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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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上海同济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州

市规划设计院、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

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兵、陈胜、戴慎志、刘婷婷、高晓昱、王伟、袁艺、罗翔、李红、黄刚、

王波、王江波、汤宇卿、张尚武、王新哲、周玉斌、裴新生、黄文昌、田涛、谭庆俭、沈澍、徐涞、

董贤东、郭兆敏、刘振明、蓝春、磨建功、金伟、龚洁、李连盼、赵飞、刘传正、汪明、张英喆、冯

浩、李明、许翔健、刘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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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筹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增强国土空间韧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各类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风险和挑战，适应城乡发展和灾害治理的需要，指导和规范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特制

定本文件。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包含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

灾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

划聚焦于国土空间涉及安全防灾相关的用地、空间和设施布局等关键要素，以及针对这些关键要素的

规划管控。 

本文件将发挥下列作用： 

1. 明确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规划原则、工作要求、工作流程、规划期限、规划层级传导、规

划衔接与空间协调、规划任务与内容、规划编制要点，以及规划成果与应用等，指导和规范各级各类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并为相关规划成果的审查提供依据。 

2. 明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主要内容和规划成果，指导和规范该内容的编制

工作，保障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常实施。 

3. 明确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和规划成果，指导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编

制工作。 

4. 省、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是国土空间支撑体系中防灾安全的关键层级，也是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规划的核心层级。本文件特设置附录A《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指南》、附录B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指南》，用于指导和规范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省、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各省、市、县可根据当地实

际，在本文件基础上充实和完善，形成适应当地实际的规划成果。 

  



TD/T XXXXX—XXXX 

5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的总体原则，规定了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规划编制

类型，以及规划编制工作流程，明确了规划编制内容要点和成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级、市（各类地级市级行政辖区，下同）级、县

（各类县级行政辖区，下同）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乡镇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详

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6376-2010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GB/T 28921-2012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GB/T 51327-2018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of territorial space 

为建立健全国土空间防灾体系，开展综合防灾部署所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防灾规划。 

[来源：GB/T 51327-2018，2.0.2，有修改] 

注：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范畴包含避灾、防灾、减灾、救灾等主要规划内容。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

主要目的是，对主要灾害危险源空间分布及其影响范围作出现状评估和规划预判，针对主要灾害确定防

灾规划目标和防灾标准，对各类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进行空间布局，通过对主要灾害的避让、隔离、缓

冲、防护以及应急疏散救援等空间规划措施，提升全域综合防灾能力。 

3.2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isk identification or assess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通过对既有资料的分析，并运用相应技术方法，综合判断和识别影响国土空间安全的主要灾害类

型，判断灾害的风险程度。 

3.3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 disaster risk area of territorial space 

根据单灾种灾害风险评估或多灾种综合灾害风险判识（或评估）成果而划设的不同灾害风险等级

的国土空间。 

注：包括地质灾害风险区、地震灾害风险区、洪涝灾害风险区等。 

3.4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 disaster mitigation governance line of territorial space 

http://www.baidu.com/link?url=rX_pPetF6ueAvIdezbFU-wWMFzDXFFE0-7sfF1PHyae_9VXcPWGyhht88-R2ij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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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中，为防范国土空间的灾害风险和保障国土空间安全而划设的灾害风险

管控范围线。 

3.5  

国土空间灾害防治 disaster control of territorial space 

针对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划定灾害防治区，采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工程防治等多种措施，防护

和整治灾害危险源，减少灾害危险源数量、消除灾害风险或缩减灾害风险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的国土

空间治理工作。 

3.6  

防灾空间 disaster-prevention area 

容纳灾害或隔离灾害危险源，或具有一定防灾功能的空间或区域。 

3.7  

防灾设施 disaster-prevention facilities 

具有灾害监测预警、灾害防御、应急服务和应急保障功能的各类设施。 

[来源：GB/T 51327-2018，2.0.9，有修改] 

3.8  

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territorial spatial safety patter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对灾害危险源和灾害风险区提出避让、隔离、缓冲、防护等规划要求，形成

有利于国土空间安全的总体空间格局。 

注：包括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区域重大防灾空间和区域关键性防灾设施等要素。 

4 总则 

4.1 规划目的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对标国内外先进理念与水平，构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综合布局防

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制定国土空间防灾安全管控规定，防范和化解重大灾害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2 总体原则 

4.2.1 人民至上 

坚持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守防

灾安全底线，统筹全域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的综合防灾，构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合

理布局和管控农业、生态和城镇三大空间中的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统筹陆海域防灾、减灾和救

灾，保障海洋、海岛和海岸带的国土空间防灾安全；统筹区域综合防灾减灾，共同防御重大灾害，合

理协调省际、市际、县际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的空间布局。 

4.2.2 系统防御 

建设韧性城市，全面系统地制定地面、地上、地下空间的灾害防御策略，形成城镇空间的系统灾

害防御体系，保障各类城镇地下空间的自身安全，增强城镇地下空间的防灾功能，强化人防功能，注

重平战结合，充分发挥地下空间对城市安全的防灾效能。 

4.2.3 联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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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涉及众多灾害管理部门，规划在科学的分析研判基础上，采取政

府统筹、多部门联合、公众参与编制的工作模式，通过多方协商达成对主要灾害风险和防灾安全核心

问题的共识，统筹协调各类各级防灾减灾规划，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联动协同效能。 

注： 公众参与编制不包含规划中的涉密内容。 

4.2.4 平灾结合 

坚持国土空间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各类防灾空间的复合利用，对各类防灾设施进行多灾种功能综

