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B.2)

式中：

Dij — j 站（格）点第 i 个指标的归一化值；

Xij — j 站（格）点第 i 个指标值；

Ximin — 第 i 个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

Ximax — 第 i 个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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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信息熵赋权法

信息熵赋权法计算公式如下：

信息熵表示系统的有序程度。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信息熵赋权法可以客观的反映各评价指标的权

重。一个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则熵值越大，权重越小；反之，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则熵值越小，

权重越大。即对于一个评价指标，指标值之间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

果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

该评价体系是由m个指标n个对象构成的系统，首先计算第i项指标下第j个对象的指标值rij所占指标

比重Pij：

.......................(C.1)

由信息熵赋权法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值Si：

..............(C.2)

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权，确定该指标的客观权重ωi：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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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雪灾承灾体易损性指标计算

D.1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包括人口密度、地均牲畜数量、地均GDP等因子。

——人口密度：区域内总人口/区域土地面积

——地均牲畜数量：区域内总牲畜数量/区域土地面积

——地均GDP：区域内总GDP/区域土地面积

注2：人口数量、牲畜数量、GDP总值、土地面积的数据取自《青海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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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承灾体脆弱性指标

承灾体脆弱性指标包括人口受灾率、牲畜死亡率等。

——人口受灾率：受灾人数/行政区人口数

——牲畜死亡率：牲畜死亡数/年初存栏数

注3：受灾人数、牲畜死亡数、人口数量、牲畜年初存栏数的数据取自《青海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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