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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５９６５《应急信息交互协议》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预警信息；

———第２部分：事件信息。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５９６５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袁宏永、苏国锋、黄全义、张帆、杨秀中、陈涛、钟少波、张亚京、王飞、陈涛、

秦挺鑫、陈建国、王金玉、李忠强、毛青松、刘碧龙、杨锐、申世飞、刘勇、宋玉刚、卢志为、孙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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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实现突发事件报送信息在各级、各类应急平台之间以及和其他相关应急系统间的交互，特制定

本协议。通过突发事件信息交互的规范化，提高突发事件报送效率，促进事件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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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信息交互协议

第２部分：事件信息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５９６５的本部分规定了应急信息交互协议事件信息部分的对象模型、组成结构以及协议具

体信息的描述。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网络环境中各类突发事件信息的交互。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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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２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Ｔ５２７１．１—２０００　信息技术　词汇　第１部分：基本术语

ＧＢ／Ｔ１０１１４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

ＧＢ／Ｔ３５５６１　突发事件分类与编码

ＦＩＰＳ１８０２　安全哈希标准（Ｓｅｃｕｒｅｈａ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ＦＣ２０４６　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充协议［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ｉ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ＩＭＥ）］

ＳＨＡ１　安全散列算法１（Ｓｅｃｕｒｅｈａｓ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２７１．１—２００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突发事件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狏犲狀狋

需要立即采取应对行动的突发、紧急的（通常意外的）事故或事件。

３．２

　　事件信息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狏犲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突发事件报送责任单位根据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态势等，向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报送的信息。信息内容一般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等级、发生原因、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已采取措施、人

员伤亡、经济损失、报送单位、报送时间等。

３．３

　　应急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应对突然发生的需要紧急处理的事件。

３．４

　　应急平台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犪狀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以公共安全科技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应急管理流程为主线，软硬件相结合的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技

术系统，是实施应急预案的工具。平台具有事件信息接报、预案管理、资源管理、风险分析、预测预警、智

能决策、指挥调度、应急保障、应急评估、培训演练、信息发布、综合业务管理等功能，能动态生成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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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方案，形成实施应急预案的可视化实战指南，为日常应急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提供服务支撑手段。

３．５

　　可扩展标记语言　犡犕犔犲狓狋犲狀狊犻犫犾犲犿犪狉犽狌狆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标记语言，可以用来标记数据、定义数据类型，是一种允许用

户对自己的标记语言进行定义的源语言。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ＲＦＣ：请求评议（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ＭＩＭＥ：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充协议（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ｉ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５　事件信息文件命名

事件信息采用ＸＭＬ格式封装成文件，文件命名共使用４６位（字节），格式为：

报送单位代码＿报送时间＿事件编码．扩展名

其中：

ａ）　报送单位代码：详见６．２．４；

ｂ） 报送时间：详见６．３．３；

ｃ） 事件编码：详见６．３．６；

ｄ） 扩展名：ＸＭＬ。

６　事件信息结构

６．１　总体结构

事件信息总体结构如图１所示。每条突发事件信息应包含一个报送单位信息〈ｒｅｐｏｒｔｅｒ〉项。每个

报送单位信息描述〈ｒｅｐｏｒｔｅｒ〉项应包含一个事件信息〈ｉｎｆｏ〉项。每个信息〈ｉｎｆｏ〉项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

附件〈ｒｅｓｏｕｒｃｅ〉项，附件〈ｒｅｓｏｕｒｃｅ〉项非必需，但如存在，则应填报必填项。事件信息编码各字段编码规

范见附录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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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色字体表示为必选要素，箭头表示该项对上一级项具有支撑作用，“”表示该项（附件〈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可以有

多个。

图１　事件信息总体结构

６．２　报送单位信息

６．２．１　概述

报送单位信息描提供了当前事件信息报送单位的基本信息，包括：信息唯一标识、报送单位名称、报

送单位代码、报送单位联系电话、签发领导等。报送单位信息〈ｒｅｐｏｒｔｅｒ〉至少需要包含一个信息

〈ｉｎｆｏ〉项。

６．２．２　信息唯一标识

必选项，应采用ＵＵＩＤ编码，由系统自动生成３２位唯一编码。

６．２．３　报送单位名称

必选项，文本。应使用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单位的机构全称（包括地域和机构名称）。

６．２．４　报送单位代码

必选项。编码应遵循格式：ＺＺＺＺＺＺＤＤＤＵＵＵＸＸ，其中：

ａ）　ＺＺＺＺＺＺ：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按ＧＢ／Ｔ２２６０相关规定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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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ＤＤＤ：３位一级单位代码；