合利用，保障和提升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的平时常态化社会公共服务使用功能；增强城市公共设施和

基础设施的防灾功能，提高城市综合防灾效能，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2.5 管控传导 

注重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可操作性，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中

防灾规划目标和防灾标准的有效衔接，针对各类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制定规划管控规定，实现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和实施。 

4.3 规划编制类型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包含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

灾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 

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是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支撑系统规划内

容；同时，各地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宜同期开展本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编制

研究，支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各级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是详细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的上位规划依据。 

都市圈、城镇密集区等重要区域或滨江（海）区域、河湖流域、化工园区、森林草原火灾高风险

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等特定区域宜编制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城市中心城区宜编制综合防灾专项规划。

各级国土空间的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应包含防灾规划内容。 

4.4 工作流程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工作流程包括确定规划层级和类型、前期研究、规划编制、编制成果和汇

交成果等（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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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工作流程图 

4.5 规划期限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期限应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期限一致；近期规划期限应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限相衔接。 

5 规划层级传导 

5.1 传导要点 

在省、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中，通过明确强制性条文和原则性要求等方式，将各级国

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中的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灾害风险区、灾害风险控制线、防灾空间布局和

防灾设施配置等要求进行上下衔接和传导落实。 

5.2 传导落实 

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要对上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要求进行具体落实。落实的途

径包括用地布置、深化优化、评估完善等，做到目标落实、标准落实、空间落实和政策落实。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规划传导关系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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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传导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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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衔接与空间协调 

6.1 规划衔接 

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对本级各单灾种防灾专项规划（如抗震防灾专项规划、消防救援专项规

划、人防专项规划、防洪（潮）专项规划、防涝专项规划、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等）进行统筹和协调，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各类防灾规划的主要防灾空间、重要防灾设施和灾害防治项目布局，并根据实际

需要研究灾害链对国土空间的影响。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内容应充分衔接并融入相关专项系统规划中，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海绵城市规划、地下空间规划、蓝绿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规划、韧

性城市规划以及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等，从而提升各专项系统规划的综合防灾效能，实现各系

统的平灾功能应急转换，增强国土空间整体韧性。 

6.2 空间协调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应充分考虑与国土空间其他各系统进行空间、用地和设施的空间协调，

对国土空间其他各系统提出平灾兼容的要求，确保灾时空间和设施的平灾转换。如农业空间、生态空间

和城镇空间与防灾功能空间兼容，城镇开发边界内留白用地的应急功能预留，其他各系统设施的应急功

能转换等。 

7 规划任务与内容 

7.1 通则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是对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落实，指导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

的编制，侧重协调性。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

本行政区域开发保护做出具体的防灾规划安排，侧重实施性。 

乡镇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应落实上级规划的各类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制定其国土空间

防护和规划管控规定，提出国土空间灾害防治措施。 

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应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类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明确规划建设区域

内各类防灾空间的具体界线和防灾设施的用地范围，制定相关空间的用途管制规定，确保建设场地、

地下空间、道路、工程管线等避让灾害危险源，并根据规划需要进行规划场地的防灾减灾规划设计。 

7.2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任务与内容 

落实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判识省域主要灾害风险，确定省域主要灾害类型；划设国土空间灾

害风险区，协调省际和统筹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确定全省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主要灾害防灾标

准；构建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衔接跨省际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布局省级及以上防灾空间和

重要防灾设施；提出省域国土空间重大灾害的防治原则和规划管控规定；对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

灾规划提出传导要求和规划引导。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

规划的具体规划内容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7.3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任务与内容 

细化落实上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要求，判识市、县域主要灾害风险，确定市、县域国

土空间主要灾害类型；划设市、县域国土空间主要灾害风险区和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确定市、县域

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防灾标准；构建市、县域防灾安全空间格局；衔接跨市、县际防灾空间和防灾设

施，规划布局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重要防灾设施和国土空间灾害防治项目；制定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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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防灾设施和国土空间灾害防治项目的管控规定；对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乡镇级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规划提出传导要求和规划引导。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市、县级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具体规划内容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8 规划编制要点 

8.1 前期研究 

8.1.1 收集既有相关成果 

既有相关成果是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的基础依据。既有相关成果通常包括：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全域各类灾害历史资料、各类灾害风险评估和防灾规划成果、各类灾害风险区和

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划设成果、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研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以下简称“双评价”）“灾害风险评估”成果等。 

8.1.2 分析和汇总既有相关成果 

对既有相关成果的分析和汇总要点如下： 

a) 将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作为摸清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底数和判识国土空间灾害综合风险

的首要依据； 

b) 根据全域各类灾害历史资料、各类灾害风险评估成果以及“双评价”“灾害风险评估”结论，

系统分析影响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重大灾害风险，并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灾害链分析； 

c) 汇总各类灾害的防灾规划成果、各类灾害风险区和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划设成果，作为国土

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基础依据。 

8.2 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对国土空间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易损性作出综合判断，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风险和挑战，确定国土空间主要灾害类型，判断灾害的风险程度。识别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重要

区域（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城镇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城镇密集区、主要江河湖流域、海岸带和

岛屿群、生态功能区和重要农业功能区等地区，或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中心城区）的灾害

风险。 

8.3 制定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与防灾规划策略 

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战略和防灾目标，制定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主要灾害防灾标

准，提出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重要区域的防灾规划策略。 

8.4 构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针对国土空间主要灾害类型，基于单灾种灾害管理部门提供的单灾种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

