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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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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应急物资配备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乡镇（街道）应急物资配备的总体原则、物资配备内容、储备保管、出入库管理、物

资报废回收和补充更新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街道）应急物资的配备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应急物资  emergency supply 

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全过程中所必

需的物资保障。 

[来源：GB/T 38565—2020，3.1] 

4 总体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 

根据乡镇（街道）地理环境、地域特点以及本区域可能面临的主要灾害和安全风险类型等实际情况，

结合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结果，动态评估本乡镇（街道）风险形势，依据所在县（市、区）

对于应急物资的储备需求，有针对性地配备应急物资种类及其数量。 

分类储备原则 

根据物资特点进行分类，针对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应急装备及配套物资、工程材料与机械加工设备

等不同用途，在适宜场所储备物资，满足第一时间调用需求。 

统筹实用原则 

以满足实际需要为基础，严格预算管理，避免重复建设，科学确定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品种、数量、

储备方式，确保各类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满足受灾群众和突发事件紧急处置需求。 

多方参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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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街道）实物储备的基础上，与周边商超、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等开展应急物资协议储备。

乡镇（街道）内社会组织、居民家庭共同储备所需应急物资，全面保障应急期基本生活、应急救援和卫

生防疫等供给。 

保障有力原则 

建立应急物资配备保障机制，及时更新补充，确保有效应对各类灾害事故。 

5 物资配备内容 

通用应急物资 

为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宜有

针对性地提供必备应急物资，通用应急物资配备清单见表1。 

表1 通用应急物资配备清单 

物资分类 
序

号 
物资名称 

建议最低配置数量 

适用灾害类型 备注 5 万人

口以下 

5 万人口至

10 万人口 

10 万人

口以上 

基本

生活

保障

物资 

加工

食品 
1 方便食品 

宜与乡镇（街道）周边较大规

模商超或生产企业协议储备 
全灾种 — 

纺织

产品 

2 棉大衣 150 件 225 件 300 件 全灾种 — 

3 棉被 150 床 225 床 300 床 全灾种 — 

4 棉褥 150 床 225 床 300 床 全灾种 — 

5 毛巾被 150 床 225 床 300 床 全灾种 — 

6 救生衣 100 件 150 件 200 件 全灾种 — 

救灾

帐篷 

7 单帐篷 20 顶 30 顶 40 顶 全灾种 
单个面积不小于 12 m

2
，宜

协议储备 

8 棉帐篷 20 顶 30 顶 40 顶 全灾种 
单个面积不小于 12 m

2
，宜

协议储备 

日用

品 

9 折叠床 100 张 150 张 200 张 全灾种 — 

10 气垫床 100 张 150 张 200 张 全灾种 — 

11 防潮垫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全灾种 — 

12 雨衣 150 件 225 件 300 件 全灾种 分体式 

13 雨靴 150 双 225 双 300 双 全灾种 — 

14 救生包 50 个 75 个 100 个 全灾种 
包括雨衣、手电筒、应急

食品等救生用品 

15 妇女及婴幼儿用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存量 全灾种 宜协议储备 

应急

装备

及配

套物

资 

个人

防护

装备 

16 医用口罩 3 000 个 4 000 个 5 000 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配备 

17 安全帽 100 顶 150 顶 200 顶 全灾种 — 

18 医用防护服 100 套 150 套 200 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配备 

19 护目镜 100 副 150 副 200 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配备 

20 橡胶手套 1 000 副 1 500 副 2 000 副 全灾种 — 

21 救生绳 30 条 45 条 60 条 全灾种 20 m 以上的不少于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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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通用应急物资配备清单（续） 