ｃ） ＵＵＵ：３位二级单位代码；

ｄ） ＸＸ：２位扩展编码。

６．２．５　报送单位联系电话

必选项，文本。

６．２．６　签发领导

必选项，文本。

６．３　事件信息

６．３．１　概述

事件信息〈ｉｎｆｏ〉提供了对当前突发事件的详细描述，包括：信息标题、报送时间、事件编码、事件原

因、事件描述、已采取措施、死亡人数、资源调度请求等。

６．３．２　信息标题

必选项，文本。

６．３．３　报送时间

必选项，时间。具体格式应符合６．５的要求。

６．３．４　报送类型

必选项，枚举值，取值为：

ａ）　０：首次报送；

ｂ）１：续报；

ｃ） ２：重报。

６．３．５　报送方式

必选项，枚举值，取值为：

ａ） １：电话报送；

ｂ）２：传真报送；

ｃ） ３：系统报送；

ｄ） ４：邮件报送；

ｅ） ０：其他。

６．３．６　事件编码

必选项。编码取值按照ＧＢ／Ｔ３５５６１要求执行。

６．３．７　事件等级

限定的枚举值，必选项。取值为：

ａ） １：特别重大；

ｂ）２：重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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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３：较大；

ｄ） ４：一般；

ｅ） ０：未知。

６．３．８　发生时间

必选项，时间。时间格式应符合６．５的要求。

６．３．９　发生地点

必选项，文本。应包含“行政区划描述”及“具体地址描述”两部分，以“行政区划描述＋具体地址描

述”的方式具体描述事件发生地点。其中应包含的要素按以下要求：

ａ） 行政区划描述部分应按层次描述事发地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市（地区、自治

州、盟）、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市辖区、林区、特区）。具体名称应与 ＧＢ／Ｔ２２６０中

的规定一致。

ｂ） 具体地址描述部分应细化至街道、乡镇、村庄名称等。具体名称应与 ＧＢ／Ｔ１０１１４中的规定

一致。

６．３．１０　事件原因

可选项，文本。

６．３．１１　事件描述

可选项，文本。

６．３．１２　已采取措施

可选项，文本。

６．３．１３　死亡人数

可选项，整数。

６．３．１４　受伤人数

可选项，整数。

６．３．１５　失踪人数

可选项，整数。

６．３．１６　受困人数

可选项，整数。

６．３．１７　经济损失

可选项，文本。

６．３．１８　资源调度请求

可选项，文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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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９　事发地点经度

可选项，小数。

６．３．２０　事发地点纬度

可选项，小数。

６．３．２１　事发地点高程

可选项。高度测量值以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基准面的平均海平面以上的米为单位。

６．３．２２　事件影响区域描述

必选项，文本。

６．３．２３　影响区域多边形

可选项。其中：

ａ）　值为多个坐标点对，用空格分隔；

ｂ） 描述多边形时，首尾为同一个点，为封闭图形。

６．３．２４　影响区域最低海拔高度

可选项。其中：

ａ） 如果与“最高海拔高度”元素一起使用，该值是范围的下限。否则，此值指定特定高度；

ｂ） 高程测量值以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为基准。

６．３．２５　影响区域最高海拔高度

可选项。其中：

ａ） 应与“最低海拔高度”元素组合使用；

ｂ） 高程测量值以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为基准。

６．３．２６　备注

可选项，文本。

６．４　附件

６．４．１　概述

附件〈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提供了和信息元素相关的附加信息，例如数字图像或音频文件。

６．４．２　附件描述

必选项，文本。当事件信息存在附件时，事件信息附件文件命名规则下：

报送单位名称＿报送时间＿事件编码＿事件等级＿附件类型＿附件编号．后缀

其中，报送单位名称、报送时间、事件编码及事件等级四个字段的编码与事件信息文件中相应字段

编码相同。其余字段如下：

ａ） 附件类型采用１位编码，取值如下：

１）　Ｐ：事件信息纸质批文扫描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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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Ｏ：其他。

ｂ） 附件编号，２位数字，对本事件信息所有上传的附件顺序编号，编号范围００～９９。

ｃ） 用户上传的附件的原始后缀名。

６．４．３　附件类型

可选项，文本。附件内容类型和子类型应符合ＲＦＣ２０４６的要求。

６．４．４　附件大小

必选项。单位为ｂｙｔｅ。

６．４．５　附加链接

可选项，附件的超链接地址。

６．４．６　加密附加链接

可选项，资源文件的ｂａｓｅ６４编码数据内容。其中：

ａ） 可以与通过单向（例如，广播）数据链路传输的消息中的〈ｕｒｉ〉字段一起使用或在经由ＵＲＩ检索

资源不可行时替代〈ｕｒｉ〉字段。

ｂ） 拟用于单向数据链路的客户端应支持此字段。

ｃ） 除非发送方确定所有直接客户端都能够处理它，否则不得使用此字段。

ｄ） 如果包含这个元素的消息被转发到双向网络，转发器应剥离〈ｄｅｒｅｆＵｒｉ〉字段，并且应该提取文

件内容，并提供一个〈ｕｒｉ〉链接到文件的可检索版本。

ｅ） 单向数据链路的提供者可以对该字段的使用附加限制，包括消息大小限制和关于文件类型的

限制。

６．４．７　校验码

附件内容的 Ｈａｓｈ码，可选项。采用ＳＨＡ１算法，并应符合ＦＩＰＳ１８０２的要求。用于判断附件是

否被篡改。

６．５　时间格式说明

采用［ｄａｔｅｔｉｍｅ］数据格式进行编码的字段应遵循以下格式：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ＩＸｚｈ：ｚｍ，时