控制线成果，统筹协调划设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划设各类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国土空间

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划设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b) 结合“双评价”和国土空间“三区三线”成果，提出全域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尤其是城镇

空间针对主要灾害的避让、隔离、缓冲、防护等规划要求； 

c) 明确全域重大防灾空间和区域关键性防灾设施的结构性分布要求，构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

局。 

 



TD/T XXXXX—XXXX 

12 

 

8.5 规划布局防灾空间、防灾设施和灾害防治项目 

防灾空间、防灾设施和灾害防治项目的规划布局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在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构建基础上，深化细化全域重大防灾空间和区域关键性防灾设施的

布局，在全域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重要区域布局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b) 结合国土空间灾害危险源分布和灾害危险性程度，布局主要灾害防治项目，提出防治对策和

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将重大灾害防治项目纳入国土空间重点项目库中。 

8.6 防灾空间、防灾设施和灾害风险控制线规划管控与平灾结合规划导引 

防灾空间、防灾设施和灾害风险控制线规划管控与平灾结合规划导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明确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范围内的规划管控规定； 

b) 制定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的规划管控规定； 

c) 制定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平灾结合规划导引。在灾害多发地区研究城镇留白用地、战略预留

区作为避险搬迁用地的应急功能转换机制。 

9 规划成果 

9.1 编制成果 

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成果应满足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成果

要求；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是国土空间的防灾减灾领域专项规划，其编制成果应满足专项

规划成果要求。其中，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具体

规划内容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和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

防灾专项规划的具体规划内容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图件、规划附件，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等。图件包括现状图、分析图、规划图等；规划附件包含规划编制说明、研究报告、基

础资料汇编等。 

9.2 汇交成果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前期研究汇总的既有成果应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 

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成果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中，批复

后的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在编制中应加强与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在空间、用地和设施方面的

衔接与规划管控协调，批复后的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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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指南 

A.1 一般规定 

A.1.1 规划目标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摸清省域灾害风险底数，确定省域防灾安全战略目标和规划策略，科

学设定省域主要灾害防灾标准，建构和优化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明确国土空间防灾安全管控规

定，健全省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体系，落实国家和省际国土空间的安全要求，降低省域重大灾害风险，

增强省域国土空间韧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支撑全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A.1.2 规划原则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科学预判，全面防御。充分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注重对主要灾害和新型灾害的分析研判，

在国土空间范畴预控防灾空间，制定综合防灾对策，协调相关灾种灾害管理部门，共同防御影

响国土空间安全的重大灾害； 

b) 省际协调，全省统筹。针对省际和省域重大灾害危险源分布，根据重大灾害发生演化情景，建

立系统联通、管控衔接的省域和省际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完善跨部门、跨省域重要防灾空

间和防灾设施的整体布局； 

c) 合理设防，有效传导。落实国家防灾安全战略和安全底线要求，明确全省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

主要灾害防灾标准，提出省域重要区域综合防灾规划策略，布局省级主要防灾空间、重要防灾

设施和灾害防治项目，整体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明确对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

要求。 

A.2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 

A.2.1 规划内容 

A.2.1.1 进行省域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灾害链分析，识别出影响省域国土空间安全的主要灾害类

型，判断灾害风险程度，识别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重要区域（如城镇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城镇

密集区、主要江河湖流域、海岸带和岛屿群、生态功能区和重要农业功能区等）的灾害风险。 

A.2.1.2 确定省域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主要灾害防灾标准 

明确省域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对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重要区域提出综合防灾规划策略；确定省域

主要灾害的防灾标准。 

省域主要灾害类型有：水旱灾害（洪（潮）涝、山洪、干旱等）、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寒潮、

大风、冰雹、雪灾、冰冻、低（高）温、雷电、沙尘暴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海洋灾害（风暴潮、海冰、海浪、海啸、海平面上升等）、

生物灾害（病虫害、疫病、草害等）、森林和草原火灾（森林火灾、草原火灾）、重大危险源（核设施、

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等尾矿库等）、空袭等。 

注 1：各类灾害名称按 GB/T 26376-2010、GB/T 28921-2012 和 GB/T51327-2018 执行。 

注 2：各地根据本省情况可增减规划涉及的主要灾害类型。  

A.2.1.3 构建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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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省域国土空间主要灾害类型和单灾种灾害管理部门提供的单灾种灾害风险评估、单灾种

灾害风险区划等成果等，明确省域重大灾害危险源的空间分布； 

b) 统筹协调和划设省域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 

c) 根据省域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综合防灾规划策略，提出省域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

避让主要灾害风险区的规划要求； 

d) 明确省域重大防灾空间和区域关键性防灾设施的分布原则和结构性分布，构建省域国土空间

防灾安全格局。 

A.2.1.4 规划布局省级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确定省级及以上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和规划布局要求，明确防灾空间的防灾标准和防护措施。主要

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A.1，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表A.1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的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 

防灾空间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位置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 √  

蓄滞洪区 √ √ 

河湖水域（骨干防洪河道） √  

注 1：定标准即明确防灾空间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或设置标准等。 

注 2：定位置即明确划设防灾空间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根据省域主要灾害的防灾标准和省级“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规划布局省级及以上主要灾害防御设

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等，规划落实国家重大灾害防治项目的空间分布。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

A.2，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表A.2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的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 

防灾设施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数量 定位置 

灾害防御设施 
水库 √   

堤防 √   

应急服务设施 

省级及以上应急通道 √ √ √ 

区域性疏散安置基地 √   

省级及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   

省级及区域性消防救援中心 √   

省级及以上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   

省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注 1：定标准即明确防灾设施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配置标准等。 

