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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地震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地震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勤忠、韩贞辉、陈静、马伟霞、何香玲、郭慧、韩艳杰、高冠龙、寇曼曼、

徐丹、滕婕、何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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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急避难场所的场址选择和设施设置。 

本标准适用于应急避难场所的设计、建设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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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68（所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21734—2008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 

GB/T 24362  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标志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43—2015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27—2012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 166  城市桥粱抗震设计规范 

MH 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避难场所 

为有效应对地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经过规划、建设，配置应急保障设

施，供因灾害产生的避难人员生活保障及集中救援的安全场所。 

3.2  

避难容量 

可容纳避难人员的数量。 

3.3  

有效避难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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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内，除去水面以及其他不宜收容人群避难的场所（密林、道路、电梯等）面积外，用

于人员宿住和人员活动的面积。 

3.4  

篷宿区 

配备相关配套设施，灾时供避难人员宿住的功能片区。 

4 基本规定 

4.1 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应纳入城市规划，并根据当地人口和经济社会情况确定空间布局，设置应急

避难场所设施。 

4.2 应急避难场所的分类按 GB 21734的规定，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4.3 Ⅰ类、Ⅱ类和Ⅲ类应急避难场所的设施设置见附录 A。 

4.4 Ⅰ类、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以居住地为主就近疏散避难的需要，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就

地疏散避难的需要。 

4.5 应急避难场所内新建或利用原有建（构）筑物供避难人员使用时，建（构）筑物结构要求应符合

GB 50009和 GB 50011的规定。 

4.6 应急避难场所内的建（构）筑物应按 GB 50057的规定进行防雷设计。 

5 场址选择 

5.1 应优先选择地形平坦、地势较高、有利排水、交通便利，且具备一定市政基础设施的场址。 

5.2 下列场址可选作应急避难场所：  

a) 公园； 

b) 绿地； 

c) 广场； 

d) 体育场； 

e) 大型体育馆、展览馆、会展中心、校舍等室内公共场所； 

f) 建筑面积不小于 4000 m
2
单建式地下空间（含人防工程）。 

5.3 应急避难场所场址的选择应符合 GB 51143—2015中 4.1.3的要求，并避开金属矿区、河流、湖泊

等易受雷击区域。 

5.4 应急避难场所的有效避难面积、避难容量等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和避难容量要求 

类 别 
安置时限 

d 

场所有效避难面积 

m
2
 

避难容量 

万人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m
2
 

Ⅰ类 ＞ 30 ≥ 50 000
 

≤ 9.0 ≥ 3.5 

Ⅱ类 10 ～ 30 ≥ 10 000 ≤ 2.3 ≥ 2.0 

Ⅲ类 ＜ 10 ≥ 2 000 ≤ 0.5 ≥ 1.5 

6 设施设置 

6.1 应急医疗与卫生防疫设施 

6.1.1 I类、II类应急避难场所应选择场所周边 1000 m范围内的医院作为应急医疗卫生救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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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I类、II类、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根据避难人员应急医疗卫生救护需求设置应急医疗卫生所,

避难单元应设置医疗卫生室或医疗点。 

6.1.3 I类、II类应急避难场所宜设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应急医疗卫生救护区。 

6.1.4 I类、II类、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应划定存放卫生防疫药品和器材的场所。 

6.2 应急供水设施 

6.2.1 应急供水可选择市政给水管网、蓄水池、深（管）井水、供水车等。 

6.2.2 应急供水应同时具备两种及以上供水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应为市政给水管网，不同供水方式之

间应设置隔断措施防止两种水源串通，确保供水不间断。 

6.2.3 应急避难场所内城镇给水管道严禁与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直接连接。 

6.2.4 应急供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直接饮用要求，未达到直接饮用要求的应配置净水设备。 

6.2.5 应急供水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 30人配备至少一个水龙头； 

b) 每 100人设置至少一处饮水处； 

c) 人均每日饮用水供应不少于 3 L； 

d) 人均每日生活用水量供应不少于 10 L； 

e) I类、II类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消防水泵，供水量按不小于 2次火灾，每次火灾用水量不小于