物资分类 序号 物资名称 

建议最低配置数量 
适用灾

害类型 
备注 5 万人口以

下 

5万人口至

10 万人口 

10 万人

口以上 

应急

装备

及配

套物

资 

医疗及防疫设备

及常用应急药品 

22 自动体外除颤器 1 台 1 台 2 台 全灾种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

配备 

23 测温仪 30 台 45 台 60 台 全灾种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

配备 

24 应急工具箱 2 个 3 个 4 个 全灾种 

包括创可贴、纱布绷

带、医用镊子等，宜与

乡镇卫生院结合配备 

25 84 消毒液 
根据消杀区域面积和当地存储条

件确定存量 
全灾种 宜协议储备 

26 消杀喷雾器 10 台 20 台 30 台 全灾种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

配备 

27 
75%酒精消毒液/

碘伏 
根据当地存储条件确定存量 全灾种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

配备 

28 应急药品 
储备少量止泻药、感冒药、镇痛

药等常用非处方药 
全灾种 

宜与乡镇卫生院结合

配备 

应急照明设备及

用品 

29 强光手电 80 只 120 只 160 只 全灾种 — 

30 移动照明灯 3 个 3 个 3 个 全灾种 — 

31 
多功能手摇充电

手电筒 
50 台 75 台 100 台 全灾种 

宜具有对手机充电、FM

自动搜台、按键可发报

警音的功能 

32 便携照明灯 30 个 45 个 60 个 全灾种 — 

通信设备 
33 卫星电话 2 部 2 部 2 部 全灾种 宜协议储备 

34 对讲机 6 部 8 部 10 部 全灾种 对讲距离大于 5 公里 

信号标识类器材 

35 喇叭/喊话器 10 个 15 个 20 个 全灾种 — 

36 警戒线 1 000 m 1 500 m 2 000 m 全灾种 — 

37 警戒杆 20 根 30 根 40 根 全灾种 — 

38 哨子 50 个 75 个 100 个 全灾种 — 

39 反光背心 100 件 150 件 200 件 全灾种 — 

40 铜锣 1 个 2 个 3 个 全灾种 — 

能源动力设备及

物资 

41 发电机组 3 台（套） 5 台（套） 6 台（套） 全灾种 功率大于 30 kW 

42 电缆盘 3 个 6 个 9 个 全灾种 — 

非动力手工工具 
43 铁锨 100 把 150 把 200 把 全灾种 — 

44 铁镐 100 把 150 把 200 把 全灾种 — 

搜救设备 45 破拆斧 2 把 3 把 4 把 全灾种 — 

应急运输与专用

作业交通设备 
46 物资运输车 1 辆 1 辆 1 辆 全灾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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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 

对于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点乡镇（街道），在防灭火过程中宜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应急运输与专用

作业交通设备、搜救设备、灭火及爆炸物处置设备等配套物资，具体配备内容清单见表2。 

表2 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配备清单 

物资分类 序号 物资名称 

建议最低配置数量 
适用灾害类

型 
备注 5万人口以

下 

5 万人口至

10 万人口 

10 万人口

以上 

应急装

备及配

套物资 

个人防护装

备 

1 灭火防护手套 100 副 150 副 200 副 火灾 — 

2 抢险救援手套 100 副 150 副 200 副 火灾 — 

3 呼吸面罩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火灾 — 

4 灭火防护服 100 套 100 套 100 套 火灾 — 

应急运输与

专用作业交

通设备 

5 运水车 1 辆 1 辆 1 辆 火灾 — 

6 消防车 1 辆 1 辆 1 辆 火灾 
宜与镇街消防队

结合配备 

搜救设备 7 油锯 10 台 20 台 30 台 火灾 — 

灭火及爆炸

物处置设备 

8 灭火器 30 个 45 个 60 个 火灾 4 kg～8 kg 

9 2、3 号工具 50 把 75 把 100 把 火灾 — 

10 风力灭火机 6 台 9 台 12 台 火灾 功率大于 3 kW 

11 消防水带 1 000 m 1 500 m 2 000 m 火灾 — 

防汛抗旱物资 

对于防汛抗旱的重点乡镇（街道），在防汛抗旱过程中宜提供应急运输与专用作业交通设备、泵类

及通风排烟设备、搜救设备、工程材料等配套物资，具体配备内容清单见表3。 

表3 防汛抗旱物资配备清单 

物资分类 序号 物资名称 

建议最低配置数量 
适用灾害类

型 
备注 5 万人口

以下 

5万人口至

10 万人口 

10 万人

口以上 

应急装

备及配

套物资 

应急运输与专用

作业交通设备 
1 冲锋舟/橡皮艇 2 艘 2 艘 2 艘 洪涝、台风 乘坐 5 人以上 

泵类及通风排烟

设备 
2 抽水机 3 台 6 台 9 台 洪涝、台风 

单台水泵排水

量大于 200 m
3
/h 

搜救设备 
3 救生圈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洪涝 — 

4 救生伸缩装置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洪涝 — 

工程材

料与机

械加工

设备 

工程材料 

5 编织袋/麻袋/吨袋 5 000 条 10 000 条 15 000 条 洪涝、台风 — 

6 沙袋 2 000 条 3 000 条 4 000 条 洪涝 — 

7 吸水膨胀袋 2 000 条 3 000 条 4 000 条 洪涝 — 

8 挡水板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洪涝 — 

9 铁钩 100 个 150 个 200 个 洪涝 — 

10 土工布 3 000 m
2
 6 000 m

2
 9 000 m

2
 洪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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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雪灾应急救灾物资 

