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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895《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用水域安全标志;
———第2部分:海滩安全旗颜色、形状、含义及性能的规范;
———第3部分:使用指南。
本部分为GB/T25895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5895.3—2010《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3部分:使用原则与要求》。本

部分与GB/T25895.3—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2894、GB/T2893.4、GB/T20501.6、GB/T31523.1(见第2章);
———将术语“沙滩”更改为“海滩”(见3.1,2010年版的3.1);
———将术语“沙滩安全旗”更改为“海滩安全旗”(见3.2,2010年版的3.2);
———删除了“绿旗”的使用要求(见2010年版的6.2.1);
———增加了海啸标志系统的规划和海啸标志的使用内容(见8.1和8.2,2010年版的第8章);
———修改了附录B,简化有关英文字体的内容,增加中文字体表述的内容(见附录B,2010年版的附

录B);
———删除了附录C(见2010年版的附录C)。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0712-3:2014《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3部分:使用

指南》。
本部分与ISO20712-3:2014相比,存在如下结构变化: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的术语3.3、3.4、3.7和3.8,新增术语“风险评估”;
———将部分段落以条文形式表述;
———附录由5个减少为4个。
本部分与ISO20712-3: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93.4、GB/T31523.1、GB/T25895.1和GB/T25895.2分

别代替ISO3864-4、ISO7010、ISO20712-1和ISO20712-2;

  ● 用GB/T10001和GB/T15565代替ISO7001和ISO17724;

  ● 增加引用了GB2894、GB5768.2、GB/T20501.6。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正文中的图1和图4,其他图的编号顺延;
———修改了标准中的示例图;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C。
本部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永权、白殿一、汪黎明、张微微、邹传瑜、张亮。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5895.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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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3部分:使用指南

  重要提示:GB/T25895的本部分电子文件中所呈现的颜色不能当作实际颜色在屏幕上观看或用于

印刷。虽然本部分中颜色的使用符合要求(根据目测检验在允许偏差内),但印刷版本不能用于颜色匹

配。有关颜色的要求请查阅GB/T2893.4,该部分在给出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的同时给出了引自色序

系统的颜色参考值。

1 范围

GB/T25895的本部分给出了在水环境中选择和使用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的指南。本部分

不仅给出了关于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的设置地点、安装位置、照明及维护的指南,同时也给出了

集合标志设计和设置的指南。
本部分适用于水环境中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的选取和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公路及水上交通中使用的交通标志,也不适用于射击场使用的旗帜或指示水质的

旗帜。本部分不涉及疏散标志及其照明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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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93.4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GB/T2893.4—2013,ISO3864-4:2011,MOD)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T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20501.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6部分:导向标志

GB/T25895.1 水域安全标志和沙滩安全旗 第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用水域安全标志

(GB/T25895.1—2010,ISO20712-1:2008,MOD)

GB/T25895.2 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2部分:海滩安全旗颜色、形状、含义及性能的规

范(GB/T25895.2—2020,ISO20712-2:2007,MOD)

GB/T31523.1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GB/T31523.1—2015,ISO7010:2011,

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25895.2和GB/T155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

复列出了GB/T25895.2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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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滩 beach
在海边由砂质沉积物构成的岸线或斜岸区域。
[GB/T25895.2—2020,定义3.1]

3.2 
海滩安全旗 beachsafetyflag
一端在旗杆或绳索上固定,通过颜色与几何形状的组合来传递特定的安全信息且在海滩上使用的

旗帜。

  注:海滩安全旗可使用辅助支撑,如水平支撑等。

[GB/T25895.2—2020,定义3.2]

3.3 
池体 poolbasin
<游泳池>可进行与水有关活动的水池。

3.4 
池缘 poolsurround
<游泳池>池体周边供出入池体的区域及常规通行空间。

3.5 
风险评估 riskassessment
在现有风险控制条件下对危险源进行识别并对由这些危险源所引起的健康和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的