15 L/s,火灾持续时间不小于 1.0 h设计。 

6.3 应急供电设施 

6.3.1 I类、II类应急避难场所应不少于两路独立的供电系统，并按 GB 50052的要求进行供配电设计。 

6.3.2 I类、II类应急避难场所应配置可移动发电设施作为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应满足灾时应急避难

场所内的用电需要。 

6.3.3 具备条件的应急避难场所宜配置太阳能供电系统。 

6.3.4 应急避难场所供电系统、发电设施应设置防触电保护措施。 

6.3.5 应急避难场所供电系统、发电设施应设置防雷击保护措施。 

6.4 应急环境卫生设施 

6.4.1 应急环境卫生设施应统一规划和设置，其规模和形式应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可能产生的废弃物数

量、收集与储运方式等确定。 

6.4.2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环境卫生设施包括应急厕所、排污设施、垃圾收集与储运设施。 

6.4.3 应急厕所宜包括暗坑式、移动式、固定式等形式。 

6.4.4 应急厕所卫生设备的总量应根据避难容量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Ⅰ类和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按每 50人一个厕所坑位来设置，Ⅲ类应按每 100人一个厕所坑位

来设置，其中女厕所坑位与男厕所坑位数量比例按 2：1确定； 

b) 男厕所水冲小便器数量和男厕所坑位数量比例按 2：1 确定，若采用小便槽，按每 0.5 m长相

当于一个小便器计算。 

6.4.5 应充分利用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内原有的公共厕所作为应急厕所，其数量未达到 6.4.4 要求时，

应以移动厕所或暗坑式厕所的形式作为补充，以满足要求。 

6.4.6 应急医疗卫生区宜单独设置医护人员的厕所和伤员厕所。 

6.4.7 移动式应急厕所或新建暗坑式厕所、固定式厕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急厕所宜设置在常年盛行风向的下风向，距离应急宿住区 30 m ～ 50 m； 

b) 两座应急厕所之间的距离应小于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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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暗坑式厕所应附设或单独设置化粪池，容量按每人每日 1.2 kg设计； 

d) 化粪池距离地下取水构筑物不应小于 30 m； 

e) 应急厕所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在有条件的应急避难场所，可设置第三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应独

立设置，并应有特殊标志和说明,且应符合 CJJ 14相关的规定。 

6.4.8 暗坑式厕所应划定围挡空间，并设置用于安装、固定围挡的设施和指示标志。 

6.4.9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污管线、基本生活污水集水池、

简易污水处理设施。 

6.4.10 应急排污设施应与市政管道相连接或设立独立排污系统。 

6.4.11 应急避难场所的污、废水应采用自流排除。 

6.4.12 基本生活污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应大于应急避难场所开放 3天产生的全部污水量的 1.25倍。 

6.4.13 应急排污设施应远离水源地和供水设施。 

6.4.14 应急垃圾收集宜包括应急垃圾收集点和垃圾箱。 

6.4.15 应急垃圾收集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急避难场地内的应急垃圾收集点宜设置在常年盛行风向的下风向，且与应急宿住区的距离大

于 30 m，其外围宜设置绿化隔离带； 

b) 应急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m； 

c) 垃圾容器间应规范设置，宜设有给排水和通风设施。混合收集垃圾容器间占地面积宜不小于 5 

m
2
，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占地面积不宜小于 10 m

2
。 

6.4.16 垃圾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急功能分区、应急设施、广场、停车场等的出入口或附近应设置垃圾箱； 

