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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转发«济南市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手册»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

济宁、威海、滨州、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青岛市园林和林业

(绿化)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济南市应急管理局:

现将«济南市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手册»转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学习借鉴,不断加大强降雨应对和避险自救知识宣传力度,提高汛

期公众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

附件:济南市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前言

“预防为主、安全第一、防汛减灾、

人人有责”。洪涝灾害发生时，公众既

是救护的对象，也是自救、施救的主体。

为宣传普及防汛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防

灾避灾意识、自救互救能力以及防汛应

急社会化组织动员能力，减少暴雨洪水

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特

将防汛减灾相关安全常识汇编成册，以

便公众学习使用。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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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地势南高北低，二环东路从旅游路至小清河段长度 7.5 公里，

高差 132 米；舜耕路从二环南路至经七路长度 5.3 公里，高差 105 米；

英雄山路从二环南路至北园大街长度 10 公里，高差 95 米。由于南北

落差较大，极易形成类似山洪的街道洪水。

地 理 特 点

气候和降雨特点

济南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年内、年际变化较大。

多年平均降雨量 670 毫米，降雨大部分集中于汛期 6~9 月，占年降水

量的 78%。日降水量≥ 50 毫米的暴雨日数主要集中在 7 月下旬和 8 月

上旬，有“七下八上”的俗称，占全年暴雨日数的 70%。从汛期特点来看，

汛期降水频繁，降水分布不均，局部性暴雨时有发生，且呈现突发性强、

产生径流快、降水时间集中、可预报性差等特点，易出现较大汛情和

险情，防汛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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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形成类似山洪的街道洪水

★ 低洼地区积水

★ 交通短时中断

★ 危房或围墙坍塌

★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 户外用电设施漏电

★ 市政设施损毁

易造成的危害

主要低洼地区、道路行洪比较严重的路段
主要低洼地区包括：师范路、火车站、工人新村、昆仑街、经一纬四、

营市街、经六路延长线、南门大街、段店市场、腊山立交、张庄路、王

官庄、白马山、七里堡、林业大厦、东关大街、后宰门、曲水亭、普利

街、十三中、盖家沟、海晏门、黄台南路、八一立交桥南头、白马山地

区、前龙后龙、槐村街、五里沟、北坦大街、国棉二厂、苇闸桥、济安街、

双井街、水屯路、洪楼西路、棉麻站、历城三中等。低洼地区还应包括

全市的立交桥引道。上述区域，特别是立交道引道，每逢遇到较强降雨

天气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

遇较大降雨，市区易形成道路行洪的路段
舜耕路、舜玉路、山大路、英雄山路、建设路、民生大街、经一路、

师范路、营市街、昆仑街、经六路延长线、腊山立交、张庄路、南门大街、

花洪路西段、东关大街、普利街、槐村街、五里沟、北坦大街、黄台南路、

八一立交桥南头、山水沟、万盛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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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汛情特点

什么是山洪？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

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包括山地、丘陵、

岗地）沿河流及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

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

称。其中暴雨引起的山洪在我省最为常见。

什么是山洪灾害？

山洪灾害是指由山洪暴发而给人类社会系统所带来的危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毁坏，以及环境资源破坏等。

山洪灾害有哪些特点？

山洪灾害的主要特点是：

（1）季节性强，频率高。一般在夏季 7~9 月份为山洪灾害多发期。

（2）区域性明显，易发性强。山洪主要发生于山区、丘陵区及岗

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上述地区，暴雨时极易形成具有冲击力的

地表径流，导致山洪暴发，形成山洪灾害。

（3）来势迅猛，成灾快。山丘区因山高坡陡，溪河密集，降雨迅

速转化为径流，且汇流快、流速大，降雨后几小时即成灾受损，防不胜防。

（4）破坏性强，危害严重。山

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生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造成河流改道、

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屋倒塌、人

畜伤亡等，因此危害性、破坏性很大。

山洪灾害防御知识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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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汛情特点

山洪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山洪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1）地质地貌因素。山洪灾害易发地区的地形往往是山高、坡陡、

谷深，切割深度大，侵蚀沟谷发育，其地质大部分是渗透强度不大的

土壤，遇水易软化、易崩解，极有利于强降雨后地表径流迅速汇集，

从而形成山洪灾害。

（2）气象水文因素。副热带高压的北跳南移，西风带环流的南

侵北退，以及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的辐合交汇，形成了山丘区不稳

定的气候系统，往往造成持续或集中的高强度降雨而形成洪水。据

统计，发生山洪灾害主要是由于受灾地区前期降雨持续偏多，使土

壤水分饱和，地表松动，遇局地短时强降雨后，降雨迅速汇聚成地

表径流而引发溪沟水位暴涨、泥石流、崩塌、山体滑坡。从整体发生、

发展的物理过程可知，发生山洪灾害主要还是持续的降雨和短时强

降雨而引发的。

（3）人类活动因素。山丘地区过度开发土地，或者陡坡开荒，或

工程建设对山体造成破坏，改变地形、地貌，破坏天然植被，乱砍滥

伐森林，失去水源涵养作用，均易发生山洪。由于人类活动造成河道

的不断被侵占，河道严重淤塞，河道的泄洪能力降低，也是山洪灾害

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温馨小贴士

收到山洪地质灾害危险转移指令的人员，应当服从统一组织安

排，积极配合，主动转移避险。在紧急情况解除前，严禁转移避险

人员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根据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由低

