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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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震应急救援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解放军32141部队、解放军总医院、应急总医院、北京

市消防救援总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立、张天罡、李向晖、傅杰、朱伟、陈冠志、龙腾飞、史志宏、王建平、刘

旋、于敬泽、赵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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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城市搜索与救援队伍在灾害现场建立行动基地的工作内容和建议，包括选址、布局、

搭建和运维。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综合救援队伍在灾害现场开展行动基地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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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8.1—2012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救援行动 第1部分：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行动基地 base of operations

城市搜索与救援队在灾害现场建立的能够保障队伍工作和生活的临时性场所。

[来源：GB/T 29428.1—2012，3.6，有修改]

3.2

选址 site selection

选择行动基地搭建场地的过程。

3.3

转场 transition

行动基地撤收后，装备移至新场地并完成重新搭建的过程。

[来源：GB/T 29428.1—2012，3.8，有修改]

3.4

布局 layout

行动基地功能区种类选择和位置布设的过程。

3.5

撤收 withdrawal

行动基地场地恢复的过程。

4 选址

4.1 选址原则

行动基地选址应在确保场地安全的前提下，应选择相较面积合适，环境适宜、资源充足、交通便利

的场所，例如广场、公园或运动场等。

4.2 选址要素

选择行动基地场地时，应对以下要素进行踏勘和检查：

——场地面积；

——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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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情况；

——周边自然环境；

——周边社会环境；

——运输条件；

——通讯条件；

——资源条件。

行动基地选址用表见附录 A。

5 布局

5.1 布局划分

行动基地布局一般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两个主要部分，各部分包括了相应的功能区，各功能区根据

其在行动基地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应满足一定的基本要求见表1。

表 1 行动基地功能区

功能区 基本要求

工作区

指挥通讯区

 满足队伍在行动基地内指挥、开会、办公的条件需求；

 满足行动基地架设各类通讯设备的条件需求；

 帐篷指挥和通讯功能在空间上相对独立；

装备区  满足装备存放、管理和简单维护维修的条件需求，便于装卸和运输；

医疗区
 满足为队伍自我医疗保障的条件需求，包括特殊病患的隔离，根据条件可以兼顾

对灾区群众医疗救治；

洗消区
 满足队员、装备及搜救犬在进入到行动基地之前进行清洗和消毒的条件需求；

 根据条件，可满足队员更换服装的需要；

车辆停放区  满足队伍车辆或外来车辆临时停放的条件需求，并尽量不影响其他功能区；

集结区  满足全体队员集中的条件需求；

生活区

宿营区  满足所有队员住宿、休息的生活需求；

后勤供给区
 满足后勤物资存储、发放和餐饮的条件需求；

 根据条件，可满足餐饮制作功能；

卫生洗漱区
 满足队伍洗漱与厕所的条件需求；

 根据条件，可满足队员淋浴的需要；

搜救犬区
 满足搜救犬住宿、休息的生活条件需求；

 根据条件，可满足搜救犬散放需求；

垃圾存放区  满足存放生活垃圾与医疗垃圾的条件需求，并尽量远离其他功能区；

5.2 布局原则

5.2.1 功能区的选择

根据队伍规模、类型和场地情况，功能区可进行调整、合并或删减。按照功能区的必要性，可分为

必备和可选两类，功能区必要性分类见表2。

表 2 功能区必要性分类

必要性类别 功能区

必备 指挥通讯区、宿营区、装备区、医疗区、洗消区、后勤供给区、卫生洗漱区、垃圾处理区

可选 搜救犬区、车辆停放区、集结区

5.2.2 整体布局要求

行动基地的整体布局应考虑以下因素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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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情况确定行动基地出入口应靠近便于出行的位置；

