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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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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减灾中心、黑龙江省北方韧性城市研究院、黑龙江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磊、韩丹、赵佳、杜永刚、叶薇薇、程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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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类应急避难场所标志设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境内自然灾害类应急避难场所的标志设置与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境内自然灾害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的制作设置与管理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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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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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43371  系留气球安全性通用要求 

GB/T 44012-2024  应急避难场所 术语 

GB/T 44013-2024  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 

GB/T 44014-2024  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 

GB 51143-2015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2021年版） 

DB23/T 3105-2022  自然灾害应急避难场所基本要求和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1143、DB23/T 31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避难容量 

与避难时间、灾害种类、季节气候、各项设施保障能力，以及场地和建筑面积等因素相匹配的可容

纳避难人员的数量。 

[来源：DB23∕T 3105-2022，3.5] 

服务区域 3.2 

即应急避难场所的指定服务范围，该服务范围内的避难人员被指定使用场所内的功能、场地和相应

的配套应急设施。 

[来源：GB 51143-2015，2.0.5，有改动] 

 3.3 

兼用型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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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不作为避难场所使用，但预先按照标准设计和建造，或经过评估认证，能够保证主体结构安全

有专人管理维护，配备一定设备物资，可在临灾或紧急救灾期内紧急转换为应急模式，投入使用的避难

场所例如各种体育场馆、公园、学校等。 

[来源：DB23∕T 3105-2022，4.2.2] 

 3.4 

临时型避难场所 

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应急评估与处置，从既有建筑工程选择或紧急设置、建造，可在临

灾时期和紧急救灾期内完成物资紧急调拨和设备装配，服务于整个灾后时期的避难场所，例如大中型  

宾馆、电影院、厂房、空地等。 

[来源：DB23∕T 3105-2022，4.2.3] 

4 基本要求 

规范性 4.1 

4.1.1 应急避难场所的标志主要包括：主标识、功能区标志、设施设备标志、指向标志、功能布局图、

道路平面示意图等，其图形符号、文字内容、版式颜色、尺寸参数等应符合 GB/T 44014的有关要求。 

4.1.2 避难场所可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增添场内外风险警示、避难场所边界、场所启用停用或禁用等新

型标志，应符合 GB/T 2893.1、GB 2894、GB/T 10001.1 以及 GB/T 44014等标准的相关要求，并保证图

样标准、尺寸大小、配色注字和材质使用上的一致、美观、协调。 

准确性 4.2 

4.2.1 避难场所各标志设置前，应保证呈现信息的完整真实准确，避免因失误的因素误导群众转移避

难，甚至造成其它危险。 

4.2.2 避难场所的避难种类主要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台风与暴雨灾害、低温冷冻与

雪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避难场所应达到 DB23/T 3105-2002第 7章中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设防启动要求，

才可设置悬挂该灾种标志，其图形符号应满足 GB/T 44014的有关要求。 

4.2.3 位于人口密集区域，责任区有较多重叠交叉或服务边界不清晰的应急避难场所，应组织进行统

一评估规划，综合考虑避险疏散和临时安置需求以及周边环境、道路结构、交通状况等具体情况，科学

划定避难服务区数量、范围、布局与应急疏散分区，统一确定疏散通道规划与指引标志设置方案。 

可读性 4.3 

4.3.1 在充分保证标志尺寸和内容信息规范性的基础上，避难场所标志应选择不易污损、耐光照、不

易褪色材料制作或使用易更换的材料，并注意其表面防眩光处理。 

4.3.2 常见功能区、设备设施及疏散指向等重要标志应充分考虑其夜视效果，采取自发光或反光材料

制作，或为其增加照明装置。 

安全性 4.4 

4.4.1 标志应安装牢固，结构可靠，材料及焊接处耐腐防锈。室外标牌可耐低温，可承担一定雪冰积

载。 

4.4.2 室外标志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不得遮挡道路交通等其它公共标志或妨碍安全视距。 

4.4.3 若临时采用气球等作为标志，应符合 GB/T 43371的有关要求。 

及时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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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兼用型和临时型避难场所启用后，应尽快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标志设置。 

4.5.2 避难场所如有修缮临时停用、功能或服务区域变更、无法满足设防条件而撤销等变化，应对其

标志设置进行更新或拆除。 

5 标志设置 

主出入口处标志 5.1 

5.1.1 避难场所主出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应设置避难场所主标志，标明场所名称、级别、功能、类型、