过程。

4 安全标志和安全旗的选择和设置

4.1 风险评估

宜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择和使用安全标志和安全旗。风险评估时宜考虑以下具体问题:

a) 水域环境的危险及相关风险;

b) 相关法律或规定;

c) 水域环境的运营和管理;

d) 使用者及其可预知的行为。

在特定环境中,进行风险评估时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

  注:使用者可能对周围环境不熟悉、没有佩戴常规的矫正眼镜或赤脚行走等。

宜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编制一份详尽的需求说明,并将其作为详细设计的基础及选择和使用安全

标志和海滩安全旗的规范。

4.2 设置

4.2.1 水域安全标志和集合标志

设置的水域安全标志和集合标志宜便于使用者认清危险,并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危险。设

置水域安全标志和集合标志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a) 危险源所在位置及与危险相关的标志;

b) 设施入口的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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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标志的位置;

d) 可能遮挡标志或转移人们对标志注意力的建筑特征、装饰、建筑物、植物或人群所在的位置;

e) 正常及停电状态时的照明水平及特点;

f) 适宜与水域安全标志一起使用的辅助文字;

g) 适宜呈现在集合标志上的信息。

4.2.2 海滩安全旗

设置的海滩安全旗宜便于使用者认清危险,并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危险。设置海滩安全旗

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a) 危险源的性质、位置及与危险相关的标志;

b) 水上活动的区域或边界;

c) 可能遮挡安全旗或转移人们对安全旗注意力的建筑物、海滩设施或植物所在的位置;

d) 旗杆的位置;

e) 适宜呈现在集合标志上的信息,例如,对安全旗含义的解释或对救生服务的说明等。

5 水域安全标志

5.1 水域环境中的一般要求

5.1.1 通则

5.1.1.1 规划水域安全标志系统时宜确认危险源所在的位置。

5.1.1.2 水域安全标志宜符合GB/T25895.1的规定。当需要使用其他安全标志时,宜从GB/T31523.1
或GB2894等标准中选取。安全标志材料宜符合GB/T2893.4规定的色度和光度要求。

5.1.1.3 安全标志所需的标志高尺寸,宜由不同外部照明条件下的最大观察距离和相关距离因数z(参
见附录A中表A.1)确定。

5.1.1.4 规划水域安全标志系统时宜考虑到以下原则,水域安全标志宜:

a) 醒目地设置在正常视野范围内;

b) 与周围环境形成明显对比;

  注:可通过使用标志衬边或将标志安装在颜色与周围环境形成明显对比的标志载体上来增加对比度和醒目度。

c) 在危险周围区域的任何位置都可见;

d) 在合理的前提下,在整个水域环境设施中以相同的高度设置;

e) 在条件适宜时,优先级高于除疏散路线标志外的所有其他标志;

f) 不因其设置而形成新的危险源;

g) 在条件适宜时,设置在水深急剧变化的位置;

h) 在条件适宜时,使用照明确保标志清晰和可见。

5.1.1.5 不宜在同一位置设置过多的安全标志,以避免迷惑或导致某些安全信息易被忽略或不易理解。

5.1.2 安装高度

安全标志无论附着式安装还是悬挂式安装,以下原则均能够帮助设施的使用者预知安全标志的

位置:

a) 标志宜安装在与观察者视野法向中心线垂直的平面上,且安装位置宜尽可能接近观察者的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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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法向中心线。以站立的成年观察者为例,视野法向中心线的平均高度为观察者所处地面水

平面上方1.5m,标志安装的高度范围宜为观察者注视标志的视线与视野法向中心线所形成

的偏移角上下均约为5°的范围。

b) 安装的立柱式或悬挂式标志不宜对人群构成潜在危险。

c) 标志前方的空地上不宜存在任何障碍物,以便使视力障碍者或未佩戴矫正眼镜的人能够走近

标志以缩短他们的观察距离。

5.1.3 照明

5.1.3.1 如果提供人工照明,无论在正常状态还是停电状态下都宜确保标志的有效照度。

5.1.3.2 某些类型的光源不能保证有效的颜色识别,例如低压钠灯,因此不宜用作水域安全标志的照明

光源。

5.1.3.3 如果标志通过外部人工光源照明,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标志外表面的垂直照度不宜小于100lx。