间采用北京时，其中：

ａ） ＹＹＹＹ：年；

ｂ） ＭＭ：月；

ｃ） ＤＤ：日；

ｄ） ＨＨ：小时；

ｅ） ＭＩ：分钟；

ｆ） Ｘ：表示“＋”或者“－”，在ＵＴＣ时间之前的时区用“＋”，在ＵＴＣ时间之后的时区用“－”；

ｇ）ｚｈ：日期时间与ＵＴＣ时间偏移的小时数；

ｈ）ｚｍ：日期时间与ＵＴＣ时间偏移的分钟数。

６．６　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应遵循以下格式：代码由１５位构成，分为四段，代码的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国家

码以及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示居民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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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第四段为３位数字，表示网格代码。其具体格式为如表１所示。

表１　行政区划代码格式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ＺＺＺＺＺＺ Ｄ１Ｄ２Ｄ３ Ｄ４Ｄ５Ｄ６ ＸＸＸ

　　行政区划代码各段代码说明如下：

ａ）　ＺＺＺＺＺＺ：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按ＧＢ／Ｔ２２６０相关规定执行。

ｂ）　Ｄ１Ｄ２Ｄ３ 按ＧＢ／Ｔ１０１１４编制，其中的Ｄ１ 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２和３”表示乡，“４和

５”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

ｃ）　Ｄ２Ｄ３ 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具体划分如下：

１）　００１～０９９表示街道的代码，应在本地区的范围内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２）　１００～１９９表示镇的代码，应在本地区的范围内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３）　２００～３９９表示乡的代码，应在本地区的范围内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４）　４００～５９９表示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应在本地区的范围内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ｄ）　Ｄ４Ｄ５Ｄ６ 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１）　居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２）　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７　安全性

７．１　犡犕犔安全机制

事件信息是基于ＸＭＬ格式的，因此ＸＭＬ的安全机制可以用来保护和鉴别事件信息内容。

７．２　数字签名

事件信息的〈ｒｅｐｏｒｔ〉元素可以带有一个由ＸＭＬＳＩＧ（ＸＭ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ｙｎｔａｘ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描述

的签名，不允许使用ＸＭＬ的其他签名机制。

７．３　加密

事件信息可被加密，遵照ＸＭＬ加密语法和处理方法［ＸＭＬＥＮＣ］的规定。不能使用其他的ＸＭＬ

加密机制。传输层加密机制，可独立规定。

８　事件信息报送编码实例

事件信息发布编码实例参见附录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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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录
　
犃

（
规
范
性
附
录
）

事
件
信
息
编
码
各
字
段
编
码
规
范

事
件
信
息
各
个
字
段
编
码
规
范
见
表
Ａ
．１
。

表
犃
．１
　
事
件
信
息
字
段
编
码
规
范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
报
送
单
位
信
息
〉
（
〈 狉
犲
狆
狅狉
狋犲
狉
〉
）

１
报
送
单
位

信
息

狉犲
狆
狅狉
狋犲
狉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复
合
类
型

必
选

包
含
事
件
报
送
单

位
信
息
的
基
本

元
素

ａ
）
　
必
须
包
含
ｘ
ｍ
ｌｎ
ｓ
属
性
，
引
用
规
范
的
Ｕ
Ｒ
Ｎ
作
为
名
称
空
间

（ ｎ
ａ
ｍ
ｅｓ
ｐ
ａｃ
ｅ
）

ｂ
）
　
除
了
指
定
的
子
元
素
外
，
可
能
包
含
１
个
或
多
个
〈 ｉ
ｎｆ
ｏ
〉
块

１
．１

信
息
唯
一

标
识

犻犱
犲
狀狋
犻犳
犻犲
狉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ｄ
ｅ
ｎｔ
ｉｆ
ｉｅ
ｒ

字
符
串

必
选

事
件
消
息
唯
一

标
识

采
用
Ｕ
Ｕ
Ｉ
Ｄ
编
码
，
由
系
统
自
动
生
成
３
２
位
唯
一
编
码

３
６

１
．２

报
送
单
位

名
称

狉犲
狆
狅狉
狋
犇
犻狏
犻狊
犻狅
狀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Ｄ
ｉｖ
ｉｓ
ｉｏ
ｎ

字
符
串

必
选

事
件
信
息
报
送
单

位
名
称

使
用
机
构
全
称
（
包
括
地
域
和
机
构
名
称
）

３
０

１
．３

报
送
单
位

代
码

狉犲
狆
犇
犻狏
犆
狅
犱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ｒｅ
ｐ
Ｄ
ｉｖ
Ｃ
ｏ
ｄ
ｅ

字
符
串

必
选

事
件
信
息
报
送
单

位
编
码

编
码
应
遵
循
格
式
： Ｚ
Ｚ
Ｚ
Ｚ
Ｚ
Ｚ
Ｄ
Ｄ
Ｄ
Ｕ
Ｕ
Ｕ
Ｘ
Ｘ
，
其
中
：

Ｚ
Ｚ
Ｚ
Ｚ
Ｚ
Ｚ
：
县
及
县
以
上
行
政
区
划
代
码
，
按
Ｇ
Ｂ
／
Ｔ
２
２
６
０
相
关
规
定
执
行

Ｄ
Ｄ
Ｄ
： ３
位
一
级
单
位
代
码

Ｕ
Ｕ
Ｕ
： ３
位
二
级
单
位
代
码

Ｘ
Ｘ
： ２
位
扩
展
编
码

１
４

１
．４

报
送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狉犲
狆
狅狉
狋犲
狉
犘
犺
狅
狀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Ｐ
ｈ
ｏ
ｎ
ｅ