——根据周边环境确定各功能区的摆放位置，工作区靠近行动基地出口，生活区远离行动基地出

口顺序；

——工作属性的功能区和生活属性的功能区要相对独立分开，可采用警戒带或区域标识进行物理

区分和提醒，做到互不影响；

——行动基地搭建过程中和搭建结束后考虑紧急撤离路线的设置；

——行动基地内的电路布设合理和安全性；

——行动基地确保防火、防汛等整体的安全性；

——行动基地绘制有布局草图。

5.2.3 功能区布设要求

行动基地从入口开始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中部一般情况下主要布设工作属性的功能区，后部

主要布设生活属性功能区，布设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和要求：

——指挥通讯区可以考虑拥有相对独立和比较安静的办公和会议区域，通讯区（帐篷）的搭建要

以能够保证通讯畅通设备正常运行为前提；

——洗消区、装备区、车辆停放区位置靠近行动基地出入口位置，其中车辆停放区也可考虑布设

在行动基地主体之外；

——宿营区、搜救犬区与其他功能区可以考虑有明显的物理区分，例如用警戒带进行隔离，以保

证人员和搜救犬在休息时的相对安静；

——垃圾处理区和厕所设在下风口，周边有流动水域时，设在水域下游方向，并与工作区和生活

区保持一定距离。

行动基地布局示意图见附录 B。

6 搭建

6.1 搭建优先级

功能区搭建优先级从主到次可分为一、二、三级，可根据队伍规模、类型和场地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行动基地功能区搭建优先级见表3。

表 3 行动基地功能区搭建优先级

优先级 功能区

一级 指挥通讯区、宿营区、装备区

二级 后勤供给区、医疗区、洗消区

三级 搜救犬区、卫生洗漱区、垃圾处理区、车辆停放区、集结区

6.2 搭建程序

行动基地搭建程序包括制定计划、搭建前准备、搭建实施和搭建完成四个阶段。在搭建实施过程中，

可根据实际需要可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和优化。搭建完成后应根据需要对行动基地的整体情况和各功能

区进行安全检查。行动基地搭建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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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动基地搭建流程图

6.3 搭建注意事项

在搭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人员与装备的安全，并做到对整体过程的有效控制，各阶段需要注意的

事项具体见表4。

表 4 行动基地搭建注意事项

工作阶段 注意事项

制定计划

 根据行动基地布局设计与搭建优先级，结合场地实际情况确定各功能区位置和搭建顺序；

 根据队伍人员和装备情况制定具体的任务安排和人员分工；

 需要提前考虑并制定行动基地搭建期间的紧急撤离计划，包括报警方式、紧急撤离路线、

临时集结点和恢复程序等。

搭建前准备

 将具体的任务安排和人员分工详细告知参与搭建的队员，并提前分发装备与工具；

 详细告知所有队员行动基地搭建期间的紧急撤离计划；

 根据搭建的时间和具体环境条件，提前做好动力、照明以及安全装备的架设与使用。

搭建实施

 专人负责搭建过程中的安全工作，以及对运输车辆的指挥与调度；

 各功能区和帐篷出入口明显处悬挂或张贴所对应的名称；

 行动基地内坑洼、井盖、帐篷拉绳、地锚和影响人员、车辆通行的危险区域设置

警示标识；

 指挥通讯等功能区动力照明的独立性；

 架设暖风设备、洗消装置和洗漱设备等装备的场地和位置需要。

搭建完成

 检查并根据需要完善行动基地整体的防雨、防涝、防火、防爆、电路等安全防

范措施；

 各功能区帐篷的加固与通风；

 按照搭建完成情况重新绘制行动基地布局示意图，并做好相关信息的标注，如

各功能区名称。

 更新紧急撤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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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维

7.1 安全管理

7.1.1 临时性安全管理

在行动基地搭建、转场和撤离过程中，宜有专人负责对人员、装备、物资、搜救犬和撤离的临时性

安全管理。

在执行过程中需做好临时人员分工、制定临时安全工作处理和报告程序。

7.1.2 日常安全管理

在行动基地日常运维中，需有专人负责行动基地的整体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人员和车辆出入管理、

