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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安全规划研究 
（佛山市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 

（公众咨询稿） 

 

总  则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防灾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城市应急避难场

所，便于人们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尽快撤离危险区域，躲避灾害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伤害，是提高一座城市抵御灾害事故的综合能力的重要措施。佛山市中心城区

是人口和建筑高度密集的地区，亟需编制《佛山市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

划》，做好佛山市城市安全规划研究工作，并为更好地统筹规划全市应急避难场

所布局积累建设经验。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平灾相结合”的方针，立足于抗防。

力争提早做准备，常备不懈，有备无患，不断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为在灾害

发生时能有效减轻灾害损失、进行避灾疏散、防灾应急预案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条

件。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目标。 

本次规划的范围为佛山市中心城区，包括禅城区行政辖区、南海区桂城街道

和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原罗村街道）、顺德区乐从镇行政辖区，总面积 361.66

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与《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的期限一致，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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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急避难场所总体设计 

(一) 突发事件类型 

依据《佛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主要应

对以下四类突发公共事件：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涝、干旱等水旱灾害，台风、寒冷、高温、雷

电、灰霾、冰雹、大雾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地陷、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咸潮、赤潮等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运输事故，工矿

商贸企业、建设工程、公共场所、行政事业、社会团体等部门发生的各类安全事

故，电力、水业、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等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安全事故，

核与辐射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

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危及公共安全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

民族宗教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以及群体性事件等。 

(二) 应急避难场所分类 

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及其避护特点，并结合相关上位规划，确立佛山市应急

避难场所体系。佛山市应急避难场所分类两大类，分别为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及室

外应急避难场所。 

1. 室内应急避难场所 

室内应急避难场所主要适用于自然灾害中的气象灾害（如台风、暴雨和高温、

冰冻、寒潮的避暑避寒等）、地质灾害、核事故、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

会安全事件及其他需要室内避护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受灾人员的紧急疏散和临时

安置，主要为学校、社区（街镇）中心、福利设施、体育馆、会展场馆、条件较

好的人防工程等室内场所。 

2.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主要适用于地震及其他需要室外应急避护的突发事件发

生时，受灾人员的疏散和安置。根据承担的不同功能和等级，可分为紧急应急避



 

 

3 

 

 

难场所、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和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兼容区域场所）。 

①紧急应急避难场所 

城乡公众和厂矿区人员就近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通常为灾害发生前后3天

以内）的临时性场所，也是受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

所，主要为空地、绿地、露天停车场、公园、广场、学校操场、体育场等室外场

地。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分为紧急和临时两种。 

②固定应急避难场所 

城乡居民较长时间（通常为3天以上）避护和进行集中性救援的场所，主要

为按避护要求改造过的较大公园、体育场、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综合车场等

室外场地。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可兼作紧急避难场所。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分为短期、

中期和长期三种。 

③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兼容区域场所） 

规模较大、功能较全、安全度高、承担区域疏散调度和临时救援中心作用的

固定应急避难场所，主要为按避护要求改造过的大型城市公园、大型体育场、大

型市政广场、大学等场所，兼具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和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的功能。 

(三) 应急避难场所控制指标 

应急避难场所控制指标一览表 

场所分类 
室内应急避难场

所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 固定避震疏散场所 
中心避震疏散场所 

紧急 临时 短期 中期 长期 

场所来源 

学校、社区（街

镇）中心、福利

设施、体育馆、

会展场馆、条件

较好的人防工程

等室内场所 

花园、广场、空地

和街头绿地等； 

交通便利、有效避难面积充

足、能与责任区内居住区建立

安全避难联系、便于人员进入

和疏散的地段； 

与城镇外部有可靠

交通连接、易于伤

员转运和物资运

送、并与周边避难

场所有疏散通道联

系的地段。 

建设标准 

室内应急避护场

所以防灾避护单

元为单位，容纳

人数原则上按照

规划城镇常住人

口的 3%－5%进行

配置。9 万人、36

万平方米、117 处 

场所分类分级按给排水、供电、通讯、消防等不同

的设施制定标准要求 

全市性公园、大型

广场、大型体育场、

大学等。地级以上

市按每 50 万人－

150 万人设置一处

中心应急避护场所

（占地不小于10公

顷），各市、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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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分类 
室内应急避难场