5.1.4 标志高和最大观察距离

5.1.4.1 标志在最大观察距离上宜醒目、清晰。标志达到醒目和清晰所必需的标志高取决于标志的观

察距离和照度。表1给出了标志高的测量方法。

  注:在外部环境中,可通过使用具有较高颜色对比度的衬边或背景色使标志更加醒目。

表1 标志高h的测量方法

标志类型

安全状况标志 指令标志 禁止标志 警告标志

5.1.4.2 标志所需的最大观察距离宜由标志在该区域内的位置决定,并宜考虑到视力正常和视力障碍

者的需求。表A.1给出了在不同照明条件下及不同视敏度时的距离因数z。
对于特定的标志高h,推荐的最大观察距离可按照公式(1)计算:

l=zh …………………………(1)

  式中:

l———观察距离,单位为毫米(mm);

z———距离因数(见表A.1);

h———标志高,单位为毫米(mm)。

表2给出了在常规或自然照明条件下,不同的最小标志高所对应的最大观察距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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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常规或自然照明条件下最小标志高对应的最大观察距离

最小标志高

mm

最大观察距离

m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60 3.6 0.36

80 4.8 0.48

120 7.2 0.72

180 10.8 1.08

240 14.4 1.44

5.1.4.3 当最大观察距离的数值落在表2中相邻的两个数值之间时,宜选用两个最小标志高中的较大

者。表2中的最大观察距离与注视标志的视野法向中心线相关。当视线与视野法向中心线成α 角时,
最大观察距离将因缩小系数cosα而减少。

5.1.4.4 合适的观察距离宜使观察者接触危险之前就能获悉潜在的危险、安全防范措施和(或)为避免

危险所需采取行动的信息。

5.1.4.5 在设施内部,标志的尺寸变化宜控制在最低限度。

5.1.5 辅助文字的使用

辅助文字有助于确保人们充分理解水域安全标志的含义并可传递附加信息。有关辅助文字的使用

参见附录B。

5.1.6 构造的耐久性和适宜性

宜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标志。

  注:GB/T26443对安全标志的性能和耐久性进行了规定。

宜考虑到的因素如下:

a) 基础材料的耐久性;

b) 标志内容的耐久性;

c) 色牢度;

d) 防破坏性(例如,来自游泳者或清洁时的破坏);

e) 耐水性;

f) 抗腐蚀性(例如,来自海水的腐蚀);

g) 防涂鸦性;

h) 阻燃性;

i) 配件的类型及适宜性;

j) 抗风压性。
安装的标志宜适合预期的环境条件。
安装者和设计者宜就以上方面从厂商处寻求足够的保障。

5.1.7 维护

标志宜定期清洗和目视检查,如有故障宜采取修补措施。已毁坏或褪色的标志宜进行更换。不再

需要某个标志时,宜取消该标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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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游泳池环境下的设置要求

标志系统的设计者宜确定与游泳池及其设备相关的危险源的位置。宜考虑以下原则:

a) 标志的设置位置宜确保使用者入水前在池缘及入水后在池体中都能看见该标志。

b) 水深标记的数量和位置宜根据游泳池的大小及其外形确定。在浅水端和深水端宜设有水深标

记,其他标记宜沿着游泳池的长度方向设置。

c) 标志可安装在地板上,标志的朝向宜便于位于池缘的人面向水中时观看,标志与池体边的距离

宜在0.5m范围内。

d) 在地板水平面上和池体边上设置的所有标志都不宜剐蹭或妨碍使用者。

e) 标志可安装在水面与池体边缘之间的墙壁上,并宜与池缘范围内安装在地面上的标志对齐。

  注:例如,可使用以下标志:
———“禁止跑动”(GB/T25895.1—2010,4-01),用在池缘和其他地面上有水的区域;
———“禁止跳水”(GB/T25895.1—2010,4-05),用在游泳池池缘的适当位置;
———水的深度:“当心深水”(GB/T25895.1—2010,5-05);“当心浅水(跳水)”(GB/T25895.1—2010,5-06);“当

