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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保障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 是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刊开辟物资储备专栏,连续刊载应急物资储备相关
理论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栏目通过介绍应急物资储备的政策制度、资源投入、地方实践、
技术支撑等工作,以期为各地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受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复合极端事件频发,给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介绍了
不同类型复合极端事件的衍生机理和演化特征,提出复合极端事件对应急物资的储备灵活
性、调配时效性、跨区域应急处置协同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并探索了覆盖“物资储备 +应
急物流 +信息支撑”多体系、兼具系统性与高适应性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路径。

随着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持续完善，我国应

对重大灾害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正在加速显现，导致极

端事件趋强趋重趋频。相比单一的极端事件，由

多个极端事件时空交织叠加的复合极端事件往往

更具破坏性，增加了应急处置的难度，使得应急

物资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如何结合复合极端

事件衍生机理和演化特征，明确其对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建设的更高要求，进而探索出兼具系统性

面向复合极端事件应对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路径
■　徐文杰  李龙飞  索玮岚  孙晓蕾

与高适应性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路径，对于

全面提升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的防灾减灾救灾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解析复合极端事件的衍生机理与演化特征

科学地解析复合极端事件的衍生机理和演化

特征，是提升应急物资储备与调配水平以及应急

处置能力的重要前提。从衍生机理来看，复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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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事件涉及驱动因子复合型、时间复合型和空间

复合型等不同类型。具体来说，驱动因子复合型

极端事件是指多个驱动因子在同一地点同时出现

的极端事件。例如，四川在 2022 年夏季持续高

温干旱，经历了“高温 - 干旱”驱动因子复合型

极端事件。2008 年南方特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和 2016 年的强寒潮事件则是“低温 - 冷冻”驱

动因子复合型极端事件。更复杂的情形如 2021

年 7 月台风“烟花”与天文大潮叠加，导致华东

地区风暴潮、强降雨及洪水等多灾并发，为风、

暴、潮、洪“四碰头”驱动因子复合型极端事件。

时间复合型极端事件则是指多个极端事件驱动因

子在同一时间连续或相继出现，形成持续的极端

天气或气候效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旱涝急转复

合型极端事件，如 2024 年 6 月河南经历前半月

的干旱灾害，随后半月又突遭洪涝灾害。空间复

合型极端事件是指同一极端事件驱动因子在多个

地区同时出现，导致广泛的区域性影响。例如，

2024 年 5 月至 6 月上旬，河南、山东、云南多

地同时遭遇干旱，2023 年 7 月京津冀和东北多

地同时暴发洪涝灾害，均为空间复合型极端事件。

复合极端事件的演化过程具有显著的级联效

应，其核心在于多个驱动因子在时间或空间上叠

加交织，形成多灾并发和次生灾害频发的复杂

灾害链。这类事件的演化通常始于台风、强降雨

或极端高温等单一极端事件驱动因子，但由于基

础设施的损毁、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应急资源的

紧缺，反而为随后的次生灾害创造了条件。次生

灾害的产生与蔓延进一步加剧了极端事件的破坏

力，给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带来了持续压力。例如，

强降雨不仅直接引发洪涝灾害，还可能导致泥石

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甚至造成交通运输中

断、供电供水系统瘫痪。这不仅使初期救援工作

难以展开，导致应急物资调配困难，也进一步削

弱了后续物资供应的时效性，使得应急物资保障

在空间和时间上都面临极大挑战。

复合极端事件的演化过程还具有显著的非线性

特征。灾害的发展并非线性递进，而是随着多个极

端事件驱动因子的相互作用呈现出突变和扩散的趋

势，且发展路径难以准确预测。单一极端事件在

多个驱动因子的作用下，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

扩散并引发跨区域的次生灾害。例如，强台风登

陆后，降雨量剧增可能在上游引发洪涝灾害，并

通过河流系统迅速蔓延至下游地区，导致洪水沿

途扩散，多个区域几乎同时受到严重威胁。复合

极端事件在时间上的突发性和在空间上的广域扩

散性，超出了传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预设范围

和响应能力范围，使得多个区域应急物资的供需

关系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错配，造成局部资源的

高度紧张，进而显著增加了应急物资调配的难度。

明确复合极端事件对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提出

的更高要求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提出

要“建立跨部门应急物资保障联动机制，健全跨

区域应急物资协同保障机制”。当前，我国已积

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并通过优化应急

物资储备库布局来保障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应急

物资需求、支撑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但

复合极端事件固有的多灾种叠加性、级联演化性、

强破坏性、动态性、突发性和广域扩散性等典型

特征，加大了应急物资保障工作的难度，对应急

物资储备灵活性、应急物资调配时效性、跨区域

应急处置协同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复合极端事件的叠加性和级联演化性，

对应急物资储备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

当前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多以单一灾种为主，应急

物资储备种类相对固定，社会化储备、产能储备能

力有待提升，难以迅速响应复合极端事件情景下多

灾并发的多元物资需求。以旱涝急转时间复合型极

端事件为例，其要求同时储备抗旱设备与洪涝抢险

应急物资，而风、暴、潮、洪“四碰头”驱动因子

复合型极端事件则要求考虑建筑加固、排涝救援

等应对不同灾种的应急物资供给。另一方面，当

前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尚不具备动态调整的能力，

尤其是在次生灾害频发情况下，受到反馈机制的

驱动，复合极端事件的级联演化将进一步加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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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难度。应急物资从初期的基础生活医疗保

