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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８０９《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分为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建筑物内；

———第２部分：建筑物外；

———第３部分：人员掩蔽工程。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３８０９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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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中汽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视域四维城市导向系统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亮、白殿一、赵德海、黎益仕、强毅、屈励、齐青、邹传瑜、陈永权、宫凤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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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３部分：人员掩蔽工程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８０９的本部分界定了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的构成，确定了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

系统中的导向要素，规定了各子导向系统中导向要素的设置范围和设置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的设计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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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８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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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　图形符号　术语

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２０５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ＧＢ／Ｔ２６４４３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

ＧＢ／Ｔ３８６０５　应急导向系统　疏散掩蔽用图形符号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人员掩蔽工程　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狊犺犲犾狋犲狉

用于保障人员掩蔽的人防工程。

４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构成

４．１　子系统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由以下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组成：

———引入导向系统；

———人员掩蔽区域导向系统；

———引出导向系统。

４．２　导向要素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由以下导向要素构成：

———位置标志：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文字标志）构成，标明人员掩蔽功能或设施所在位置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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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标志：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文字标志）与方向符号构成，指示通往预期掩蔽目的地行进

方向的标志；

———平面示意图：显示特定区域或场所内人员掩蔽功能或设施位置分布信息的平面图，包括：人员

掩蔽导向示意图、掩蔽区域平面示意图等；

———信息索引标志：显示特定区域内人员掩蔽功能或设施位置的索引信息的标志；

———便携印刷品：便于使用者携带的随时查阅的应急导向资料，包括：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掩蔽区

域平面示意图、安全手册等。

５　总则

５．１　导向要素的设计

５．１．１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的导向要素的设计宜符合ＧＢ／Ｔ２０５０１的要求。

５．１．２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的导向要素中使用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优先从ＧＢ／Ｔ１０００１和

ＧＢ／Ｔ３８６０５中选取。

５．１．３　图形标志的颜色应采用绿色衬底色，图形符号、文字及方向符号应采用白色，图形标志的设计应

符合ＧＢ／Ｔ２８９３．１的规定。

５．２　导向要素的设置

５．２．１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的导向要素设置应结合人员掩蔽预案进行整体系统的规划。导向

系统中导向要素的选择及其设置地点和密度，应根据人员掩蔽工程的设施分布情况、功能特点、建筑结

构、掩蔽人员流向、实际导向需求等进行确定。

５．２．２　导向要素的设置宜符合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的规定，满足规范性、系统性、醒目性、清晰性、协调性和

安全性的要求。

５．２．３　位置标志应设置在人员掩蔽工程及设施的入口处，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人员掩蔽工程内的通道节

点上，或设置在通往人员掩蔽工程或设施的道路节点上。如通道或道路较长，可重复设置同一导向

标志。

５．２．４　应根据人员掩蔽工程及相关设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选择附着式、柱式、框架式、悬挂式等安装

方式。

５．２．５　应考虑夜间识别的需要，通过照明、反光或自发光等方式确保标志清晰可辨。

５．２．６　制作材料应选用安全、环保、耐用、阻燃、防腐蚀和易于维护的材料，并符合ＧＢ／Ｔ２６４４３的规定。

５．２．７　宜设置发声提示功能，以方便并有效引导视力残障等人士应急避险。

６　引入导向系统

６．１　设置范围

引入导向系统是引导人们由地面进入人员掩蔽工程的导向系统，其设置范围为人员掩蔽工程周边

区域。

６．２　广场及人员聚集地

６．２．１　宜在地面广场及人员聚集地设置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

６．２．２　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中应标示掩蔽路线和掩蔽场所入口的位置（参见附录Ａ中图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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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应按照实际方位设置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

６．３　道路节点

６．３．１　宜在道路节点处设置指示人员掩蔽工程所在位置的导向标志。

６．３．２　如人员掩蔽工程有多个入口，宜对各入口编号并在道路节点处设置该入口的导向标志。

６．４　人员掩蔽工程入口

６．４．１　应在人员掩蔽工程入口处设置掩蔽场所的位置标志（参见附录Ｂ中图Ｂ．１）。

６．４．２　宜在人员掩蔽工程入口处设置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参见图Ｂ．１），该示意图应给出人员掩蔽工

程的入口位置、掩蔽区域、掩蔽路线、主要设施和功能等信息。

７　人员掩蔽区域导向系统

７．１　设置范围

人员掩蔽区域导向系统是在人员掩蔽工程内设置的、引导人们到达具体掩蔽位置并在人员掩蔽工

程内活动的导向系统。其设置范围为人员掩蔽工程内部区域。

７．２　宽阔区域及人员聚集地

７．２．１　应在人员掩蔽工程内的宽阔区域及人员聚集地设置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该示意图应给出人

员掩蔽工程的掩蔽区域、掩蔽路线、主要设施和功能、出口位置等信息。

７．２．２　应按照实际方位设置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

７．３　通道节点

７．３．１　应在通道节点处设置掩蔽区或掩蔽室的导向标志。

７．３．２　宜在通道节点处设置卫生间、医务室等公共设施及功能的导向标志。

７．３．３　不应在通道节点处设置风机房、滤毒室等非公共设施及功能的导向标志。

７．４　掩蔽位置

７．４．１　应在通往掩蔽区的通道内设置该掩蔽区的导向标志。

７．４．２　应在掩蔽区、掩蔽室、所有设施及功能间的入口处设置相应的位置标志。

７．４．３　如掩蔽区相对独立，宜在掩蔽区的入口处，设置该掩蔽区内主要设施及功能的信息索引标志。

７．４．４　如掩蔽区内相同功能的设施有多个，应对相同功能的设施（如掩蔽室等）进行编号，并设置位置

标志。

７．４．５　应在掩蔽区入口处或人员聚集地设置掩蔽区域平面示意图（参见图Ａ．２）。

８　引出导向系统

８．１　设置范围

引出导向系统是在人员掩蔽工程内设置的、引导人们离开人员掩蔽工程，到达地面的导向系统。其

设置范围为人员掩蔽工程内部区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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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通道节点

８．２．１　应在主要通道节点处设置出口的导向标志。

８．２．２　如人员掩蔽工程有多个出口，应对出口进行编号，并按就近原则进行导向。

８．３　人员掩蔽工程出口

应在人员掩蔽工程出口附近，设置人员掩蔽工程外部周边主要公共设施的信息索引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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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平面示意图示例

图Ａ．１给出了地面上设置的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示例。

图犃．１　地面上设置的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示例

　　图Ａ．２给出了人员掩蔽工程内设置的掩蔽区域平面示意图示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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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人员掩蔽工程内设置的掩蔽区域平面示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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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人员掩蔽工程应急导向系统导向要素的设置示例

图Ｂ．１给出了人员掩蔽工程入口处设置的位置标志和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示例。

图犅．１　人员掩蔽工程入口处设置的位置标志和人员掩蔽导向示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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