注 2：定数量即确定国土空间需配置的防灾设施数量，如应急通道条数、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数量等。 

注 2：定位置即明确划设防灾空间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注 4: 水库指位于城镇建设用地上游并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库。 

注 5: 堤防指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沿河、渠、湖、海岸或行洪区、蓄滞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堤防。 

A.2.1.5 协调省际和省域防灾规划 

从区域协同视角，衔接省际和省域的国土空间主要灾害风险区和重要防灾空间，达到省际和省域

国土空间综合防灾空间连续完整、跨区域防灾系统联通共享和防灾标准一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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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6 规划传导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对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省级单灾种防灾专项规划、

省级相关专项规划、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提出应落实的强制性内容和引导性要求，如防灾规划

目标、防灾标准、省级及以上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等规划要求和管控规定。 

A.2.2 规划成果 

a) 规划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1) 省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策略； 

2) 省域主要灾害防灾标准； 

3) 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4) 省级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规划； 

4)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区域协同； 

5) 省级综合防灾规划传导； 

6) 省级重点项目库（综合防灾项目）。 

b) 主要图件包括： 

1) 省域主要灾害风险分布图（图纸要素宜包含：灾害危险源、灾害风险区等）； 

2) 省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图（图纸要素宜包含：省级及以上主要防灾空间和区域性重要防

灾设施等）。 

c) 规划附件包括： 

1) 规划编制说明； 

2) 相关研究报告； 

3) 基础资料汇编。 

d) 规划数据库包括： 

1) 省域主要灾害危险源和灾害风险区现状分布； 

2) 省级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注：以上数据格式参考《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试行）》。  

 

A.3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编制 

A.3.1 规划内容 

A.3.1.1 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依据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全面深入收集省域主要灾害历史资料，在全国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单灾种灾害风险评估和单灾种防灾规划的基础上，研判气候变化影

响下灾害演变趋势，识别确定省域主要灾害类型和分布特征，预判重大灾害发生可能性和后

果。省域主要灾害类型有：水旱灾害（洪（潮）涝、山洪、干旱等）、气象灾害（台风、暴雨、

寒潮、大风、冰雹、雪灾、冰冻、低（高）温、雷电、沙尘暴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山

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海洋灾害（风暴潮、海冰、海浪、

海啸、海平面上升等）、生物灾害（病虫害、疫病、草害等）、森林和草原火灾（森林火灾、

草原火灾）、重大危险源（核设施、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等尾矿库等）、空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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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各类灾害名称按 GB/T 26376-2010、GB/T 28921-2012 和 GB/T51327-2018 执行。 

注 2：各地根据本省情况可增减规划涉及的主要灾害类型。 

b) 根据主要灾害涉及的灾害危险源在省域内的分布现状和变化情况，分析灾害等级、发生频率

和影响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灾害链以及其所影响的国土空间范围； 

c) 掌握现状省级及以上防灾空间与重要防灾设施分布情况，整体评估现状省域防灾能力，从国

土空间视角，指出省域防灾的主要薄弱点、难点和存在的问题。 

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若相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则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成果即可作为“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的结论。 

A.3.1.2 确定省域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主要灾害防灾标准 

明确省域综合防灾规划目标，提出重点区域（如城镇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城镇密集区、主要

江河流域、海岸带和岛屿群、生态功能区和重要农业功能区等）综合防灾规划策略。确定省域和重点

区域主要灾害的防灾标准。 

A.3.1.3 构建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结论，明确省域重大灾害危险源分布，划设省域各类主要

灾害风险区； 

b) 衔接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成果，提出省域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避让主要灾害风险区的规划措施； 

c) 明确省域重大防灾空间的类型和分布要求。主要防灾空间类型见表A.3，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

型； 

表A.3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 

防灾空间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位置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地质灾害极高与高风险区 √ √ 

蓄滞洪区 √ √ 

河湖水域（骨干防洪河道） √ √ 

海岸退缩线范围 √  

森林草原防火阻隔带 √  

注 1：定标准即的是明确防灾空间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设置标准等。 

注 2：定位置即划设防灾空间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d) 以交通基础设施廊道（干线公路、铁路）为骨架，构建省域救灾疏散干道体系，并与省际救灾

疏散干道联通；根据实际情况，将区域重大关键性防灾设施纳入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中。 

A.3.1.4 规划布局省级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根据省域主要灾害风险区的分布，明确省级防灾空间类型、规划要求及管控规定。根据省域综合防

灾规划目标和主要灾害的防灾标准，明确省域各类重要防灾设施的类型。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

求见表A.4，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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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 

防灾设施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数量 定位置 

灾害监测

预警设施 

省级及以上地震监测台站、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地质灾害监测设施、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水文站、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气象台站、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海洋气象监测站、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海洋环境监测站、预警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站、预警中心 √ √  

灾害防御

设施 

水库 √   

堤防 √   

应急服务

设施 

省级及以上应急通道 √ √ √ 

区域性疏散安置基地 √ √  

省级及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 √  

省级应急指挥中心 √ √  

省级及区域性消防救援中心 √ √  

省级及以上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 √  

省级及区域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 √  

省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  

省级及以上应急救援队伍训练基地 √ √  

省级及以上防灾减灾宣教培训基地 √ √  

应急保障

基础设施 

区域性引调水工程 √ √  

区域性应急水源地 √   

区域性应急能源储存基地 √ √  

区域性输电工程 √   

区域性油气长输管线 √   

省级及以上应急通信中心 √ √  

 