b) 垃圾箱应按 300 m
2
～1000 m

2
设置一处； 

c) 场所内的垃圾不得溢出而影响环境。垃圾容器的容量和数量应按 CJJ 27—2012 中附录 A 的计

算方法计算。 

6.4.17 改建、扩建应急避难场所可采用移动式应急垃圾储运设备。应急医疗卫生区应单独设置应急垃

圾储运设施。 

6.5 应急交通设施 

6.5.1 应急交通设施宜包括出入口、应急道路、应急停机坪、应急停车场。 

6.5.2 应急避难场所的出入口设计应符合 GB 51143的规定。 

6.5.3 应急道路应设置分级道路，确定应急通道及应急保障要求。 

6.5.4 应急道路设计应确定可按主路、次路、人行道路分级设置，干道和支路应采用柔性路面，道路

宽度按表 2的规定执行。 

表2 应急避险避难场地内分级道路宽度 

道路类别 

道路宽度 

设置要求 车行 

m 

人行 

m 

主路 ≥5.5 

≥2.0 

应设双车道，并满足通行消防车； 

应设人行道、盲道； 

应满足通行轮椅 

次路 ≥3.5 

应设单车道； 

应设人行道、盲道； 

应满足通行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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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道路类别 

道路宽度 

设置要求 车行 

m 

人行 

m 

人行道 — ≥2.0 
应设盲道； 

应满足通行轮椅 

注：其他专用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专用车辆通行的要求。 

6.5.5 应急道路边缘至避难设施的最小距离，宜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道路边缘至避难设施的最小距离  

设施与道路关系 
距离主、次路 

m 

距离支路 

m 

有出入口 5 3 

无出入口 3 2 

6.5.6 应急道路宜避开桥梁设置。必须过桥的疏散道路应保证桥梁的抗震能力符合 CJJ 166 的相关规

定。 

6.5.7 改建、扩建的应急避难场所宜利用平时场地道路交通系统作为灾时救灾物资运输主线、人员安

置区内应急避难道路。 

6.5.8 应急停机坪场地宜包括接地离地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安全区。 

6.5.9 应急避险避难场地内的应急停机坪场地设计应设在空旷、平坦、无妨碍直升机降落物的区域。 

6.5.10 改建、扩建的应急停机坪场地宜利用平时场地的广场等空旷的场地。 

6.5.11 应急停机坪场地周边 10 m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和建（构）筑物，并应满足直升机安全起降的

要求。 

6.5.12 应急停机坪场地应设置消防栓及消防灭火设备。 

6.5.13 应急避险避难建筑内的应急停机坪场地设计应根据需要起降的直升机型号、数量等要求按照

MH 5013和 GB 50009的相关规定执行。 

6.5.14 应急保障车辆停放场地应设在便于车辆出入的区域，应有道路连接应急避难场所的出入口。 

6.5.15 新建的应急避险避难场地宜结合各应急功能区的位置，设置应急保障车辆停放场地，其车辆的

停放不应影响救灾车辆的通行。 

6.5.16 改建、扩建的应急保障车辆停放场地可利用场所内原有的停车位设置，也可利用场所周边 500m

范围内的停车场、停车位设置（含路边停放）。 

6.5.17 应急保障车辆停放场地面积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每辆应急保障车停放场地面积 

类别 
面积 

m
2
 

小型车 30～40 

轻型车 40～50 

中型车 50～80 

大型车 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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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标志标牌 

6.6.1 应急避难场所内外应设置标志标牌。标志标牌的设置应按 GB 5768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场所周边 3 km范围内的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 

b) 场所内主要道路口应设置应急指示标志； 

c) 应急避难场所内设施配置处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d) 场所内外引导标志与位置标志之间的导向信息应连续； 

e) 对于应急避难场所内不具备应急功能的建筑（构筑）物、工程设施和设备，应在通过安全评估

后划定安全区域，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6.6.2 标志宜与应急避难场所内原有的标志系统相结合，增设导航板、告示牌等增强避难疏散指示功

能。 

6.6.3 宜在应急避难场所内设置应急避难宣传栏，宜包括应急避难场所内部各类设施位置、行走路线、

应急避难场所使用规则及注意事项，绘制内部功能区域划分图和周边居民疏散路线图等。 

6.6.4 标牌底板及支撑结构宜选用轻型材料和结构。标牌底板可用铝合金板、薄钢板、合成树脂类板

材等。亦可选用透明材料。标志板背面宜选用美观大方的颜色，铝合金板可采用原色。 

6.6.5 标志标牌的构造、反光与照明、颜色、文字（包括数字、汉子、拉丁字母）以及下缘距地面的

高度应符合 GB/T 24362的要求。 

6.7 消防设施 

6.7.1 应急消防设施应根据避难人员聚集规模，综合考虑应急避难场所内的场地、建筑（构筑）物及

其他工程设施的防火措施，配置消防设施，并符合 GB 50016的相关规定。 

6.7.2 避难场所内宜设置环形消防通道，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急避难场所内应急功能区消防车道的间距宜不大于 160 m； 