流动安全执勤、装备物资防盗、动力设备与燃料安全检查、行动基地内危险警示标识检，以及制定、更

新和执行紧急撤离计划。

在执行过程中需做好好人员分工，使用安全工作用表，制定日常安全问题处理和报告程序，制定日

常轮岗周期和工作交接程序，并定期开展安全工作宣讲。

7.2 供电

7.2.1 供电原则

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供电以确保行动基地核心功能的正常运转为前提。在电源和电路布设方面需

要考虑供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发电燃料的存放和补给需有专人负责。

7.2.2 供电优先级

供电优先级从各功能区用电的不同需求，可分为一、二、三、四级，具体见表5。

表 5 行动基地功能区供电优先级

优先级 供电要求 功能区

一级 全天供电 指挥通讯区、医疗区

二级 全天供电 装备区、后勤供给区

三级 分时段供电 集会区、宿营区、搜救犬区、卫生洗漱区

四级 按实际需求供电 车辆停放区、洗消区、垃圾处理区

7.3 饮食与用水

7.3.1 饮食

队伍饮食保障的工作内容一般包括日常供给、临时供给、场地供给和补充采购。饮食保障具体内容

和要求见表6。

表 6 饮食保障工作

饮食保障 内容与要求

日常供给 为在行动基地修整的队员提供一日三餐的饮食保障；

临时供给 为即将从工作场地回到行动基地的队员提供临时的饮食保障；

场地供给 根据任务安排，为准备出发去工作场地的队员提供一个或多个工作周期的（可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

补充采购 按照每日消耗情况，制定食物和饮用水的补充采购计划，并依计划执行；

7.3.2 用水

行动基地用水一般指除队员饮用水外的其他生活用水，使用主要集中在卫生洗漱区和洗消区。生活

用水一般取自于当地，运维人员需确保水质安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开展净水和水质监测。

7.4 卫生清洁

7.4.1 整体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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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环境卫生宜有专人负责，定期对行动基地的公共区域进行清洁打扫。

7.4.2 功能区卫生

各功能区卫生由负责使用或运维的队员执行，包括内部设施的整理与清洁。

7.4.3 垃圾处理

行动基地可能会产生的垃圾类型包括生活垃圾、医用垃圾和生物垃圾，生活垃圾和生物垃圾由基地

运维队员负责收集和处理，医用垃圾由行动基地内医疗队员负责收集和处理。

生活垃圾与生物垃圾的处理一般可采取掩埋、焚烧或交由当地机构处理；医用垃圾需使用专用器具

（医用垃圾袋）收集，并交由当地医疗机构处理。

各类垃圾的具体处理方式和要求需与当地相关机构进行协商。

7.5 洗消与防疫

7.5.1 洗消

从工作场地返回行动基地的人员、装备及搜救犬应在洗消区按照规定流程进行物理清洗和药物消

毒，以及更换救援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队员更换下来的救援服要统一收集和洗消。洗消流程需告

知所有队员，并张贴或摆放在洗消区显眼处。

7.5.2 防疫

医疗队员应根据灾区情况和地方卫健部门要求，制定行动基地防疫计划，主要包括队员个体防疫监

控、体温测量、防疫药品和物资发放、场地防疫消杀，以及疑似及确诊病患的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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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行动基地选址用表

表A.1涵盖了行动基地选址时需要重点考虑的要素。

表 A.1 行动基地选址用表

救援行动： 填写人： 时间：

场地来源 由现场指挥部提供□ 由当地政府提供□ 自己选择□

场地大小 长（m）： 宽（m）： 面积（㎡）：

场地位置

GPS 坐标（经度 ，纬度 ）

(使用十进制坐标系填写，例如东经 dd.dddd°，北纬±ddd.dddd°)