字
符
串

必
选

事
件
信
息
报
送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采
用
１
２
位
数
字
编
码
： Ｘ
Ｘ
Ｘ
Ｘ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
其
中
：

Ｘ
Ｘ
Ｘ
Ｘ
：
电
话
区
号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
电
话
号
码

１
２

１
．５

签
发
领
导

狊犻
犵
狀
犔
犲犪
犱
犲狉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ｓｉ
ｇ
ｎ
Ｌ
ｅａ
ｄ
ｅｒ

字
符
串

必
选

系
统
中
事
件
信
息

签
发
领
导

系
统
中
签
发
本
条
事
件
信
息
的
报
送
单
位
领
导

３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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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
事
件
信
息
〉
（
〈 犻
狀犳
狅
〉
）

２
事
件
信
息

犻狀
犳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复
合
类
型

必
选

包
含
“
事
件
信
息
”

主
题
的
所
有
子

元
素

ａ
）
　
每
个
〈 ｒ
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
应
包
含
一
个
〈 ｉ
ｎｆ
ｏ
〉

ｂ
）
　
除
指
定
元
素
外
，
〈 ｉ
ｎｆ
ｏ
〉
还
可
能
包
含
一
个
或
多
个
〈 ｒ
ｅｓ
ｏ
ｕ
ｒｃ
ｅ
〉
部
分

２
．１

信
息
标
题

犿
犲狊
狊犪
犵犲
犜
犻狋
犾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ｍ
ｅｓ
ｓａ
ｇ
ｅ
Ｔ
ｉｔ
ｌｅ

字
符
串

必
选

事
件
信
息
的
标
题

２
．２

报
送
时
间

狉犲
狆
狅狉
狋
犜
犻
犿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Ｔ
ｉ
ｍ
ｅ

时
间

必
选

事
件
信
息
的
报
送

时
间

参
见
６
．５
［ ｄ
ａｔ
ｅｔ
ｉ
ｍ
ｅ
］
格
式
说
明

纸
质
或
电
子
批
文
上
事
件
信
息
的
报
送
时
间

２
５

２
．３

报
送
类
型

狉犲
狆
狅狉
狋
犜
狔
狆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Ｔ
ｙ
ｐ
ｅ

字
符
串

必
选

限
定
的

枚
举
值

事
件
信
息
报
送
类

型
代
码

取
值
包
括
以
下
３
种
：

０
：
首
次
报
送

１
：
续
报

２
：
重
报

２
．４

报
送
方
式

狉犲
狆
狅狉
狋
犕
犲狋
犺
狅
犱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Ｍ
ｅｔ
ｈ
ｏ
ｄ

字
符
串

必
选

限
定
的

枚
举
值

事
件
信
息
报
送
方

式
代
码

取
值
包
括
以
下
４
种
：

１
：
电
话
报
送

２
：
传
真
报
送

３
：
系
统
报
送

４
：
邮
件
报
送

０
：
其
他

２
．５

事
件
编
码

犲狏
犲
狀狋
犜
狔
狆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Ｔ
ｙ
ｐ
ｅ

字
符
串

必
选

突
发
事
件
类
型

编
码

编
码
取
值
按
照
Ｇ
Ｂ
／
Ｔ
３
５
５
６
１
要
求
执
行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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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２
．６

事
件
等
级

犲狏
犲
狀狋
犌
狉犪
犱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Ｇ
ｒａ
ｄ
ｅ

字
符
串

必
选

限
定
的

枚
举
值

突
发
事
件
的
等
级

取
值
包
括
以
下
５
种
：

１
：
特
别
重
大

２
：
重
大

３
：
较
大

４
：
一
般

０
：
未
知

２
．７

发
生
时
间

犲狏
犲
狀狋
犜
犻
犿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Ｔ
ｉ
ｍ
ｅ

时
间

必
选

突
发
事
件
的
发
生

时
间

参
见
６
．５
［ ｄ
ａｔ
ｅｔ
ｉ
ｍ
ｅ
］
格
式
说
明

２
５

２
．８

发
生
地
点

犲狏
犲
狀狋
犘
狅狊
犻狋
犻狅
狀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Ｐ
ｏ
ｓｉ
ｔｉ
ｏ
ｎ

字
符
串

必
选

突
发
事
件
的
发
生

地
点
描
述

应
包
含
“
行
政
区
划
描
述
”
及
“
具
体
地
址
描
述
”
两
部
分
，
以
“
行
政
区
划

描
述
＋
具
体
地
址
描
述
”
的
方
式
具
体
描
述
事
件
发
生
地
点
。
其
中
应
包

含
的
要
素
按
以
下
要
求
：

ａ
）
　
行
政
区
划
描
述
部
分
应
按
层
次
描
述
事
发
地
所
属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特
别
行
政
区
）
、
市
（
地
区
、
自
治
州
、
盟
）
、
县
（
自
治
县
、
县
级