b)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应设置消防车到达取水口的消防车道和消防车回车场或

回车道； 

c) 应急避难场所内供消防车通行的尽端式通道的长度宜不大于 120 m，并应设不小于 12 m×12 m

的回车场地；高层建筑的回车场地宜不小于 15 m×15 m； 

d)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应不小于 4.0 m；供消防车停留的场地坡度宜不大于 3%； 

e)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作业的障碍物。 

6.8 物资储备设施 

6.8.1 应根据应急避难场所避难容量和安置时间，在应急避难场所内或周边设置储备应急生活物资的

设施。 

6.8.2 应利用应急避难场所内或附近的超市、商场、仓库等进行物资储备。 

6.8.3 场所周边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应急避难场所的距离应小于 500 m。 

6.9 指挥管理设施 

6.9.1 Ⅰ类、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具备应急指挥和事物管理功能的应急指挥管理中心。 

6.9.2 Ⅰ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指挥管理中心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400 m
2
。 

6.9.3 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指挥管理中心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200 m
2
。 

6.10 通信及广播设施 

6.10.1 应急避难场所宜利用现有通信系统及线路或者新建线路与当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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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信息网络。应急避难场所宜利用已有有线和无线网络。每个避难功能区应

预留网络（弱电）接线箱，便于定时扩展和使用信息网络。网络接线箱内应预留电源。无线通信应能覆

盖整个应急避难场所。Ⅰ类、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设置上述网络设施的要求。 

6.10.3 应急避难场所宜设置专用无线通信系统(800兆集群通信等)，并预留电源和设备接口。 

6.10.4 应急避难场所内应设广播系统及文字视频系统，能随时在可能预计到的危险条件下持续工作，

危险情况发生后系统至少能广播一次危险信号和至少广播 30 s的有关语言信息。系统应有保护措施。

并可根据避难过程需要应能够分区域进行寻呼或广播。Ⅰ、Ⅱ、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均应设置广播系统及

文字视频系统。 

6.10.5 应急广播系统应能覆盖整个应急避难场所及周边 100 m～200 m范围。 

6.10.6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宜利用已有视频监控系统，并应覆盖各功能区、各出入口、

主要道路、重要应急设施的重要部位。Ⅰ、Ⅱ、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均应设置监控系统。 

6.11 照明设施 

6.11.1 应急避难场所内应设置应急照明设施。 

6.11.2 应急避难场所宜利用原有照明系统。原有建筑照明照度较高的，灾时应采取措施，降低照度，

节约能源。 

6.11.3 应急照明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GB 51143―2015中 8.1.6 的规定。 

6.12 应急建筑 

6.12.1 在应急避难场所内，用作安置避难人员的应急建筑，必须符合抗震、抗风、防洪及防雷击的要

求，不符合要求的应在加固改造后方可使用。 

6.12.2 应急建筑应设置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0016中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规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在

消防改造后方可使用。 

6.12.3 应急建筑宜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并应具备防风、防御、防晒和防寒都适合居住的条件。 

6.12.4 应急建筑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6.12.5 应急避难建筑物内的应急垃圾收集点应设置在建筑的最底层。 

6.12.6 用作灾时物资储存，对通风有专门要求避难建筑宜进行应急通风设计，有条件时应配置机械通

风所需要的应急电源及设备。 

6.12.7 安置婴幼儿、老人、病人的特殊人员避难建筑内宜预留设置分体空调的电源。 

6.12.8 应急建筑内的应急出入口应为安全疏散出入口，其数量和总宽度应根据避难人员负荷确定，且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安全疏散出入口的有效宽度不宜小于 1.4 m，且不应小于 1.1 m； 

b) 安全出口门不应设置门槛； 

c) 安全疏散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只有 1个出入口时，应增设应急出入口； 

d) 安全疏散出入口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

转门和折叠门。疏散门应能在其内外两侧手动开启。 

6.12.9 应急避难建筑的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

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 5的规定计算确定。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等时，疏散楼梯的总