心水下坡度陡降”(GB/T25895.1—2010,5-08)。

6 海滩安全旗

6.1 一般要求

6.1.1 海滩安全旗宜符合GB/T25895.2的规定。海滩安全旗宜安放在所有观察者都能看见的位置。

  注:观察距离会随气候和光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旗帜的安放位置可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6.1.2 为确保水域使用者和公众都能明白海滩安全旗的功能,宜使用文字对海滩安全旗的含义进行解

释。文字解释宜设置在旗杆上、沿海滩设置的集合标志上或海滩的出入口处。附录C给出了海滩安全

旗的设置示例。

6.1.3 宜由熟悉当地环境且有资质的合适人员使用和操作海滩安全旗。

6.2 海滩安全旗的使用

6.2.1 红旗

当不安全的水域环境对游泳和其他水上形成安全风险时,宜使用红旗。此类不安全的水域环境是

指出现类似强浪和(或)强洋流等情况。该旗沿海滩设置,用于标明游泳者不宜入水或不宜进行其他水

上活动的区域。

6.2.2 黄旗

当需要给出某种一般性的警告时,宜使用黄旗。在该旗附近宜设置一个标志,用于给出有关海滩和

游泳区域的补充信息以及其他特定的最新信息。

6.2.3 红黄条形旗

红黄条形旗宜成对使用,用于标明沿海滩监督和巡逻最严密的区域,该区域仅限于进行游泳和趴板

冲浪活动。用于表示有救生员巡逻区域的红黄条形旗的设置位置宜由有资质的救生员指定。当没有救

生员巡逻时,可使用单独一面红黄条形旗表示有救生员值勤。单独的红黄条形旗宜设在有救生员值勤

的救生站或瞭望台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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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黑白方格旗

当需要在海滩上标明可使用冲浪板或其他水上小艇的水面区域或区域的边界时,宜使用黑白方格

旗。该旗宜设置在红黄条形旗所标明的游泳区或趴板冲浪区域之外。

6.2.5 红白方格旗

当需要表示因紧急情况人们宜离开这片水域时,宜使用红白方格旗。这些紧急情况包括危险的海

洋生物、有毒物质泄露引起的水质污染或发现本区域内存在某种水下危险等。

6.2.6 橙色风向袋

当在风力较大的不安全水域环境中使用充气式休闲用具有危险时,宜使用橙色风向袋。该旗帜设

置在海滩上,用于标明禁止在水面上使用充气物品。

6.3 海滩安全旗的材质

制作海滩安全旗的材料宜符合GB/T25895.2的规定。

6.4 海滩安全旗的尺寸、悬挂、升旗和降旗

6.4.1 尺寸

旗帜不宜小于GB/T25895.2中规定的最小尺寸。旗帜的大小宜足以使其在风中飘扬而又不会引

发危险。

6.4.2 悬挂

6.4.2.1 旗帜的最低悬挂高度宜有助于防止对旗帜的人为损坏并防止因旗帜在人的头部位置来回摆动

而导致的伤害。

6.4.2.2 旗帜都宜系在直立的旗杆上,当旗帜低垂时旗帜的最低点与其周围最近地面的距离不宜小于

2.1m。在使用橙色风向袋的情形中,旗帜的最低点与其周围地面的最小距离不宜小于2.3m。

6.4.2.3 旗帜宜安放在海滩上和水中人都能容易看到的位置。旗帜宜悬挂得足够高,以使任何障碍物

都不会遮挡旗帜。

6.4.2.4 旗帜宜安放在没有其他建筑物遮挡或可能被出现的动物或植物遮挡的位置,以便确保旗帜的

显著性。

6.4.2.5 旗帜的安放位置宜谨慎选取,以确保旗帜本身尤其是旗杆不会对人身构成危险。

6.4.3 升旗和降旗

6.4.3.1 升旗和降旗宜由熟悉当地环境的有资质的合适人员操作。

6.4.3.2 由于每天的环境状况不同,在一天之内也会有变化,因此宜对环境进行监测并相应地升旗和降

旗。当使用旗帜划分海滩某一区域或水上活动的区域时,宜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并随环境条件的改变