所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 固定避震疏散场所 
中心避震疏散场所 

紧急 临时 短期 中期 长期 

则上设置 1 处－2

处中心应急避护场

所（每处占地不小

于 5 公顷）。禅城

区 2 处、南海区 2

处、东平新城 1 处。

乐从-北滘 1 处。 

场所面积 
场所面积建筑面

积≥500 平方米 
≥0.2 公顷 

≥0.5

公顷 

≥1 公

顷 

≥5 公

顷 
— 

人均有效避难

面积（平方米） 
3-5 0.5 1 2 3 4.5 — 

配套设施 避难场所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应急功能保障分为Ⅰ、Ⅱ、Ⅲ、Ⅳ级 

服务半径 ≤2.0km ≤0.5km ≤1.0km ≤1.5km ≤2.5km — 

避护时间（天） — 1 3 15 30 100 100 

疏散通道宽度 

对于应急通道的有效宽度，救灾主干道不应小于 15m，疏散主干道不应小于 7m，疏散次干道不

应小于 4m。IV 级应急交通保障的通道宽度不宜低于 3.5m。跨越 III 级及以上应急交通保障的

应急通道的各类工程设施，应保障通道净空高度不小于 4.5m。 

其他要求 

1.避难场所用地应避开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及发震段磊带上可能发生地

表位错的部位等危险地段，并应避开行洪区、指定的粉红口、洪水期间进洪或退洪主流区及山

洪威胁区； 

2.避难场地应避开高压线走廊区域； 

3.避难场地应处于周围建（构）筑物倒塌影响范围以外，并应保持安全距离； 

4.避难场所用地应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以及其他易发生次生灾

害的区域，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对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要求，有

火灾或爆炸危险源时，应设防火安全带； 

5.避难场所内的应急功能区与周围易燃建筑等一般火灾危险源之间应设置不小于 30m 的防火

安全带，距易燃易爆工厂、仓库、供气厂、储气站等重大火灾或爆炸危险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0m； 

6.避难场所内的重要应急功能区不宜设置在稳定年限较短的地下采空区，当无法避开时，应对

采空区的稳定性进行评估，并制定利用方案； 

7.周边或内部林木分布较多的避难场所，宜通过防火树林带等防火隔离措施防止次生火灾的蔓

延。 

(四) 防护人口规模 

本次规划防护人口基数采用《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预测人口，

禅城区南庄镇 26 万人、石湾镇街道 28 万人、张槎街道 26 万人、祖庙街道 50

万人、桂城街道 45 万人、罗村管理处 17 万人、乐从镇 28 万人。考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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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用人口热力分布数据校核应急避难场所的需求及分布。 

(五) 场地选址原则 

（1）便利性原则。避难场所应优先选择场地地形较平坦、地势较高、有利

于排水、空气流通、具备一定基础设施的公园、绿地、广场、学校、体育场馆等

公共建筑与设施，其周边应道路畅通、交通便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中心避难场所宜选择在与城镇外部有可靠交通连接、易于伤员转运和物资

运送、并与周边避难场所有疏散道路联系的地段。 

②固定避难场所宜选择在交通便利、有效避难面积充足、能与责任区内居住

区建立安全避难联系、便于人员进入和疏散的地段。 

③紧急避难设施可选择居住小区内的花园、广场、空地和街头绿地等。 

（2）安全性原则。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可利用相邻或相近的且抗

灾设防标准高、抗灾能力好的各类公共设施，按充分发挥平灾结合效益的原则整

合而成。避难场所场地选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保证其安全性： 

①避难场所用地应避开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及发震断

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的部位等危险地段，并应避开行洪区、指定的分洪口、洪

水期间进洪或退洪主流区及山洪威胁区； 

②避难场地应避开高压线走廊区域； 

③避难场地应处于周围建（构）筑物倒塌影响范围以外，并应保持安全距离； 

④避难场所用地应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以及其

他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区域，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对

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要求，有火灾或爆炸危险源时，应设防火安全带； 

⑤避难场所内的应急功能区与周围易燃建筑等一般火灾危险源之间应设置

不小于 30 米的防火安全带，距易燃易爆工厂、仓库、供气厂、储气站等重大火

灾或爆炸危险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0米。 

⑥周边或内部林木分布较多的避难场所，宜通过防火树林带等防火隔离措施

防止次生灾害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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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一) 规划避难场所资源 