到高划分为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

重四个预警级别，分别用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表示，红色为最高预警级别。

图例 标　准

RAIN STORM蓝

暴
雨 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RAIN STORM黄

暴
雨 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RAIN STORM橙

暴
雨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RAIN STORM红

暴
雨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学校、幼儿园检查校舍安全，必要时将学生转移到安全地点或疏导

学生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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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预警及防范措施

RAIN STORM蓝

暴
雨

RAIN STORM黄

暴
雨

RAIN STORM橙

暴
雨

RAIN STORM红

暴
雨

蓝 橙黄
四 级

红

预警级别划分

防 范 措 施

RAIN STORM蓝

暴
雨  一般 Rain storm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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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使用或不使用家用电器，必要时切断电源

 　低洼地区公共场所疏导公众安全、有序撤离

 　暂停户外作业，行人、车辆远离危险设施（如危房、危墙、广告牌等），

避开低洼路段

 　注意接收后续天气预报、预警信号

 除暴雨蓝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年幼、路远的学生须由家长接回

或学校、幼儿园专人护送回家

 　低洼公共场所应备好预防暴雨所

需物资，做好挡水、排水工作

 　行人、车辆注意观察防汛安全警

示标志和警示显示屏提示 年幼、路远的学生要专门护送

RAIN STORM黄

暴
雨 　较重 Rain storm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低洼地区公共场所居民要有序撤离暂停户外作业

　暴雨预警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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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暴雨黄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学校、幼儿园可视情停课、提前或延

后放学

 　工作单位可视情提前或延后上、下班

 　尽量避免外出

 　行人、车辆就近躲避，配合交通管理

部门实行的交通引导或管制

 　沿路临街单位应提供停车场所，接纳

庇护行人

除暴雨橙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严禁外出

 　行人、车辆应立即就近到安全场所

暂避

 　低洼危险地带的市民立即转移到安

全地方躲避

7

　暴雨预警及防范措施

RAIN STORM橙

暴
雨 　严重 Rain storm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备好防汛物资

暴雨来临时要远离危险区域

RAIN STORM红

暴
雨

 特别
 严重 Rain storm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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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中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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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手机短信

 　信息大屏、灾情警报

怎样获取汛情预警信息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千万不要外出

温馨小贴士

☆　勿将垃圾、杂物倒入下水道（窖井）和河道沟渠，堵塞后会造成暴

雨时下水道（窖井）积水成灾和河道沟渠淤塞影响泄洪

☆　发现城市防汛设施受损或盗窃、破坏城市防汛设施的请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举报。

　暴雨预警及防范措施

行车安全防御

　  　  遇有暴雨，尽量避免行车或

选择地势较高处停车避险

　  　  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档缓慢行

驶，及时打开雨刮器、警示灯、

防雾灯

　  　  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遇

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

应绕行其他道路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变道

时多观察，注意路面积水及

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查或绕行 遇有暴雨选择地势较高处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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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交通管制路段应绕行注意防汛警示标志

行车遇险自救

水要漫到车顶的时候屏气开门迅速游出

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使

井盖、井箅是否移位或缺失

　  　  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

应下车探察或绕行，不可盲目

强行通过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警

指挥，避让运送抢险、救灾

物资车辆和抢险、指挥车辆

　  　  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

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

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

保持行车速度，过水后，要

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

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

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

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车辆掉入深水区域，切勿打开

窗子或试图打开车门，请努

力呼吸，找好准备逃生的门

把手，等待水慢慢涌进车里，

　雨中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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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进水熄火后要将车推到安全地带

在水将要漫到车顶的时候，

深吸一口气，然后屏气打开

车门迅速游出

  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

快至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

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

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

  时刻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

志，不要靠近路沿石行走，避

免掉入缺失井箅的收水井

  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

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

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

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

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雨天要远离灯杆、电线杆

行人安全防御

温馨小贴士

☆　停车避险的时候，不

要打开车内空调

　雨中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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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电车请注意