将旗帜移到合适的位置。

6.4.3.3 由于需要人员现场监测环境情况并可能更换旗帜,因此每天宜在预先指定并广泛公布的时段

对旗帜进行操作。旗帜的使用也与季节性活动有关。

6.5 旗杆的选择和固定

宜选择适当的材料制作旗杆,旗杆宜牢固固定,以便在该区域主要气候条件和旗杆位置的环境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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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杆足够稳固。

  注1:可用长钉钉入沙中或者把旗杆放置在基座上使旗杆稳固。

  注2:如果把旗帜固定在基座上,基座也可用于展示安全信息。

6.6 旗帜和旗杆的检查和维护

由于旗帜的使用寿命有限,尤其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宜定期对旗帜和旗杆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旗

帜有破损或褪色则宜更换。

6.7 旗帜的贮存

如果需要贮存旗帜(例如在季节结束时),在贮存前宜确保旗帜完全干燥。旗帜宜贮存在干燥的环

境中并远离热源及化学物品。贮存的旗帜在重新使用前宜仔细检查。

7 集合标志

7.1 一般要求

7.1.1 规划水域安全标志系统时宜明确所需集合标志的类型及其设置地点。

7.1.2 在编制和设计水域安全标志系统方案时,宜考虑7.2.1~7.2.6给出的指南和原则。集合标志的

设计宜符合7.3.1~7.3.4中给出的基本设计模板。

7.2 信息的呈现

7.2.1 通则

7.2.1.1 信息的呈现形式非常重要,这关系到人们如何理解集合标志并对其做出反应。信息的布局和

呈现方式在一组集合标志中宜保持一致,这有助于人们阅读标志并尽快做出决定。按类别将信息分组

会使其更容易获得理解。在集合标志上,宜使用网格结构呈现信息内容。

7.2.1.2 为使集合标志适应特定的水域环境,集合标志宜以最适合的方式制作和固定。与集合标志构

造有关的考虑因素见5.1.6。

7.2.2 字体

附录B给出了辅助文字字体的使用建议。

7.2.3 文字尺寸

7.2.3.1 多种因素决定着标志上文字尺寸的选择。宜考虑的因素包括:

a) 预期的观察距离;

b) 阅读标志的速度;

c) 标志的设置位置;

d) 选择的字体;

e) 标志的颜色等。

7.2.3.2 由于不同类型的标志及标志内不同分区的观察距离不同,所以选取不同的文字尺寸是非常必

要的。最小字高的选择宜考虑到视力正常者和视力障碍者的需要。

7.2.3.3 中文最小字高宜由所需的最大观察距离除以表A.2中给出的相关距离因数得出,字母最小字

高宜由所需的最大观察距离除以表A.3中给出的相关距离因数得出。当文字多于一行时,文字的总行

高(包括行间距)不宜大于标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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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4 中文的最小字高宜为30mm,大写字母的最小字高宜为15mm。

  注:中文如果多于一行,文字的最大观察距离可能会小于图形标志的最大观察距离。

7.2.4 颜色

7.2.4.1 在标志方案中使用颜色可为该方案建立一种视觉外观。集合标志需要在水域环境中易于发

现,因此其颜色的选取是非常重要的。宜认真考虑文字颜色与标志衬底色之间的颜色对比,以确保标志

的清晰性。

7.2.4.2 包括禁止、警告、指令和安全状况标志在内的安全标志及其关联的文字宜呈现在集合标志的白

色区域内。显示其他信息(例如安全信息符号)时所选的背景色,宜能够确保符号和文字的清晰度。
图1和图2给出了集合标志的示例。

7.2.5 安全标志和图形符号的使用

7.2.5.1 水域安全标志宜符合GB/T25895.1的规定,其他安全标志宜符合GB/T31523.1和GB2894
等标准的规定。海滩安全旗宜符合GB/T25895.2的规定。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宜符合GB/T10001的