本次室外应急避难场所的主要来源为《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佛山市绿地绿线整合规划 2015-2020》（以下简称《绿地绿线》）、国情普查数

据（绿地）和中小学的室外运动场地中符合要求的用地。 

(二) 室内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规划室内应急避难场所 143处。其中规划新增室内应急避难场所 2处，分别

位于罗村社会管理处和乐从镇。保留现状符合现行国家规范要求的场地共 141

处。规划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基本覆盖整个中心城区，场所类型主要为大型体育场

馆和学校体育场馆。 

 

规划新增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三) 室外紧急避难场所规划 

规划室外紧急避难场所 534处。其中新增紧急避难场所 504处，保留现状紧

急避难场所 30 处。新增紧急避难场所类型主要是现状居住小区广场、绿地，部

分场所是中小学校操场，少量场所是规划居住用地预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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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四) 室外固定避难场所规划 

规划室外固定避难场所共 58处。其中新增固定避难场所 32处，保留现状固

定避难场所 26处。 

 

规划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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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室外中心避难场所规划 

规划中心避难场所 6处。保留桂城街道映月湖公园、千灯湖市民广场和乐从

文化广场 3处应急避难场所，按中心避难场所的要求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规划文

华公园按中心避难场所建设，规划新增罗村社会管理处孝德湖中心避难场所、南

庄镇陶博城中心避难场所。 

 

规划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六) 救灾设施规划 

以《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规划医疗卫生用地为基础，结合卫

计部门专项规划，中心城区共建立市、区两级综合医疗中心 10—12 间，逐步完

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同发展，形成中心城区应急救

灾医疗体系。 

按《佛山市消防工程专项规划（2016-2020）》，中心城区保留现状 5 个普通

消防站、1个特勤消防站和 4个现状专职消防站，规划新建 39个普通消防站、2

个专职消防站，满足中心城区应急救灾要求。 

(七) 避难责任区划分 

规划考虑灾后消防救援的出勤范围，结合医疗设施分布情况分析，规划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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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个避难责任区。避难责任区划分与消防救援责任区范围一致，便于救援。 

(八) 应急交通规划 

城市主干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为主要应急避难疏散通道，应按照应急避难

疏散的建设要求进行规划控制。应急避难疏散结合城市道路交通、人防疏散通道

和消防要求统一考虑，应急避难疏散通道中救灾主干道的有效宽度不得小于 15

米，疏散主干道不应小于 7米，疏散才感到不应小于 4米。疏散通道应方便通向

城镇内的疏散场地、室外旷地和长途交通设施。 

（1）高速公路 

广明高速：向东连接广州金山大道，联系广州市番禺区及广州中心城区；向

西连接新广佛高速、广明高速（高明段），联系江门市、佛山高明地区。在中心

城区内，规划有 1处立交，为与佛山一环高速西段交叉口处。 

佛一环南线：向东连接佛山一环高速公路东延线，联系广州市番禺区；向西

连接佛山一环高速公路西段，联系清远市及以远地区。在中心城区内，规划有 4

处立交，为与佛开高速、禅西大道、佛山大道、同兴路交叉口处。 

佛山一环高速公路西段：向北连接佛清从高速，联系北部清远市及以远地区；

向南连接佛开高速 2 线，联系南部江门及以远地区。在中心城区内，规划有三处

立交，分别为与轻工路－工业大道、季华路、新广佛高速交叉口处。 

佛开高速：向北连接广佛高速、联系广州及以远地区；向南南部江门及以远

地区。在中心城区内，有三处立交，分别为与海八路、张槎路、吉利大道交叉口

处。 

佛山一环高速公路东段：向北连接广清高速，联系北部清远及偏远地区；向

南通向中山市，联系中心城区及偏远地区。在中心城区内，有三处立交，分别为

与海八路、季华路、魁奇路交叉口处。 

广珠西线高速：向北连接广州环城西线，联系广州城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向南联系珠海、中山。在中心城区内，规划有两处立交，分别为与佛平路、魁奇

路交叉口处。 

（2）快速路 

桂丹路－海八路：主要承担中心城区与狮山副中心、丹灶镇之间的快速联系。 

魁奇路：主要承担佛山中心城区与广州中心城区、西樵组团、高明组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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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联系。 