市
、
旗
、
自
治
旗
、
市
辖
区
、
林
区
、
特
区
）
。
具
体
名
称
应
符
合

Ｇ
Ｂ
／
Ｔ
２
２
６
０
中
的
规
定

ｂ
）
　
具
体
地
址
描
述
部
分
应
细
化
至
街
道
、
乡
镇
、
村
庄
名
称
等

２
．９

事
件
原
因

ｅ
ｖ
ｅ
ｎｔ
Ｏ
ｒｉ
ｇｉ
ｎ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Ｏ
ｒｉ
ｇｉ
ｎ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原

因
的
文
本
描
述

对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原
因
的
文
字
描
述

２
．１
０
事
件
描
述

ｅ
ｖ
ｅ
ｎｔ
Ｄ
ｅｓ
ｃｒ
ｉ ｐ


ｔｉ
ｏ
ｎ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
ｖ
ｅ
ｎｔ
Ｏ
ｒｉ
ｇｉ
ｎ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的
文
本

描
述

对
突
发
事
件
情
况
的
文
字
描
述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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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２
．１
１
已
采
取
措
施

ｔａ
ｋ
ｅ
ｎ
Ｍ
ｅａ
ｓ
ｕ
ｒ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ｔａ
ｋ
ｅ
ｎ
Ｍ
ｅａ
ｓ
ｕ
ｒｅ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应
对
措

施
的
文
本
描
述

对
突
发
公
共
事
件
已
采
取
措
施
的
文
字
描
述

２
．１
２
死
亡
人
数

ｄ
ｅａ
ｔｈ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ｄ
ｅａ
ｔｈ
Ｎ
ｕ
ｍ
ｂ
ｅｒ

整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死
亡

人
数

信
息
上
报
时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死
亡
人
数

单
位
：
人

２
．１
３
受
伤
人
数

ｗ
ｏ
ｕ
ｎ
ｄ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ｗ
ｏ
ｕ
ｎ
ｄ
Ｎ
ｕ
ｍ
ｂ
ｅｒ

整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受
伤

人
数

信
息
上
报
时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受
伤
人
数

单
位
：
人

２
．１
４
失
踪
人
数

ｄｉ
ｓａ
ｐ
ｐ
ｅ

ａｒ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ｄｉ
ｓａ
ｐ
ｐｅ
ａｒ
Ｎ
ｕ
ｍ
ｂｅ
ｒ

整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失
踪

人
数

信
息
上
报
时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失
踪
人
数

单
位
：
人

２
．１
５
受
困
人
数

ｌｏ
ｃ
ｋ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ｌｏ
ｃ
ｋ
Ｎ
ｕ
ｍ
ｂ
ｅｒ

整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受
困

人
数

信
息
上
报
时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受
困
人
数

单
位
：
人

２
．１
６
经
济
损
失

ｅｃ
ｏ
ｎ
ｏ
ｍ
ｙ
Ｌ
ｏ
ｓｔ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ｅｃ
ｏ
ｎ
ｏ
ｍ
ｙ
Ｌ
ｏ
ｓｔ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经
济
损

失
的
文
本
描
述

信
息
上
报
时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描
述

２
．１
７
资
源
调
度

请
求

ｓ
ｕ
ｐ
ｐ
ｏ
ｒ

ｔ
Ｒ
ｅ
ｑ
ｕ
ｅｓ
ｔ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ｓ
ｕ
ｐ
ｐ
ｏ
ｒｔ
Ｒ
ｅ
ｑ
ｕ
ｅｓ
ｔ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资
源
调

度
请
求
的
文
本

描
述

对
突
发
事
件
处
置
资
源
调
度
请
求
的
文
字
描
述

２
．１
８
事
发
地
点

经
度

ｅ
ｖ
ｅ
ｎｔ
Ｌ
ｏ
ｎ
ｇｉ


ｔｕ
ｄ
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ｌｏ
ｎ
ｇｉ
ｔｕ
ｄ
ｅ

小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地

经
度

描
述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地
点
的
空
间
经
度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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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２
．１
９
事
发
地
点