规定。

7.2.5.2 宜仔细考虑符号在集合标志上的位置,符号的位置将对人们能否准确阅读并理解标志产生影

响。在符号旁宜使用辅助文字解释符号的含义,所使用的辅助文字宜与相应安全标志或海滩安全旗符

号有明确的关联。

7.2.5.3 符号的最小高度宜考虑到视力正常者和视力障碍者的需要。表A.1给出了距离因数z的相关

数值。符号的最小高度宜为65mm。

7.2.6 专用词汇和文字

集合标志上使用的专用词汇,无论对海滩的首次使用者还是经常接触海滩的人都宜易于理解。当

需要在集合标志上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时,宜首选中文和英文。

7.3 集合标志的类型

7.3.1 道路指引标志

道路指引标志的设计宜符合GB5768.2的规定。道路指引标志通常是导向性的标志,也有对危险

或法规的提示性或警告性的标志。

7.3.2 主入口标志

7.3.2.1 主入口标志宜设置在通往水域环境的各主要入口处,而且宜设在行人入口处。主入口标志的

确切位置取决于所处环境的特点。图1为主入口标志的设计示例。

7.3.2.2 标志面板可以是一块或两块,如果需要,可以在面板两面都显示信息。宜在主入口集合标志中

建立信息的层级结构以便将信息分组。主入口标志中宜包含以下信息:
———场所名称;
———应急信息;
———安全标志;
———救生服务信息和(或)与公共安全有关的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的内容可包括附加的禁令、本区域信息和公共设施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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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入口标志设计示例

7.3.3 次入口标志

7.3.3.1 次入口标志通常设置在行人入口处。次入口标志宜设置在除主要入口外的每个入口处,例如

在小的步行便道、沙丘路或海岸步道的入口处。

7.3.3.2 如果该场所既小又偏僻,次入口标志也可设置在主入口处。次入口标志也可用来强调入口的

范围,例如一个供公众散步用的海滩,次入口标志可沿散步用的开放海滩以规则的间隔设置。

7.3.3.3 图2为次入口标志的示例。除了如图所示的纵向版式,次入口标志也可采用横向版式。宜在

次入口集合标志中建立信息的层级结构以便将信息分组。次入口标志中宜包含以下信息:
———场所名称;
———应急信息;
———安全标志;
———救生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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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次入口标志设计示例

7.3.4 导向标志

7.3.4.1 导向标志指引的目的地通常为救生服务点或公共救援设备的位置。导向标志的信息准确且标

志尺寸通常较小。根据设置条件或当地环境,可设置临时导向标志。

7.3.4.2 导向标志的安装位置通常较低,标志底部距地面的距离通常为1.5m左右。导向标志宜以规

则的间隔设置,以便使形成的一系列标志更好地引导人们前行。在导向标志上宜显示适当的符号、文字

和以米为单位的到达设施的距离。

7.3.4.3 导向标志的设计宜符合GB/T20501.6的要求,导向标志中宜包含以下信息:
———图形符号;
———辅助文字;
———方向箭头。

8 海啸标志系统

8.1 规划

8.1.1 在已经制定了海啸减灾计划的地方,需要设置海啸标志系统向海啸能够明确影响到的区域(淹
没区域)内的居民发出警示。附录D给出了海啸标志系统的详细示例。

8.1.2 根据减灾计划,在规划海啸标志系统时宜明确以下事项:

a) 海啸危险区域的位置;

b) 海啸避难区域的位置及其名称;

c) 海啸避难建筑的位置及其名称;