禅西大道：主要承担中心城区与狮山副中心、大沥组团、九江镇、龙江镇之

间的快速联系。 

佛山大道：主要承担佛山中心城区与大沥组团、龙江镇、大良－容桂副中心

之间的快速联系。 

同兴路：主要承担佛山中心城区与九江镇、龙江镇之间的快速联系。 

南海大道：主要承担佛山中心城区与大沥组团、勒流街道、大良－容桂副中

心之间的快速联系。 

（3）城市主次干路 

“九横”：由北至南分别为海五路－清风东路、佛平路－南港路－三山大道、

五峰路－南桂路－桂平路、同济路、季华路、裕和路、荷岳路、吉利大道－乐从

大道－三乐路、横一路。 

“八纵”：由西至东分别为紫洞路－龙津路、工贸大道、汾江路、岭南大道、

文华路、桂澜路、夏东路、港口路。 

“联络线”：由于地形、征地等因素的制约，只承担中心城区部分片区骨架

性连接的道路，包括轻工路、塱沙路、桂湾路、张槎路、绿景路等。 

(九) 疏散道路的布局原则 

（1）主干、次干道路用作避难道路时，原则上为符合安全要求，不应相互

过多交叉，以免影响其通畅性，保证路上车辆一定的行车速度。 

（2）每个避难场所，尤其是长期（固定）避难场所至少应安排两条以上避

难道路，以提供不同方向前来避难的受灾居民选择和使用。 

（3）避难道路两侧，除建筑物具有高抗震和耐火能力外，还要与建筑物保

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建筑物倒塌时，对道路造成堵塞，影响使用。 

（4）连接长期（固定）避难场所的疏散道路，最窄宽度，根据国内外城市

避难道路设计的经验，应不低于 15 米，以保证消防车、救护车等通过需要。连

接临时避难场所的疏散道路宽度可适当窄些，但应不低于 3米。 

（5）对于学校、医院、商场、影剧院、机场、车站等人员较集中的公共场

所，应当设置紧急避难（疏散）通道，有条件的，其通道要与各类避难道路相连

接，以方便受灾人员尽快离开，疏散到临时避难场所，或者疏散长期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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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已确定为避难用的道路，应设置避难引导标志(牌)，且应醒目。

另外，要加强对引导标志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毁)坏。 

（7）如果避难道路两侧进行建设和改造时，其建筑物原则上除要严格按照

抗震设防规定设计外，还应符合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另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临时占用避难道路。疏散道路上存在违章建筑物的，要将其拆除，以消除道路使

用上的隐患。 

 

三、 避难场所的建设要求 

(一)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等级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等级分为Ⅰ、Ⅱ、Ⅲ、Ⅳ四级，依据场所的级别、与危险

源的安全距离、避难容量等影响因素确定每个场所的分级分类应急建设要求。其

中，设施建设分为 A、B、C 三类。A 类为必须设置的设施，B 类为建议设置的设

施，C类为可选设置的设施。 

应急功能保障级别划分 

分级 设防要求 功能要求 破坏后果 

Ⅰ 灾时功能不能中断或灾

后需立即恢复 

涉及国家公共安全，影响城市

级应急指挥、医疗卫生救护、

供水、物资储备分发、消防等

特别重大应急救援活动 

一旦中断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或

重大人员伤亡等特别重大灾害后果 

Ⅱ 灾时功能基本不能中断

或灾后需迅速恢复 

影响集中避难和救援人员的

基本生存或生命安全，影响大

规模受灾或避难人群中长期

应急医疗卫生救护、供水、物

资储备分发、消防等重大应急

救援活动 

一旦中断可能导致次生灾害或大量

人员伤亡等重大灾害后果 

Ⅲ 灾后需尽快设置或恢复 影响集中避难和救援活动 一旦中断可能导致较大灾害后果 

Ⅳ 除Ⅰ、Ⅱ和Ⅲ级之外的其他应急保障基础设施 

(二)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设施配置 

急避难场所建设设施分为基础设施配置、一般设施配置和综合设施配置。 

1. 基础设施配置 

为保障避难人员基本生活需求，而应设置的配套设施。包括应急棚宿区设施、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设施、应急供水设施、应急排污设施、应急厕所、应急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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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设施、应急通道和应急标志。 