纬
度

ｅ
ｖ
ｅ
ｎｔ
Ｌ
ａ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ｌａ
ｔｉ
ｔｕ
ｄ
ｅ

小
数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地

纬
度

描
述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地
点
的
空
间
纬
度
信
息

２
．２
０
事
发
地
点

高
程

ｅ
ｖ
ｅ
ｎｔ
Ｅ
ｌｅ


ｖ
ａｔ
ｉｏ
ｎ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ａｌ
ｔｉ
ｔｕ
ｄ
ｅ

字
符
串

可
选

事
发
地
点
的
高
程

高
度
测
量
值
以
１
９
８
５
国
家
高
程
基
准
基
准
面
的
平
均
海
平
面
以
上
的
米

为
单
位

２
．２
１
事
件
影
响

区
域
描
述

ａｒ
ｅａ
Ｄ
ｅｓ
ｃ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字
符
串

可
选

影
响
区
域
的
文
本

描
述

对
突
发
事
件
影
响
区
域
的
文
字
描
述

２
．２
２
影
响
区
域

多
边
形

ｐ
ｏｌ
ｙ
ｇ
ｏ
ｎ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ｐ
ｏｌ
ｙ
ｇ
ｏ
ｎ

字
符
串

可
选

用
多
边
形
表
示
的

突
发
事
件
影
响

区
域

值
为
多
个
坐
标
点
对
，
用
空
格
分
隔

注
：
如
填
报
了
〈 ａ
ｒｅ
ａ
Ｄ
ｅｓ
ｃ
〉
，
则
此
项
应
为
必
选

２
．２
３

影
响
区
域

最
低
海
拔

高
度

ａｌ
ｔｉ
ｔｕ
ｄ
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ａｌ
ｔｉ
ｔｕ
ｄ
ｅ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影
响
区

域
的
特
定
或
最
小

高
度

ａ
）
　
如
果
与
〈 ｃ
ｅｉ
ｌｉ
ｎ
ｇ
〉
元
素
一
起
使
用
，
该
值
是
范
围
的
下
限
。
否
则
，
此

值
指
定
特
定
高
度

ｂ
）
　
高
度
测
量
值
以
１
９
８
５
国
家
高
程
基
准
基
准
面
的
平
均
海
平
面
以
上

的
米
为
单
位

注
：
如
填
报
了
〈 ａ
ｒｅ
ａ
Ｄ
ｅｓ
ｃ
〉
，
则
此
项
应
为
必
选

２
．２
４

影
响
区
域

最
高
海
拔

高
度

ｃｅ
ｉｌ
ｉｎ
ｇ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ｃｅ
ｉｌ
ｉｎ
ｇ

字
符
串

可
选

突
发
事
件
影
响
区

域
的
最
大
高
度

ａ
）
　
应
与
〈 ａ
ｌｔ
ｉｔ
ｕ
ｄ
ｅ
〉
元
素
组
合
使
用

ｂ
）
　
高
度
测
量
值
以
１
９
８
５
国
家
高
程
基
准
基
准
面
的
平
均
海
平
面
以
上

的
米
为
单
位

注
：
如
填
报
了
〈 ａ
ｒｅ
ａ
Ｄ
ｅｓ
ｃ
〉
，
则
此
项
应
为
必
选

２
．２
５
备
注

ｎ
ｏｔ
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ｎ
ｏｔ
ｅ

字
符
串

可
选

对
于
突
发
事
件
的

各
类
补
充
说
明

用
于
配
合
事
件
信
息
的
备
注
性
描
述

注
：
如
填
报
了
〈 ａ
ｒｅ
ａ
Ｄ
ｅｓ
ｃ
〉
，
则
此
项
应
为
必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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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
附
件
〉
（
〈 狉
犲狊
狅
狌
狉犮
犲
〉
）

３
附
件

狉犲
狊狅
狌
狉犮
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复
合
类
型

可
选

包
含
附
件
的
子

元
素

（
可
选
项
）

ａ
）
　
指
向
与
本
条
事
件
信
息
〈 ｉ
ｎｆ
ｏ
〉
元
素
相
应
的
一
个
补
充
文
件
，
可
以

使
图
像
或
者
声
音
等
文
件

ｂ
）
　
可
存
在
多
个

３
．１

附
件
描
述

狉犲
狊狅
狌
狉犮
犲
犇
犲狊
犮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Ｄ
ｅｓ
ｃ

字
符
串

必
选

附
件
文
件
名

系
统
根
据
用
户
上
传
的
附
件
自
动
生
成
的
与
事
件
信
息
文
件
名
匹
配
的

附
件
文
件
名

事
件
信
息
附
件
文
件
命
名
规
则
下
：

报
送
单
位
名
称
＿
报
送
时
间
＿
事
件
编
码
＿
事
件
等
级
＿
附
件
类
型
＿
附
件
编

号
．后
缀

其
中
，
报
送
单
位
名
称
、
报
送
时
间
、
事
件
编
码
及
事
件
等
级
四
个
字
段
的

编
码
与
事
件
信
息
文
件
中
相
应
字
段
编
码
相
同
。
其
余
字
段
如
下
：

ａ
）
　
附
件
类
型
采
用
１
位
编
码
，
取
值
如
下
：

①
　
Ｐ
：
事
件
信
息
纸
质
批
文
扫
描
件

②
　
Ｏ
：
其
他

ｂ
）
　
附
件
编
号
， ２
位
数
字
，
对
本
事
件
信
息
所
有
上
传
的
附
件
顺
序
编

号
，
编
号
范
围
０
０
～
９
９

ｃ
）
　
用
户
上
传
的
附
件
的
原
始
后
缀
名

３
．２

附
件
类
型

ｍ
ｉ
ｍ
ｅ
Ｔ
ｙ
ｐ
ｅ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ｍ
ｉ
ｍ
ｅｔ
ｙ
ｐ
ｅ