 

 

 

 

规划布局省级及以上灾害监测预警设施、重要灾害防御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省级和区域性应急保

障基础设施，提出规划要求和管控规定；确定省级应急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规划要求和管控规定。 

A.3.1.5 进行省域重大灾害防治规划 

结合国土空间灾害危险源分布和灾害危险性程度，进行国土空间灾害防治项目布局规划，提出防

治原则和相关措施。 

A.3.1.6 协调省际和省域防灾规划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统筹、陆海（水域）联动原则，衔接省际、省域国土空间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

提出省际、省域的区域性或流域性防灾空间规划要求，统筹协调省际防灾设施布局等，做到省际和省域

国土空间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等级和范围相衔接、防灾空间连续完整，防灾设施覆盖合理，跨区域防灾

系统联通共享，防灾标准协调一致。 

 

 

 

注 5: 堤防指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沿河、渠、湖、海岸或行洪区、蓄滞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堤防。

注 4: 水库指位于城镇建设用地上游并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库。

注 3：定位置即划设防灾设施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注 2：定数量即确定国土空间需配置的防灾设施数量，如应急通道条数、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数量等。

注 1：定标准即明确防灾设施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配置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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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7 规划实施和传导  

通过空间布局、规划管控等强制性条文和原则性要求等方式，对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和相

关专项规划提出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和省级及以上防灾空间布局、防灾设施配置、灾害防治项目

布局等规划传导要求。 

明确近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项目安排，建立省级综合防灾重点项目库，分解下达至市级国土空间综

合防灾规划，并提出相应措施要求。 

A.3.2 规划成果 

a) 规划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1) 省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2) 省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规划策略； 

3) 省域国土空间主要灾害防灾标准； 

4) 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5) 省级主要防灾空间规划； 

6) 省级重要防灾设施规划； 

7) 省级重大灾害防治项目布局规划； 

8) 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区域协同； 

9) 省级综合防灾规划传导； 

10) 省级综合防灾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b) 主要图件包括： 

1) 省域主要灾害危险源现状分布图； 

2) 省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规划图； 

3) 省级主要防灾空间规划图； 

4) 省级重要防灾设施规划图； 

5) 省级重大灾害防治项目分布图。 

c) 规划附件包括： 

1) 规划编制说明； 

2) 灾害风险评估专题研究报告； 

3) 基础资料汇编。 

d) 规划数据库包括： 

1) 省域主要灾害危险源和灾害风险区现状分布； 

2) 省级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3) 省级重大灾害防治项目。 

注：以上数据格式参考《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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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指南 

B.1 一般规定 

B.1.1 规划目标 

全面提升市、县级国土空间安全保障水平，衔接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以及相关上级规划传导

要求。在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判识灾害风险，构建全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从防灾空间

和重要防灾设施布局、国土空间防灾管控和灾害防治等多方面综合施策，防范、降低全域和中心城区的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市、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B.1.2 规划原则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全域覆盖、空间联动。在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基础上，科学构建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

安全格局，在全域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中全面、系统地规划布局主要防灾空间和重

要防灾设施。中心城区的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应兼顾周边乡镇和村庄的防灾需求，中心城区的

重要防灾设施应发挥全域核心防灾设施的带动和服务功能； 

b) 职责清晰、管控到位。各灾种灾害管理部门划设本灾种的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自然

资源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统筹会同各灾种灾害管理部门共同划设国土空间各类灾害风险区，根

据各灾种的灾害管理要求，制定相应的规划管控规定，充分保障用地和空间安全； 

c) 平灾兼顾，安全韧性。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统筹考虑全域各类国土空间兼顾防灾

功能，以及国土空间的防灾功能弹性预留。为实现防灾设施的高效建设，在保障防灾设施防灾

功能的前提下，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统筹各类防灾设施的综合布局；充分考虑防灾设施的

防灾功能和常态功能的兼容共用；协调防灾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兼

顾增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防灾功能和转换机制；在灾害多发地区，研究战略预留区和

留白用地的防灾功能启用机制。 

B.2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 

B.2.1 规划内容 

B.2.1.1 进行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依据前期研究和省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灾害风险综合判识，针对本市、县域实况，判识确定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的主要灾害类型，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主要灾害类型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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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主要灾害类型 

空间范围 灾害类型 

市、县域 

（1）水旱灾害：洪（潮）涝、山洪、干旱等。 

（2）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寒潮、大风、冰雹、雪灾、冰冻、低（高）温、雷电、沙尘暴等。 

（3）地震灾害。 

（4）地质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 

（5）海洋灾害：风暴潮、海冰、海浪、海啸、海平面上升等。 

（6）生物灾害：病虫害、疫病、草害等。 

（6）火灾：森林火灾、草原火灾、城镇火灾。 

（7）重大危险源：核设施、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等尾矿库等等。 

中心城区 

（1）水灾：洪（潮）涝等。 

（2）地震灾害。 

（3）地质灾害：岩溶塌陷、滑坡、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 

（4）海洋灾害：风暴潮、海啸、海平面上升等。 

（5）火灾：城镇火灾。 

（6）重大危险源事故：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等。 

（7）空袭。 

（8）公共卫生安全：传染病等。 

注 1：各类灾害名称按 GB/T 26376-2010、GB/T 28921-2012 和 GB/T51327-2018 执行。 

注 2：各地根据市级情况可增减规划涉及的主要灾害类型。 

B.2.1.2 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防灾标准 

明确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规划策略。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