d) 通往海啸避难区域的疏散路线;

e) 通往海啸避难建筑的疏散路线;

f) 救援设施(医疗、消防等)的位置;

g) 能够实现应急疏散的设施(直升机、救生艇等)的位置;

h) 应急通信设施或媒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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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饮用水和能源供给等服务的位置;

j) 淹没区域内该位置在海平面以上的高度信息以及海啸洪水(淹没)的可达到的高度或深度

信息;

k) 在海啸危险区域或淹没区域入口标志上使用的有记载的海啸袭击的最大高度的相关信息;

l) 其他来源的警示信息,诸如国家媒体和当地媒体、设置的旗帜和音响警报器等。

8.2 海啸安全标志和相关的安全信息标志

8.2.1 海啸标志系统通常由海啸安全标志、安全须知及灾害平面图或疏散平面图组成。

8.2.2 在淹没区域内,海啸标志系统宜提供从海滩到避难区域、避难建筑、目标设施或服务的连续导向

信息。图3所示是用于海啸疏散的标志系统示意。

8.2.3 海啸标志系统中安全标志和图形符号的使用宜分别符合GB/T25895.1和GB/T10001的规

定。宜同时使用传递安全信息的辅助文字。

8.2.4 在设计海啸安全标志系统时宜考虑以下原则:

a) 警告标志宜包含海平面以上高度的信息;

b) 安全提示标志宜提供有关海啸风险的相关信息;

c) 导向标志宜提供到达目标位置的连续指引,以避免迷失正确路线;

d) 灾害地图宜清晰呈现避难区域和避难建筑的位置和数量;

e) 根据海啸信息或预报、目标场所的位置和(或)本地管理的变更,需要对灾害地图的内容进行及

时更新。

图3 海啸疏散标志系统的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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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距离因数z

  表A.1中的因数z 与注视标志时的视野法向中心线有关。因数z 取决于注视标志的视线与视野

法向中心线间的夹角,当夹角为α时,表A.1中的因数z需要乘以cosα。例如,当视线与视野法向中心

线间的夹角分别为30°、45°或60°时,表A.1中的因数z需要分别乘以0.87、0.71或0.5。

表A.1 在外部照明条件下常规材料安全标志的距离因数z

照明条件
距离因数z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常规或自然照明 60 6

建筑物内的紧急照明或低亮度照明 30 3

  注:不适用于水下使用的标志,标志位于水下时需考虑折射作用和水域环境。

  表A.2和表A.3中的因数z与注视文字的视野法向中心线有关。因数z 取决于注视文字的视线

与视野法向中心线间的夹角,当夹角为α时,表A.2和表A.3中的因数z需要乘以cosα。例如,当视线

与文字视野法向中心线间的夹角分别为30°、45°或60°时,表A.2和表 A.3中的因数z 需要分别乘以

0.87、0.71或0.5。

表A.2 在外部照明条件下中文的距离因数z

照明条件
距离因数z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常规或自然照明 120 12

建筑物内的紧急照明或低亮度照明 60 6

  注:不适用于水下使用的标志,标志位于水下时需考虑折射作用和水域环境。

表A.3 在外部照明条件下字母的距离因数z

照明条件
大写字母的距离因数z 小写字母的距离因数z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常规或自然照明 250 25 350 35

建筑物内的紧急照明或

低亮度照明
120 12 170 17

  注:不适用于水下使用的标志,标志位于水下时需考虑折射作用和水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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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辅助文字的使用

  安全标志辅助文字的显著性不能超过安全标志。不能用辅助文字的字高来确定最大观察距离(参
见5.1.4)。辅助文字不能单独使用,在需要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时通常首选中文和英文。