字
符
串

可
选

附
件
的
Ｍ
Ｉ
Ｍ
Ｅ
内

容
类
型
和
子
类
型

Ｍ
Ｉ
Ｍ
Ｅ
内
容
类
型
和
子
类
型
，
应
符
合
Ｒ
Ｆ
Ｃ
２
０
４
６
的
要
求

３
．３

附
件
大
小

狊犻
狕犲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ｓｉ
ｚｅ

整
数

必
选

附
件
文
件
大
小

ａ
）
　
附
件
的
文
件
大
小

ｂ
）
　
单
位
为
ｂ
ｙｔ
ｅ

ｃ
）
　
由
系
统
自
动
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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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１
（
续
）

序
号

名
　
称

文
件
识
别
项

层
次
关
系

属
性

可
选
／
必
选

定
　
义

注
释
／
取
值
范
围

字
节
数

３
．４

附
加
链
接

ｕ
ｒｉ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ｕ
ｒｌ

字
符
串

可
选

附
件
的
超
链
接

地
址

绝
对
Ｕ
Ｒ
Ｉ
，
通
常
是
用
于
可
通
过
Ｉｎ
ｔｅ
ｒ
ｎ
ｅｔ
检
索
的
统
一
资
源
定
位
符
；
或

使
用
相
对
Ｕ
Ｒ
Ｉ
，
用
于
命
名
〈 ｄ
ｅｒ
ｅｆ
Ｕ
ｒｉ
〉
字
段
的
内
容

３
．５

加
密
附
加

链
接

ｄ
ｅｒ
ｅｆ
Ｕ
ｒｉ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ｄ
ｅｒ
ｅｆ
ｕ
ｒｌ

字
符
串

可
选

资
源
文
件
的

ｂ
ａｓ
ｅ６
４
编
码
数
据

内
容

ａ
）
　
可
以
与
通
过
单
向
（
例
如
，
广
播
）
数
据
链
路
传
输
的
消
息
中
的
〈 ｕ
ｒｉ
〉

字
段
一
起
使
用
或
在
经
由
Ｕ
Ｒ
Ｉ
检
索
资
源
不
可
行
时
替
代
〈 ｕ
ｒｉ
〉

字
段

ｂ
）
　
拟
用
于
单
向
数
据
链
路
的
客
户
端
应
支
持
此
字
段

ｃ
）
　
除
非
发
送
方
确
定
所
有
直
接
客
户
端
都
能
够
处
理
它
，
否
则
不
得
使

用
此
字
段

ｄ
）
　
如
果
包
含
这
个
元
素
的
消
息
被
转
发
到
双
向
网
络
，
转
发
器
应
剥
离

〈 ｄ
ｅｒ
ｅｆ
Ｕ
ｒｉ
〉
字
段
，
并
且
应
该
提
取
文
件
内
容
，
并
提
供
一
个
〈 ｕ
ｒｉ
〉
链

接
到
文
件
的
可
检
索
版
本

ｅ
）
　
单
向
数
据
链
路
的
提
供
者
可
以
对
该
字
段
的
使
用
附
加
限
制
，
包
括

消
息
大
小
限
制
和
关
于
文
件
类
型
的
限
制

３
．６

校
验
码

ｄｉ
ｇ
ｅｓ
ｔ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ｅｒ

ｉｎ
ｆｏ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ｄｉ
ｇ
ｅｓ
ｔ

Ｈ
ａｓ
ｈ
编
码

可
选

附
件
内
容
的

Ｈ
ａｓ
ｈ
码

ａ
）
　
采
用
Ｓ
Ｈ
Ａ
１
算
法
，
并
应
符
合
Ｆ
Ｉ
Ｐ
Ｓ
１
８
０
２
的
要
求

ｂ
）
　
用
于
判
断
附
件
是
否
被
篡
改

ｃ
）
　
Ｓ
Ｈ
Ａ
１
规
范
Ｕ
Ｒ
Ｌ
： ｈ
ｔｔ
ｐ
：／
／
ｅ
ｎ
．ｗ
ｉｋ
ｉ ｐ
ｅ
ｄｉ
ａ
．ｏ
ｒ
ｇ
／
ｗ
ｉｋ
ｉ／
Ｓ
Ｈ
Ａ
１

ｄ
）
　
默
认
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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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事件信息报送编码实例

〈？狓犿犾狏犲狉狊犻狅狀＝＂１．０＂犲狀犮狅犱犻狀犵＝＂狌狋犳８＂？〉

〈犚犲狆狅狉狋狓犿犾狀狊＝＂犚犲狆狅狉狋犡犕犔犛犮犺犲犿犪狕犺．狓狊犱＂狓犿犾狀狊：狓狊＝＂犺狋狋狆：／／狑狑狑．狑３．狅狉犵／２００１／犡犕犔犛犮犺犲犿犪＂〉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狉〉狕犺２００８０８１２０７５２〈／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狉〉

　〈狉犲狆狅狉狋犲狉犇犻狏犻狊犻狅狀〉民政部（狑狑狑．犿犮犪．犵狅狏．犮狀）〈／狉犲狆狅狉狋犲狉犇犻狏犻狊犻狅狀〉

　〈狉犲狆狅狉狋犜犻犿犲〉２００８０８１２０７：５２０７：００〈／狉犲狆狅狉狋犜犻犿犲〉

　〈狉犲狆狅狉狋犕犲狋犺狅犱〉犅狔犉犪狓〈／狉犲狆狅狉狋犕犲狋犺狅犱〉〈！－－规定的枚举值〉

　〈狉犲狆狅狉狋犜狔狆犲〉犉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犚犲狆狅狉狋〈／狉犲狆狅狉狋犜狔狆犲〉〈！规定的枚举值〉