要灾害的防灾标准。 

B.2.1.3 构建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基于市、县域国土空间主要灾害类型，根据单灾种灾害管理部门提供的单灾种灾害风险评估、

单灾种灾害风险区划成果，明确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的重大灾害危险源分布，统筹协调和划设

市、县域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 

b)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定，划设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 

c) 衔接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和国土空间“三区三线”成果，在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

中，提出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针对主要灾害的避让、隔离、缓冲、防护等规划要

求，引导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人居空间、产业园区和重大基础设施避让灾害危险源，构建

市、县域防灾安全格局。 

B.2.1.4 进行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综合防灾布局规划 

结合灾害危险源和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的空间分布，规划布局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的主要防灾空间，

并提出防灾空间的规划管控规定。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B.2，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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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的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 

空间范围 防灾空间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位置 

市、县域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地质灾害极高与高风险区 √ √ 

海岸退缩线范围 √  

蓄滞洪区 √ √ 

河湖水域（主要防洪河道） √ √ 

滨海（河湖）湿地 √ √ 

中心城区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 

海岸退缩线范围 √ √ 

河湖水域（主要防洪排涝河道） √ √ 

注 1：定标准即明确防灾空间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设置标准等。 

注 2：定位置即划设防灾空间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等形式表达。 

规划布局市、县域和中心城区重要防灾设施，明确各类防灾设施的规划标准（含防灾标准、配置

标准）和规划要求。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B.3，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表B.3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的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 

空间范围 防灾设施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数量 定位置 

市、县域 

灾害防御

设施 

水库 √   

堤防 √   

特勤/战勤消防站 √ √  

普通消防站 √   

应急服务

设施 

本级及以上应急通道 √ √ √ 

区域性疏散安置基地 √   

应急避难场所 √   

本级及以上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   

本级及以上公共卫生中心 √ √  

本级及以上应急救援中心 √ √  

中心城区 

灾害防御

设施 

防洪（潮）堤 √ √ √ 

特勤/战勤消防站 √ √  

普通消防站 √   

应急服务

设施 

主要应急通道 √ √ √ 

中心避难场所 √ √  

固定避难场所 √   

本级及以上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 √  

注 1：表中本级及以上防灾设施指市级规划中的市级及以上防灾设施、县级规划中的县级及以上防灾设施。 

注 2：定标准即明确防灾设施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配置标准等。 

注 3：定数量即确定国土空间需配置的防灾设施数量，如应急通道数量、中心避难场所数量等规划要求。 

注 4：定位置即划设防灾设施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注 5: 水库指位于城镇建设用地上游并对城镇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库。 

注 6: 堤防指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沿河、渠、湖、海岸或行洪区、蓄滞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堤防。 

明确中心城区灾害风险控制线范围内的规划管控规定。 

B.2.1.4 相关规划衔接与空间协调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目标和防灾规划策略应充分衔接并融入本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中的相关系统规划（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海绵城市

规划、地下空间规划、蓝绿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规划、韧性城市规划以及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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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空间备用预留、防灾功能增强、设施配置适度冗余等方式，提升各系统的安全韧性，提高国

土空间综合防灾效能。 

协调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的防灾功能与常态功能的平灾结合，促进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的多灾种综

合利用。 

B.2.1.5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区域协同 

落实上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要求，从区域协同视角，衔接本地和跨行政区域的国土空间

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灾害风险控制线、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布局，确保市、县际国土空间的

防灾空间体系连续完整，市、县际防灾系统联通共享，防灾标准协调一致。 

B.2.1.6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传导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对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市级单灾种防灾专

项规划、市级相关专项规划、市辖区内乡镇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和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

以及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提出传导和协调要求，如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市级及以上

防灾空间和市级及以上防灾设施的规划要求、市级及以上国土空间综合防灾重点项目库等。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对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县级单灾种防灾专

项规划、县级相关专项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和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提出传

导和协调要求，如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县级及以上防灾空间和县级及以上防灾设施的规划要求、

县级及以上国土空间综合防灾重点项目库等。 

B.2.2 成果要求 

a) 规划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1)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2)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规划策略； 

3)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灾害防灾标准； 

4) 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5)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综合防灾布局规划； 

6) 市、县级综合防灾规划区域协同； 

7) 市、县级综合防灾规划传导； 

8) 市、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库（综合防灾项目）。 

b) 主要图件包括： 

1) 市、县域主要灾害风险分布图（图纸要素宜包含：灾害危险源、灾害风险区等）； 

2) 市、县域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图； 

3) 中心城区主要灾害风险分布图； 

4) 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图。 

c) 规划附件包括： 

1) 规划编制说明； 

2) 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3) 基础资料汇编。 

d)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综合防灾规划数据库包括： 

1)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灾害危险源和灾害风险区现状分布； 

2) 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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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县级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 

5) 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6) 市、县级近期重大项目（综合防灾项目）。 

注：以上数据格式参考《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2022修订版）》。 

 

B.3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编制 

B.3.1 规划内容 

B.3.1.1 进行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市、县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依据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全面深入收集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灾害历

史资料，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和单灾种灾害风险评估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既有

相关防灾规划，研判气候变化影响下国土空间中主要灾害的演变趋势，识别确定市、县域和

中心城区主要灾害类型和分布特征，预判重大灾害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主要灾害类型见表C.1。 

b) 根据主要灾害危险源在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的分布现状和变化情况，分析灾害等级、