文字辅助标志的设计需要符合GB/T2893.1的要求。图B.1所示是安全标志“禁止跳落入水”和
“当心海啸”的示例。

辅助文字中的英文通常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的字母全部小写。与警告标志一起使

用的文字辅助标志中如果使用了英文警示语“Warning”,则英文警示语单独一行;另起一行的英文第一

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的字母小写。

  注:如果英文信息简短,也可以全部使用大写字母。

中文字体推荐使用黑体或其他等线类字体。
英文字体推荐使用无衬线字体或具有如下特征的细衬线字体:
———非压缩体、阔体、斜体、手写体、轮廓体或带阴影字体;
———字母独立书写且不连接。

a)             b)

图B.1 带有辅助文字的水域安全标志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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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海滩安全旗设置示例

  图C.1和图C.2给出了海滩安全旗的设置示例。

图C.1 在带有缓冲区的冲浪区之间设置游泳区海滩安全旗的示例

图C.2 在带有缓冲区的冲浪区旁边设置游泳区海滩安全旗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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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海啸标志系统示例

  本附录中给出了构成海啸标志系统的系列标志的示例。海啸标志系统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海啸危险区域;
———通往海啸避难区域的疏散路线;
———通往海啸避难建筑的疏散路线;
———海啸避难区域;
———海啸避难建筑。

在海岸的海啸危险区域内,需要使用GB/T25895.1中规定的“当心海啸”标志,示例见图D.1。可

增设辅助标志,例如当标志设置在高出海平面至少2m的地面时,标志上推荐使用的辅助文字为“地面

高出海平面2m”,示例见图D.1。

  注:海啸警告标志的地面高度是海平面以上的高度。

图D.1 海啸危险区标志示例

在疏散路线上设置的通往海啸避难区域的导向标志使用GB/T25895.1中规定的“海啸避难区”标
志和GB/T2893.3中规定箭头类型D。标志上推荐使用的辅助文字包括海啸避难区域的名称、以米为

单位的距离及方向信息。图D.2a)是疏散路线上设置的通往海啸避难区域的导向标志示例。

在疏散路线上设置的通往海啸避难建筑的导向标志使用GB/T25895.1中规定“海啸避难建筑”标
志和GB/T2893.3中规定的箭头类型D。标志上推荐使用的辅助文字包括海啸避难建筑的名称、以米

为单位的距离及方向信息。图D.2b)是疏散路线上设置的通往海啸避难建筑的导向标志示例。

61

GB/T25895.3—2020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a) 通往海啸避难区域的疏散路线 b) 通往海啸避难建筑的疏散路线

图D.2 疏散路线上的导向标志示例

需要使用GB/T25895.1中规定的“海啸避难区”和“海啸避难建筑”标志指明海啸避难区域和海啸

避难建筑。标志上推荐使用的辅助文字为海啸避难区域和海啸避难建筑的名称,示例见图D.3a)、b)、

c)和d)。

a) 海啸避难区域 b) 海啸避难建筑

c) 海啸避难区域标志使用示例 d) 海啸避难建筑标志使用示例

图D.3 海啸避难区域和海啸避难建筑的标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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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啸安全须知提供海啸发生时候需要遵照的指令,灾害地图用于标明危险区域、疏散路线和安全场

所等。图D.4所示是安全须知和灾害地图的示例。

a) 安全须知

b) 灾害地图

图D.4 安全须知和灾害地区示例

灾害地图包含以下内容:

a) 海啸警告标志的位置;

b) 避难区域的位置;

c) 带有名称的避难建筑的位置;

d) 救援设施(医疗设施或消防设施等);

e) 应急撤离手段(直升机、救生艇等);

f) 应急通信设施;

g) 饮用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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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能源供给;

i) 观察者当前所在位置。
图D.5给出了海啸避难导向标志(未显示辅助文字)的设置示例,海啸避难导向标志用以指引人们

朝着安全区域、避难区域或海啸避难建筑撤离。

  注:图中标注字母i的位置是设置安全须知和当地灾害地图的位置。

图D.5 海啸避难导向标志设置示例

91

GB/T25895.3—2020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参 考 文 献

  [1] GB/T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2] GB/T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3] GB/T26443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

02

GB/T25895.3—2020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