　〈狉犲狆狅狉狋犲狉犘犺狅狀犲〉０１０５８１２３１１４〈／狉犲狆狅狉狋犲狉犘犺狅狀犲〉

　〈狊犻犵狀犔犲犪犱犲狉〉姜力〈／狊犻犵狀犔犲犪犱犲狉〉

　〈狀狅狋犲〉四川汶川大地震伤亡情况报告，民政部汇总〈／狀狅狋犲〉

　〈犻狀犳狅〉

　　〈犿犲狊狊犪犵犲犜犻狋犾犲〉四川汶川大地震截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号伤亡情况报告〈／犿犲狊狊犪犵犲犜犻狋犾犲〉

　　〈犲狏犲狀狋犜狔狆犲〉１１犆０２〈／犲狏犲狀狋犜狔狆犲〉

　　　〈！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地震灾害天然地震事件〉

　　〈犲狏犲狀狋犌狉犪犱犲〉２〈／犲狏犲狀狋犌狉犪犱犲〉

　　〈！规定的枚举值〉

　　〈犲狏犲狀狋犜犻犿犲〉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１４：２８０７：００〈／犲狏犲狀狋犜犻犿犲〉

　　〈犲狏犲狀狋犘狅狊犻狋犻狅狀〉四川省汶川县〈／犲狏犲狀狋犘狅狊犻狋犻狅狀〉

　　〈犱犲犪狋犺犖狌犿犫犲狉〉６９２２５〈／犱犲犪狋犺犖狌犿犫犲狉〉

　　〈狑狅狌狀犱犖狌犿犫犲狉〉３７４６４０〈／狑狅狌狀犱犖狌犿犫犲狉〉

　　〈犱犻狊犪狆狆犲犪狉犖狌犿犫犲狉〉１７９３９〈／犱犻狊犪狆狆犲犪狉犖狌犿犫犲狉〉

　　〈！〈犾狅犮犽犖狌犿犫犲狉〉〈／犾狅犮犽犖狌犿犫犲狉〉受困人数本报送不涉及〉

　　〈！〈犲犮狅狀狅犿狔犔狅狊狋〉〈／犲犮狅狀狅犿狔犔狅狊狋〉经济损失本报送不涉及〉

　　〈！〈犪狉犲犪犇犲狊犮〉〈／犪狉犲犪犇犲狊犮〉影响区域本报送不涉及〉

　　〈！〈犲狏犲狀狋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犲狏犲狀狋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时间描述本报送不涉及〉

　　〈！〈犲狏犲狀狋犗狉犻犵犻狀〉〈／犲狏犲狀狋犗狉犻犵犻狀〉事件原因本报送不涉及〉

　　〈！〈狋犪犽犲狀犕犲犪狊狌狉犲〉〈／狋犪犽犲狀犕犲犪狊狌狉犲〉已采取措施本报送不涉及〉

　　〈！〈狊狌狆狆狅狉狋犚犲狇狌犲狊狋〉〈／狊狌狆狆狅狉狋犚犲狇狌犲狊狋〉资源调度请求本报送不涉及〉

　　〈犖狅狋犲〉其中统计人数包含四川＼陕西＼甘肃等所有受灾省份〈／犖狅狋犲〉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犇犲狊犮〉〈／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犇犲狊犮〉

　　　〈犿犻犿犲犜狔狆犲〉〈／犿犻犿犲犜狔狆犲〉

　　　〈狊犻狕犲〉〈／狊犻狕犲〉

　　　〈狌狉犻〉〈／狌狉犻〉

　　　〈犱犲狉犲犳犝狉犻〉〈／犱犲狉犲犳犝狉犻〉

　　　〈犇犻犵犲狊狋〉〈／犇犻犵犲狊狋〉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本报送不涉及附件，参考暴雨事件实例〉

　　〈！〈犪狉犲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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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犪狉犲犪犇犲狊犮〉〈／犪狉犲犪犇犲狊犮〉

　　　〈狆狅犾狔犵狅狀〉〈／狆狅犾狔犵狅狀〉

　　　〈犮犻狉犮犾犲〉〈／犮犻狉犮犾犲〉

　　　〈犵犲狅犮狅犱犲〉〈／犵犲狅犮狅犱犲〉

　　　〈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犪犾狋犻狋狌犱犲〉

　　　〈犮犲犻犾犻狀犵〉〈／犮犲犻犾犻狀犵〉

　　　〈犾狅狀犵犻狋狌犱犲〉〈／犾狅狀犵犻狋狌犱犲〉

　　　〈犾犪狋犻狋狌犱犲〉〈／犾犪狋犻狋狌犱犲〉

　　〈／犪狉犲犪〉本报送不涉及区域范围，参考暴雨事件实例〉

　〈／犻狀犳狅〉

〈／狉犲狆狅狉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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