发生频率和影响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灾害链以及其所影响的国土空间范围。 

c) 对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的现状防灾能力做出评估，提出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防灾薄弱点、

难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若相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则“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

评估”成果即可作为“市、县域国土空间灾害风险综合判识”的结论。 

B.3.1.2 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标准 

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规划策略。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

主要灾害的防灾标准。 

B.3.1.3 构建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在市、县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判识的基础上，对市、县域国土空间开发进行多方案的灾害风险

评估，对市、县域国土空间开发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b) 市、县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统筹会同相关灾种的灾害管理部门，共同划设市、

县域国土空间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和各类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划定中心城区主要灾害高、中

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引导市、县域主要城乡人居空间、产业园区和重大基础设施避让

灾害高风险区。 

c) 明确市、县域重大防灾空间的类型和分布要求；以市、县域内干线公路和铁路网络为骨架，

构建市、县域疏散救援干道体系，增强市、县域内主要城镇之间防灾疏散和救灾能力。 

d) 提出降低灾害风险的中心城区土地规划用途和开发强度管控规定。  

B.3.1.4 规划布局市、县级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根据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的分布，确定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类型

和管控规定。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B.4，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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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主要防灾空间类型及规划要求 

空间范围 防灾空间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位置 

市、县域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地质灾害极高与高风险区 √ √ 

海岸退缩线范围 √ √ 

蓄滞洪区 √ √ 

河湖水域（主要防洪河道） √ √ 

滨海（河湖）湿地 √ √ 

化工园区安全防护区 √  

核电站安全防护区 √  

森林草原防火阻隔带 √  

防风防沙林 √ √ 

其他医疗救治应急空间 √  

中心城区 

地震活动断层避让区 √ √ 

海岸退缩线范围 √ √ 

河湖水域（主要防洪排涝河道） √ √ 

注 1：定标准即明确防灾空间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或防护措施等。 

注 2：定位置即划设防灾空间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规划布局市、县级主要防灾空间和市、县级重要防灾设施，明确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的市、县级

重要防灾设施规划配置标准和设置要求。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明确本级中心城区、市辖区

内镇区（乡集镇）、村庄以及本市下辖的县级中心城区的防灾设施规划配置标准和设置要求。县级国

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明确县级中心城区、镇区（乡集镇）、村庄防灾设施规划配置标准和设置要

求。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见表B.5，但不限于表中列举类型。 

表B.5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第24页/共2页） 

空间范围 防灾设施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数量 定位置 

市、县域 

灾害监测预

警设施 

本级及以上地震监测台站、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地质灾害监测设施、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水文站、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气象台站、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海洋气象监测站、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海洋环境监测站、预警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站、预警中心 √ √ √ 

灾害防御设

施 

水库 √ √ √ 

堤防 √   

避风锚地（渔船避风港） √ √ √ 

本级及以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 

特勤/战勤消防站 √ √  

普通消防站 √   

应急服务设

施 

本级及以上应急通道 √ √ √ 

区域性疏散安置基地 √ √ √ 

应急避难场所 √   

应急指挥设施 √ √  

本级及以上应急医疗设施 √ √  

本级及以上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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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重要防灾设施类型及规划要求（第25页/共2页） 

空间范围 防灾设施类型 
规划要求 

定标准 定数量 定位置 

市、县域 

应急服务设

施 

本级及以上公共卫生中心 √ √  

本级及以上应急救援中心 √ √ √ 

本级及以上陆域、水域、海域救援基地 √ √ √ 

本级及以上航空应急服务基地 √ √ √ 

应急保障基

础设施 

本级及以上应急水源 √ √  

引调水工程 √ √ √ 

本级及以上应急能源设施 √ √  

本级及以上应急通讯设施 √   

中心城区 

灾害防御设

施 

水库 √ √ √ 

地下水库（蓄水池） √   

调蓄水体 √ √ √ 

堤防 √ √ √ 

避风锚地（渔船避风港） √ √ √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 

特勤/战勤消防站 √ √  

普通消防站 √ √  

应急服务设

施 

救灾干道/应急疏散主通道 √ √ √ 

城市疏散救援出入口 √ √ √ 

中心避难场所 √ √ √ 

固定避难场所 √ √  

本级及以上公共卫生中心 √ √ √ 

应急指挥设施 √ √ √ 

应急救援中心 √ √ √ 

应急医疗设施 √ √  

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 √ √ 

应急救援队伍训练基地 √ √ √ 

注 1：表中本级及以上防灾设施指市级规划中的市级及以上防灾设施、县级规划中的县级及以上防灾设施。 

注 2：定标准即明确防灾设施的规划标准，如防灾标准、防护标准、配置标准等。 

注 3：定数量即确定国土空间需配置的防灾设施数量，如调洪水库、调蓄水体、疏散救灾主通道、中心避难

场所的数量等规划要求。 

注 4：定位置即划设防灾设施在国土空间中的位置，以点、线、面等形式表达。 

注 5: 水库指位于城镇建设用地上游并对城镇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库。 

注 6: 堤防指对城乡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沿河、渠、湖、海岸或行洪区、蓄滞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堤防。 