对于地震雪灾的重点乡镇（街道），在地震、雪灾应急救援过程中宜提供应急运输与专用作业交通

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等配套物资，具体配备内容清单见表4。 

表4 地震雪灾应急救灾物资配备清单 

物资分类 序号 物资名称 

建议最低配置数量 
适用灾

害类型 
备注 5 万人口以

下 

5 万人口至

10 万人口 

10万人口

以上 

应急装

备及配

套物资 

应急运输与专用作

业交通设备 
1 手推车 2 辆 3 辆 4 辆 地震 — 

工程机械设备 
2 除雪铲 10 把 15 把 20 把 雪灾 — 

3 融雪剂 500 kg 750 kg 1 000 kg 雪灾 — 

6 储备保管 

乡镇（街道）宜配备能满足应急物资存储要求的库房。 

库房宜实行封闭管理，具备避光、通风、防火、防盗、防潮、防鼠、防污染等条件。 

库房宜建立乡镇级应急物资账目管理。应急物资账目管理台账的应急物资明细表见附录 A。宜定

期盘库，确保账、卡、物一致。 

宜设有物资卡片标签，标签宜标明品名、规格、产地、编号、数量、质量、生产日期、入库时间、

保质期等信息。 

物资分类存放、码放整齐、留有通道，不宜与其他物资混放及挪作他用。 

宜定期对物资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巡查、记录温湿度、清扫卫生、库房通风等，确保物资完好

及功能正常。 

7 出入库管理 

物资进库宜根据购买凭证现场接收。 

根据物资购买的条款内容、质量标准清点所购物资，宜保证物资的数量、规格、品种准确无误，

质量符合购买标准。 

验收后，宜填写入库单，交接双方签字作为入库依据。建立应急物资入库台账备查，应急物资入

库表见附录 B。 

当出现突发事件需要提供应急物资时，管理人员宜及时发放实物，做好物资出库工作。在应急期

结束后宜由领用人填写领用单，管理人员根据领用单逐一登记并做好台账。应急物资出库表见附录 C。 

8 物资报废回收和补充更新 

宜实行报废回收制度，对破损严重或超过储备年限无法使用的物资，做报废处理；对需要回收的

应急物资，提前做好维修、清洗、消毒、整理等，依据规定做好回收入库工作。 

宜做好物资补充更新工作，定期盘点即将到期物资，将待补充更新的物资列入物资采购计划。应

急物资盘点表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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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应急物资明细表 

应急物资明细表见表A.1。 

表A.1 应急物资明细表 

序号 
物资

名称 

规格

型号 
单位 单价 数量 总价 生产日期 

保质

期 

入库 

日期 

入库来源 

（采购、调拨、捐

赠等） 

生产

厂商 

存储

区域 
备注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此表一式三份，第一联储备室、第二联存根、第三联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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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应急物资入库表 

应急物资入库表见表B.1。 

表B.1 应急物资入库表 

序号 
物资

名称 

规格

型号 
单位 单价 数量 总价 生产日期 

保质

期 

入库

日期 

入库来源 

（采购、调拨、捐

赠等） 

生产

厂商 

存储

区域 
备注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此表一式三份，第一联储备室、第二联存根、第三联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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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应急物资出库表 

应急物资出库表见表C.1。 

表C.1 应急物资出库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此表一式三份，第一联储备室、第二联存根、第三联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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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应急物资盘点表 

应急物资盘点表见表D.1。 

表D.1 应急物资盘点表 

序号 
盘点日

期 
物资名称 

规格型

号 
单位 

上期结存

数 

本期进

数 

本期出

数 

本期结存

数 

存储区

域 

存储状

态说明 
备注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此表一式三份，第一联储备室、第二联存根、第三联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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