净宽度可分层计算； 

b)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下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

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不供其他楼层人员疏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疏散人

数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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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每 100人最小疏散净宽度 

建筑层数 

建筑耐火等级 

一级、二级 

m 

三级 

m 

四级 

m 

地上楼层 
1 层～2 层 0.65 0.75 1.00 

3 层 0.75 1.00 — 

6.13 其他 

6.13.1 根据 GB 21734—2008 中 7.3的规定划定应急篷宿区。 

6.13.2 结合应急卫生设施的功能，设置应急洗浴设施。 

6.13.3 根据应急避难场所的避难容量和场地规模设置售货点。 

6.13.4 应急避难场所内各类设施应符合 GB 50763规定的无障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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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置 

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置要求见表A.1。 

表A.1 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置要求 

序号 功能 设施类型 Ⅲ类 Ⅱ类 Ⅰ类 

1 

应急医疗和卫生防疫 

医院 △ ▲ ▲ 

2 应急医疗卫生所（室） ▲ ▲ ▲ 

3 医疗点 ▲ ▲ ▲ 

4 应急医疗卫生救护区 △ ▲ ▲ 

5 卫生防疫分隔 ▲ ▲ ▲ 

6 

应急供水 

市政给水管网 ▲ ▲ ▲ 

7 蓄水池 △ △ △ 

8 深（管）井水 △ △ ▲ 

9 供水车 △ △ △ 

10 净水设备 ▲ ▲ ▲ 

11 

应急供电 

多回路电网供电系统 △ ▲ ▲ 

12 太阳能供电系统 △ △ △ 

15 移动式发电机组 △ ▲ ▲ 

16 

应急环境卫生 

暗坑式厕所 △ ▲ ▲ 

17 移动式厕所 △ △ △ 

18 固定式厕所 ▲ ▲ ▲ 

19 排污管线 ▲ ▲ ▲ 

20 基本生活污水集水池 △ ▲ ▲ 

21 简易污水处理设施 △ ▲ ▲ 

22 应急垃圾收集点 ▲ ▲ ▲ 

23 垃圾箱 ▲ ▲ ▲ 

24 

应急交通 

出入口 ▲ ▲ ▲ 

26 应急道路 ▲ ▲ ▲ 

27 应急停车场 △ ▲ ▲ 

28 应急停机坪 △ △ ▲ 

29 标志标牌 标志标牌 ▲ ▲ ▲ 

30 

应急消防设施 

消防器材（灭火器） ▲ ▲ ▲ 

31 消防通道 ▲ ▲ ▲ 

32 消防水源 ▲ ▲ ▲ 

33 消防水泵、消防水池、消防水井 △ ▲ ▲ 

34 消防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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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功能 配套设施类型 Ⅲ类 Ⅱ类 Ⅰ类 

35 

应急物资储备 

物资储备库（房） △ ▲ ▲ 

36 物资储备区 △ ▲ ▲ 

38 物资分发点 ▲ ▲ ▲ 

40 应急指挥管理 应急指挥管理中心 △ ▲ ▲ 

42 

应急通信 

通信系统 ▲ ▲ ▲ 

43 有线通信 ▲ ▲ ▲ 

44 无线通信 △ ▲ ▲ 

45 应急广播及文字视频系统 ▲ ▲ ▲ 

46 图像监控 △ ▲ ▲ 

47 
应急建筑 

地下场所 ▲ ▲ ▲ 

48 避难建筑 ▲ ▲ ▲ 

49 

其他 

应急篷宿区 △ △ △ 

50 应急洗浴设施 △ △ △ 

51 周边饭店、商店等 △ △ △ 

52 无障碍设施 ▲ ▲ ▲ 

注：“▲”表示应设，“△”表示宜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