（1）应急篷宿区设施 

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帐篷、活动简易房等临时用房。 

（2）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设施 

应设有临时或固定的用于紧急处置的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设施。 

（3）应急供水设施 

可选择设置供水管网，供水车、蓄水池、水井、机井等两种以上供水设施，

并根据所选设施和当地水质配置用于净化自然水体成为直接饮用水的净化设备。

每 100人应至少设一个水龙头，每 250人应至少设一处饮水处。生活饮用水水质

应达到 GB 5749—2006 规定的要求。 

（4）应急供电设施 

应设置保障照明、医疗、通讯用电的具有多路电网供电系统或太阳能供电系

统，或配置可移动发电机应急供电设施。供、发电设施应具备防触电、防雷击保

护措施。 

（5）应急排污系统 

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管线、简易污水处理设

施。应急排污系统应与市政管道相连接或设立独立排污系统。 

（6）应急厕所 

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暗坑式厕所或移动式厕所。应急厕所之间距离应

小于 100ｍ，且位于应急避难场所下风向设置。距离篷宿区 30ｍ～50ｍ。暗坑式

厕所应具备水冲能力，并附设或单独设置化粪池。 

（7）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可移动的垃圾、废弃物分类储运设施。应急垃圾

储运设施距离应急篷宿区应大于５ｍ，且位于应急避难场所下风向设置。 

（8）应急通道 

篷宿区周边和场所内要按照防火、卫生防疫要求设置通道。 

（9）应急标志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及周边应设置避难场所标志、人员疏导标志和应急避难功

能分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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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设施配置 

为改善避难人员生活条件，在基本设施的基础上应增设的配套设施。包括应

急消防设施、应急物资设施和应急指挥管理设施。 

（1）应急消防设施 

应急期间应急篷宿区应配置灭火工具或器材设施。 

（2）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应根据避难场所容纳的人数和生活时间，在应急避难场所内或周边设置储备

应急生活物资的设施。应利用应急避难场所内或周边的饭店、商店、超市、药店、

仓库等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周边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

距离应小于 500ｍ。 

（3）应急指挥管理设施 

应设置广播、图像监控、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等应急管理设施。广播系统应

覆盖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图像监控范围应覆盖应急篷宿区和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内

的道路。 

3. 综合设施配置 

为提高避难人员生活条件，在已有的基本设施、一般设施的基础上，应增设

的配套设施。包括应急停车场、应急停机坪、应急洗浴设施、应急通风设施和功

能介绍设施。 

（1）应急停车场 

应急避难场所附近应设置应急车辆停车场。 

（2）应急停机坪 

应急避难场所内或周边应设置供直升机起降的应急停机坪。应急停机坪地面

应平坦硬质，周围无高大建（构）筑物，保证直升机有升空平行安全角度。 

（3）应急洗浴设施 

应结合应急厕所设置，增加洗浴功能或设立可移动式洗浴设施。 

（4）应急通风设施 

通风条件有限的室内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增设通风设施。 

（5）功能介绍设施 

应设置功能介绍图板，宜设置触摸屏、电子屏幕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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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要求 