障需求逐步转变为更为复杂多元的次生需求，如

专业救援设备、卫生防疫物资和设施修复材料，

这也加剧了应急物资供需错配的风险。

（二）复合极端事件的强破坏性和动态性，对

应急物资调配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复

合极端事件的发生往往会破坏交通、通信和能源等

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进而直接影响应急物

资调配和救援行动的时效性。伴随着复合极端事

件的动态变化，关键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还可能

进一步加剧，形成“灾害阻碍救援—救援滞后加

剧灾害”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应

急物资调配体系对陆路运输依赖较大，在遭遇大范

围的道路基础设施损毁时，空中和水上运输能力尚

不足以支撑复合极端事件的应急处置。例如，洪涝

灾害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叠加的复

合极端事件，不仅会破坏关键交通枢纽，还可能阻

断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使应急物资的陆路运输

体系陷入瘫痪，致使应急物资调配滞后的问题愈

加突出，并进一步导致应急响应滞后，从而严重

制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三）复合极端事件的突发性和广域扩散性，

对跨区域应急处置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

面，当前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主要依赖政府的

分级管理，跨区域协同机制相对滞后。在复合极

端事件快速扩散、影响区域较为广泛时，难以迅

速响应并发的应急物资调配需求。另一方面，应

急管理、水利、气象及医疗等政府部门的职能差

异较大，应急保障任务不一，跨部门、跨行业的

应急物资储备和调配信息仍较为分散。目前，信

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这就导致应急物资储备和调配过程脱节，难以形

成合力，从而不利于充分发挥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的整体效能。

1. 2023 年 3 月 8 日，广西梧州，小学生在梧州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参观    澎湃影像 /图
2. 4 月 28 日，广西柳州，工作人员在防汛物资仓库检查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情况  澎湃影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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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覆盖“物资储备 + 应急物流 + 信息支撑”

多体系的优化路径

面对复合极端事件对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

设提出的更高要求，运用系统思维明确覆盖“物

资储备 + 应急物流 + 信息支撑”多体系的优化

路径，以便全面提升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

物资保障体系的防灾减灾救灾效能。

（一）构建“分类储备、分层管理、动态调整”

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第一，依据复合极端事

件的不同灾害场景和次生灾害特征，制定分类

储备清单，确保生活必需、医疗救援、公共卫

生防护、关键基础设施修复相关应急物资的全

面覆盖。第二，基于复合极端事件相关历史数

据和区域脆弱性分析，推行“高发区重点储备、

低发区灵活调度”的分层管理模式，扩大对洪

水并发、旱涝急转以及特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并发等复合极端事件高发区的应急物资储备规

模，并探索低发区“平急两用”仓储设施建设

新模式。第三，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面向复合极端事件的应急物资需求动态管

理系统，实施“预警触发 - 储备优化 - 实时响应”

的联动机制，实现应急物资的前置布局与高效

调配。

（二）完善“空 - 地 - 水”一体化应急物流

体系。第一，以“空中快速响应 - 地面精准配

送 - 水路应急支援”为核心，构建复合型应急物

流网络，提高复合极端事件发生后交通中断情况

下的应急物资配送效率，确保应急救援通道畅通

无阻。第二，结合复合极端事件高发区的交通现

状，预先规划多层次、跨区域的应急物流通道，

以保障主要通道受阻时的应急物资运输畅通。第

三，构建“机场 - 道路 - 港口”关键交通基础设

施应急通行能力评估体系，提升关键交通基础设

施应对复合极端事件的韧性，确保应急物资运输

链路的高效复原和灵活调度。

（三）搭建“数据驱动、资源共享”的跨

区域应急信息支撑体系。第一，建立“政府 -

企业 - 社会”多主体共同应对复合极端事件的

联合体，推动区域间应急物资协调与联防联控，

实现应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动态平衡。第二，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潜在复合极端事件

的精准识别能力，厘清复合极端事件的演化机

理。第三，打破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

的“信息孤岛”，实现复合极端事件监测、应

急物资储备状态与调配进展的实时同步。通过

平台集成各类数据资源，提升跨区域应急物资

调配的透明度与协同性，确保应急物资供需的

精准匹配。第四，完善“跨区域应急物资联动

与互助协议”机制，推动不同省、市之间签订

应急物资互助协议，搭建“区域调度互补、资

源共享联动”的跨区域调度框架来共同应对复

合极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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