B.3.1.5 规划布局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的规划布局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确定中心城区各类主要防灾空间范围，明确规划管控规定； 

b) 规划布局中心城区重要灾害防御设施，明确规划管控规定； 

c) 规划布局中心城区重要应急服务设施，明确规划管控规定； 

d) 完善优化中心城区疏散救援交通系统，明确规划管控规定； 

e) 统筹布局中心城区主要避难场所，制定各类避难场所的配置标准。 

B.3.1.6 提出中心城区重点地区防灾要求 

中心城区重点地区的防灾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提出重大危险源的防护标准和要求，以及空间优化及搬迁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RFOUbT4fXjUn2oY5U4hYHpH4XTkSU2GvWRB9IDcWAH__rqZHjWQWTSL-LP9uMZFIBxRkXx0up-c3VLU8W8mOON-0FOQG9k33M-fZtNKAWFfwIN5kGj1DM1tSvYY6sF84JRHYLGFnpc1hoPBzp7kakvCQjtbo5c3Ty3L0sA9FRMpxvLJhLFer0Tm07Gou-BoKSyLMp4gs7NYUsMHFSyYliS48iMy13x82P7g6BJHyUd3lTzxP9VbFeI02kpaLqgb4pr9MTSwYHmpkbIWRaeWV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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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出中心城区存量灾害多发区域的防灾要求； 

c) 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地区的防灾要求； 

d) 提出中心城区老旧城区更新改造的防灾要求； 

e) 提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防灾和人防功能转换要求。 

B.3.1.7 重大灾害防治项目规划布局与规划管控 

规划布局市、县域重大灾害防治项目，提出规划管控规定。 

B.3.1.8 规划实施和保障措施 

建立市、县域和中心城区重要防灾设施建设和灾害防治项目库以及投资估算，提出保障规划实施

的政策建议。 

B.3.1.9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区域协同 

落实上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传导要求，从区域协同视角，衔接本地和跨行政区域的国土空间

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灾害风险控制线、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布局，确保市、县际国土空间的

防灾空间体系连续完整，市、县际防灾系统联通共享，防灾标准协调一致。 

B.3.1.10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传导 

市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对市级单灾种防灾专项规划、市级相关专项规划、市辖区范围内

的乡镇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和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以及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

提出传导和协调要求，如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市级及以上防灾空间和市级及以上防灾设施的规

划要求、市级及以上国土空间综合防灾重点项目库等。 

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对县级单灾种防灾专项规划、县级相关专项规划、乡镇级国土空

间综合防灾规划和详细规划中的综合防灾规划编制提出传导和协调要求，如防灾规划目标、防灾标准、

县级及以上防灾空间和县级及以上防灾设施的规划要求、县级及以上国土空间综合防灾重点项目库等。 

B.3.2 规划成果 

a) 规划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1)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灾害风险综合判识； 

2)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目标与防灾规划策略； 

3) 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主要灾害防灾标准和防灾设施配置标准； 

4) 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 

5) 市、县级防灾空间规划； 

6) 市、县级防灾设施规划； 

7) 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规划； 

8) 中心城区重要防灾设施规划； 

9) 市、县级重大灾害防治项目规划布局； 

10) 市、县级综合防灾规划区域协同与规划传导； 

11) 市、县级综合防灾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b) 主要图件包括： 

1) 市、县域（含中心城区）灾害危险源现状分布图； 

2) 市、县域灾害风险区划图； 

3) 市、县域灾害风险控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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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县域国土空间防灾安全格局规划图； 

5) 市、县级防灾空间规划图； 

6) 市、县级防灾设施规划图； 

7) 中心城区灾害风险区划图； 

8) 中心城区灾害风险控制线图； 

9) 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规划图； 

10) 中心城区重要防灾设施规划图； 

11) 市、县域（含中心城区）重大灾害风险防治项目分布图。 

c) 规划附件包括： 

1) 规划编制说明； 

2) 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3) 基础资料汇编。 

d) 市、县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数据库包括： 

1) 市、县域主要灾害危险源现状分布； 

2) 市、县域（含中心城区）灾害风险区； 

3) 市、县域（含中心城区）灾害风险控制线； 

4) 市、县级防灾空间和防灾设施； 

5) 市、县域（含中心城区）重大灾害防治项目； 

6) 中心城区主要防灾空间和重要防灾设施。 

注：以上数据格式参考《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2022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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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划设 

C.1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的划设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划设采用划示和划定两种方式。划示方式一般用于划设全域（省域、市域、县域）

内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的位置和范围；划定方式一般用于划设中心城区、镇区、村庄的国土空间灾害风险

区的准确界线。全域若有条件时也可采用划定方式。 

根据单灾种风险区的判识或评估成果，单灾种的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由该灾种的灾害管理部门划设。 

在单灾种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后划设国土空间各类主要灾害风险区。国土空间灾

害风险区通常由不同等级风险区构成。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针对各级灾害风险区，提出相应的空间管

控规定。 

对于各类灾害风险区在空间上的叠加区域，需考虑灾害链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提出相对应的空间

管控规定。 

C.2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的划设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划设采用划示和划定两种方式。划示方式一般用于划设全域（省域、市域、

县域）内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的位置；划定方式一般用于划设中心城区、镇区、村庄的国土空间灾害

风险控制线的准确界限。全域若有条件也可采用划定方式。 

单灾种灾害管理部门划设本灾种的国土空间灾害风险控制线。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统筹协调后将各

类国土空间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落实到国土空间用地上。 

根据灾害风险特点，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针对各类国土空间主要灾害风险控制线围合区域提出相

应的空间管控规定。 

C.3 国土空间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的动态调整 

各灾种灾害管理部门根据本灾种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实施成效，对本灾种的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

线进行动态评估和科学调整。各级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应建立动态维护机制，结合各类灾害风险区和灾

害风险控制线的评估调整，定期调整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的灾害风险区和灾害风险控制线，将调整后的

成果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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