避难种类图形符号等各类信息。 

5.1.2 避难场所主出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应设置出入口标志，标明出入口名称，行进方向，是否人车专

用等信息。 

5.1.3 避难场所主出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应设置避难场所功能布局图，标注各功能区和各设施设备标志

位置，标绘场所内疏散道路和场所外附近疏散道路等基础信息,并简介建设年代、建设单位、总面积、

分级分类、适用避难灾种、有效避难面积和避难容量等情况。 

5.1.4 如避难场所在应对不同季节的不同灾害、提供不同时长的避难服务时，功能区域分布、有效避

难面积和避难容量有显著差异时（例如夏季洪涝和冬季地震），应分别制图标明，多处设置。 

5.1.5 非专用型（兼用型和征用型）的避难场所宜设置启用状态标志，表明其目前已转换为避难场所

使用，原场所功能暂时停用。 

避难场所内标志 5.2 

5.2.1 避难场所应在相应功能区显著位置设置其标志，主要包括：宿住区、餐饮服务区、清洁盥洗区、

医疗救治区、物资储备区、垃圾储运区、临时教学区等。 

5.2.2 避难场所应在相应设备设施附近显著位置设置标志，主要包括：供水、排污、供暖、广播、发

电、物资发放、垃圾收集、疏散通道等。 

5.2.3 避难场所应在各常用功能区和各设备设施区之间设置指向标志。若指向标志距目的地较远或沿

途转向较多，则应在指向标志中或附近易见处添加距离信息。 

5.2.4 功能区标志、设施设备标志及其指向标志，其种类和符号包括但不限于 GB/T 44014-2024 和

DB23/T 3105-2022中的相关示例。 

5.2.5 重要的设施设备标志、常用功能区标志和疏散道路标志以及相应的指向标志需采取照明措施或

采用自发光或反光材料保证夜间的辨识度和可读性。 

5.2.6 应急宿住区、应急通道口等避难人员常见区域的显著位置宜设置场所功能布局图。 

5.2.7 规模较大，分区较为复杂的长期避难场所，应对避难人员主要活动区附近的生产生活风险（如

火灾、高坠物等）进行评估，并根据结果设置相应风险标志，提示避难人员注意。 

避难场所边界及外部标志 5.3 

5.3.1 应急避难场所的服务区域内（包括居民区、商场、超市、活动中心等人口密集地），及城市交

通干道和汽车站、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应设置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避难路线图，用于指示应急避

难场所距离、方向和路径。并在沿途设置引导性指示牌，标明距此避难场所的名称、方向、距离以及避

难种类等信息。 

5.3.2 避难场所的主要标志如被高大建筑或树木等遮挡，在临灾紧急转移期间，可采用低空系留气球

或无人机等方式，代替避难场所主标志，有效引导避难群众前往。 

5.3.3 无明显边界的应急避难场所，特别是短期临时应急集中疏散的广场、高地（依山临水），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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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围挡、彩旗、条幅等方式标示应急避难场所的边界和安全区域。有效隔离避难人员与危险区。 

5.3.4 依山傍水的公园型、偏远应对地震等单一型避难场所应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应根据所处地理位

置、气候环境等因素评估附近是否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风险（如山洪、内涝、滑坡等），并在相应位置

设置风险标志，提示避难人员注意，防备使用中的次生灾害。 

6 管理维护 

6.1.1 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单位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室内外标志牌检查养护，宜在当地典型灾害频发期

前进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规范性检查，主要关注标志牌的内容信息、颜色字体以及设置位置和方式等是否符合最新国

家和地方标准要求。 

—— 准确性检查，主要关注指向标识的方向和距离是否偏差较大，避难场所是否依然满足设防标

准，标志内容和设置是否已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更新等。 

—— 可读性检查，主要关注其在常见角度、范围内是否被建筑、树木或其它标牌等物遮挡；是否

大面积污损、严重褪色；夜用标牌的发光、反光装置是否满足要求等。 

—— 安全性检查，主要关注构成完好度，材料截面厚度、结构强度、埋撑基础、焊接质量、连接

构件牢固程度、锈蚀情况等方面是否符合要求。 

6.1.2 应急避难场所在遭遇 7 级以上大风，较大降雪、冻雨、沙尘等恶劣天气后，其管理单位应组织

室外标志应急检修和维护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