场所周边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 

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避难场所主标志。 

场所内主要通道路口应设置应急设置的指示标志。 

场所内各类配套设施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三) 应急避难场所设防要求 

1. 总体防护要求 

在遭受设定防御标准灾害影响下，防灾避难场所应满足应急和避难生活需

求；避难建设和Ⅰ～Ⅲ级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体结构不应发生影响避难功能的

中等破坏；其他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不应发生影响避难功能的中等破坏；其应

急功能基本正常或可快速恢复，不影响使用或通过紧急处置即可继续使用；应急

辅助设施不应发生严重破坏或应能及时恢复；需临时设置的应急设施和设备，应

能及时安装和启用。 

在遭受高于设定防御标准的灾害影响下，避难场地应能用于人员避难，在周

边地区遭受严重灾害和次生灾影响时应能保证基本安全及保障避难人员基本生

存；避难建筑和Ⅰ～Ⅲ级应急保障基础设施，不至倒塌或发生危及避难人员生命

安全的严重破坏。 

在临灾时期和灾时启用的防灾避难场所，应保证避难建筑和应急保障基础设

施及辅助设施不发生危及重要避难功能的破坏，满足灾害发生过程中的避难要

求。 

防灾避难场所内与应急功能无关的建筑工程设施和设备，不得影响避难场所

应急功能使用，不得危及避难场所人员生命安全。 

避难场所，设定防御标准所对应的风灾影响不应低于本地抗震设防烈度相应

的罕遇地震影响，且不应低于 7度地震影响。 

2.避难场所防风建设要求 

防风避难场所的设定防御标准所应的风灾影响不应低于 100 年一遇的基本

风压对应的风灾影响，防风避难场所设计应满足临灾时期和灾时避难使用的安全

防护要求，龙卷风安全防护时间不应低于 3h，台风安全防护时间不应低于 24h。 

3.避难场所防洪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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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洪保护区的防洪避难场所的设定防御标准高于当地防洪标准所确定

的淹没水位，且避洪场地的应急避难区的地面标高应按该地区历史最大洪水位确

定，且安全超高不应低于 0.5m。 

对于非防洪和非防风避难场所，应根据其范围内的河、湖水体的最高水位以

及水工建筑物、构筑物的进水口、排水口和溢水口及闸门标高等，确定上下游排

水能力和措施，保证避难功能区不被水淹。 

4.避难场所排水工程设计 

避难场所建筑屋面排水设计重现期不低于 5年，室外场地不应低于 3年；中

心避难场所及其周边区域的排水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 5年；固定避难产场所及其

周边区域的排水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 3 年；防台风避难场所排水设计应保证在

100年一遇的台风暴雨条件下，场所内避难建筑首层地面不被淹没。 

 

四、 规划实施保障划 

(一) 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完善避难场所配套设施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应急避护场所建设，充分掌握当

地自然灾害和防灾救灾形势，立足于“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应

急避护场所建设纳入政府工作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将应急避护场所建设经费纳

入年度财政预算，将避难场所所需设施（备）建设好，并使其在需要时能用好用。 

各级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要积极协调住建、国土规划、供电、地震等相关部门

共同落实好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职责。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地震等灾害应急救助

技术和装备的开发研究和研制；要建立灾害紧急救援专业队伍，配备现代化的专

业设备，并且注意平时训练，以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突发事件灾害。 

(二) 合理利用资源，规范场所建设 

要严格按照《广东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规划纲要》的规定和“五有一公开”

规定（有场地、有明显标识、有运行管理制度、有临时生活条件和生活物资储备，

向社会公开地点和开放条件），规范应急避护场所建设。利用现有学校、体育场

馆、会展场地、福利机构、街道（社区）活动中心、地下空间以及人防设施等室

内设施，将其室内部分改造形成室内应急避护场所，室外部分改造形成室外避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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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室内应急避护场所相对紧缺的镇（街）、村（居），应在新的城镇建设、小

区建设中规划室内应急避护场所。可将现有的公园、体育场、广场绿地、学校操

场、综合停车场等室外场地，改造成室外应急避护场所。 

(三) 编制与避难场所规划相协调的应急疏散预案 

有了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了相应的配套设施，若发生地震等灾害，安全疏散、

有秩序地安排受灾居民就是大问题了。因此，各区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编制

与避难场所规划相协调的应急疏散预案，这是保证规划纲要顺利实施的关键。 

(四) 强化场所管理，提升服务能力 

要加强应急避护场所的日常管理和人员培训，每个区、重点镇（街）要组建

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专业救灾服务队，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按照“平灾结合”

的原则，应急避护场所平时服务于原有功能，在遇有台风、地震、火灾、洪涝等

突发性重大灾害时，由相应的减灾委批准启用为应急避护场所。应急避护场所作

为社会公益场所，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在原有管理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无条件向受

灾群众开放，由应急避护场所临时指挥机构工作人员安排受灾转移群众入住。救

灾服务队迅速、及时赶到应急避护场所，开展各项救灾服务工作。 

(五) 大力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参与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大力开展应急避护场所及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

作。每年“5.12”防灾减灾日期间，要开放应急避护场所，组织群众参观，让群

众了解、熟悉居住地附近的应急避护场所设置情况，定期组织人员转移演练，确

保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能够迅速转移到最近的应急避护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