☆ 在站台上有序排队等候，车辆

进站时勿拥挤

☆ 车辆进站后，未开启车门前切

勿与车身发生接触

☆ 发现车辆漏电，听从驾驶员指

挥，原地不动，由驾驶员断电

后，有序离车。下车时应双脚

同时落地（避免跨步电压作用

使人身触电）

  骑自行车注意观察，缓慢骑行，

遇见情况早下车，尽量避开有

积水的路面，避免水下障碍物

或坑陷

  如自己或他人被洪水包围，一定

要沉着冷静，想方设法实施自救

和互救，或及时拨打 110、119、

120 等求助电话，等待救援

  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

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

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突起物，

争取站立起来

11

　雨中安全防御

雨天乘电车下车时应双脚同时落地

骑车要避开积水路面

行人遇险救援及自救

被水冲倒要想办法站立起来

被洪水包围切勿涉险赶路，应在较高地带避险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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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溺水者应迅速呼叫他人协

助救治，尽快从水中救出溺水

者并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 即刻清除其口腔、鼻腔内的水

和泥沙等污物，并将舌头拉出，

保持呼吸道通畅

☆ 将溺水者俯卧，下腹部垫高，

头部下垂，使积水倒出。或

救治者抱紧溺水者双腿，将

其腹部放到救治者肩上，快

步行走，使其积水倒出。注

意动作要敏捷，切不可因倒

水影响其他抢救措施而延误

抢救时机

☆ 对呼吸心跳停止的溺水者，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

按压

  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

12

　雨中安全防御

发现溺水者要紧急救治

两人同时进行急救措施效果更好

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拉触电者

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叫救护车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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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触电者，应及时拨打求助

电话，具备条件时采取下列紧

急举措：

☆ 切断电源，救援者戴上绝缘手

套，穿上绝缘鞋等后，用木棒、

竹杆等将电器挑离触电者身体，

如挑不开，应用干的绳子套住

触电者拖离

☆ 若触电者神志清醒，呼吸心跳

自主，应让伤者就地平卧，暂

时不要站立或走动，防止继发

休克或心衰

☆ 若触电者丧失意识应立即叫救

护车，并尝试唤醒伤者。若呼

吸停止，心搏存在，应就地平

卧，解松衣扣，通畅气道，立

即口对口人工呼吸。若心搏停

止，呼吸存在，应立即作胸外

心脏按压。若心跳呼吸停止，

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

脏按压等复苏措施

温馨小贴士

人工呼吸的方法：

人工呼吸常用方法是口对口呼吸。吹

气量以病人胸部抬起为准，连续吹气

两口，每分钟吹气次数：成人 12 次；

1-8 岁儿童 16 次；婴儿 20 次

胸外心脏按压的方法：

让病人的头、胸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最好躺在坚硬的地面上。抢救者左

手掌根部放在病人的胸骨中下半部，

右手掌重叠放在左于背上，手臂伸

直。利用身体部分重量垂直下压胸

腔 3-5 厘 米（ 儿 童 3 厘 米， 婴 儿 2

厘米），然后放松。放松时掌根不

要离开病人胸腔。挤压要平稳、有

规则、不间断，也不能冲击猛压。

下压与放松的时间应大致相等。频

率 为 成 人 每 分 钟 80-100 次， 儿 童

每分钟 100 次，婴儿每分钟 1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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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雨 天 气 安 全 防 御

遭 受 雷 击 的 救 援

在空旷地不要拨打接听电话
感到头发竖起时要双脚并拢下蹲

雷雨天不要接近、触摸金属管线

▲ 尽量避免到易受雷击的楼顶、

房顶等地避雨，不要在树下停

留避雨

▲ 暂停高空作业

▲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

避，当闪电几秒钟内听见雷声，

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下蹲。

人在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

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

时应立即双脚并拢，双臂抱膝，

头部下俯，身体向前屈

▲ 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有金属杆

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

品，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 居家人员注意关闭门窗，不要靠

近、触摸任何金属管线，包括

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房

屋如无任何防雷装置，在室内

不要使用任何家用电器，最好

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

立即扑灭遭受雷击者身上的

火焰，让伤者平卧，松解衣扣、

腰带等，不要垫高头部，以利呼吸，

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话，若伤者

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立即

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

等待救援

　雨中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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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传染病，如霍乱、伤寒、

痢疾、甲型肝炎等

  皮肤病，如浸渍性皮炎、虫咬

性皮炎、尾蜥性皮炎等

  人畜共患疾病和自然疫源性疾

病，如鼠媒传染病、钩端螺旋

体病、流行性出血热等

  食物中毒等

  水淹地区的住户必须进行彻底

的室内外环境清理，及时清除

处理垃圾，开展室内外环境消

毒和卫生处理工作

  水淹地区的住户注意饮食卫生，

餐具要进行沸水浸煮处理，不

吃腐烂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

生熟食品要分开，食物要煮熟

煮透

15

　疫 病 预 防

易 发 疾 病

预 防 措 施

生水、变质食品易引发肠道疾病

沸水浸煮餐具可有效灭病毒

汛后要注意体检，做好疾病预防



　济南市汛情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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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