地址：

场地距离 离搜索营救现场（km）：

地面情况

地面是否平整且适合搭建：是□ 否□

场地内是否有建筑物：是□ 否□

情况说明：

自然环境

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 否□

是否已出现疫情：是□ 否□

是否存在有其他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是□ 否□

情况说明：

社会环境

治安环境是否安全：是□ 否□

是否存在放射性危险源：是□ 否□

是否存在其他危险源：是□ 否□

情况说明：

运输条件

交通条件是否便利：是□ 否□

车辆是否能够出入和停放：是□ 否□

情况说明：

通讯条件

卫星通讯设备是否通畅：是□ 否□

其他通讯手段是否通畅：是□ 否□

情况说明：

资源条件

是否方便获取燃料：是□ 否□

是否方便获取生活补给：是□ 否□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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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行动基地布局示意图

图B.1对行动基地各功能区的布局进行了简单示意。

图 B.1 行动基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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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行业标准

《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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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城市搜索与救援队伍”是当前国际救援领域对于应对在城市范围内发生

突发事件后，造成建筑物倒塌，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搜索和营救被埋压人员队

伍的统称。在我国地震专业救援队伍属于城市搜索与救援队的范畴。

作为城市搜索与救援队伍后勤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行动基地是队伍在

灾区独立开展指挥、办公、通讯和生活的场所，是队伍自我保障能力的重要

体现。尤其在应对大震巨灾时，行动基地建设是保障队伍在灾区能够安全和

高效开展救援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对外称“中国

国际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地震救援队”）是我国第一支按照国际重型城市

搜索与救援队能力要求组建的专业地震救援队伍，自 2001年成立以来，已执

行国内外救援任务 20余次。在每次行动中，行基地建设对于队伍在灾区顺利

开展救援行动和最终圆满结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救援行动中尤

为突出。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应急管理部成立，同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截止至 2021年 1月，由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为主体新组建的地震灾害救援队已达 461支。在国内应对一般性的地震灾害

征
求
意
见
稿



YJ/T XXXXX—XXXX

3

时，地震专业救援队伍“行动基地”工作通常由属地的战勤保障队伍负责。然而，

在面对如汶川、玉树这种重特大地震灾害时，尤其是通过远程机动方式到达

灾区的救援队伍，其所属队伍的后勤补给线很难在第一时间完全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在灾区长时间持续开展救援工作，一个安全有效运转的行动基地对

于地震专业救援队伍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加强行动基地建设的标准化

研究对于提升我国地震专业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和重要

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作为国家地震救援队的技术支撑单位，

不断深入对行动基地建设的理论研究，充分结合国内外救援经验与相关标准，

使得行动基地建设的各个工作环节进一步得到规范。在此基础上，中国地震

应急搜救中心联合解放军 32141部队、解放军总医院、应急总医院和北京市

消防救援总队起草了本标准文件。

二、工作简况

（一）项目来源

2019年 11月，《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建设指南》标准项目建议书

递交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2020年 12月，项目获批，批准文件

为《政策法规司关于印发 2020年应急管理行业标准计划（第四批）的通知》

（应急法规[2020]70号），项目计划号：2020-YJ-010。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文件由全国地震应急救援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提出和归口，编制

工作由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牵头，包括解放军 32141部队、解放军总医院、

应急总医院和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内的 5家单位共同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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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工作基础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作为本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一直承担着国家地震

救援队的装备与后勤保障，以及相关业务的研究工作。项目组负责人于 2012

年牵头编制完成了《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救援现场装备与后勤保障工作

手册》（国际救援部分），2018年主持完成了搜救中心青年基金项目《行动基

地建设与运维研究》，并先后发表过论文《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运维研

究》《地震救援行动基地建设研究》等，同时还负责救援队培训课程中《行动

基地概论》的编制与授课。以上这些结合了工作实践形成的研究成果，是本

标准编写的主要依据和理论基础。

2.标准立项

2019年 11月，项目组将《城市搜索与救援队行动基地建设指南》标准项

目建议书递交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2020年 12月，项目获批，

批准文件为《政策法规司关于印发 2020年应急管理行业标准计划（第四批）

的通知》（应急法规[2020]70号），项目计划号：2020-YJ-010。

3.启动与编制

2021年 2月 25日，项目组在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召开项目启动会，会

上通过了项目任务分工和起草方案。6月 7日，项目组在标准文件初稿的基础

上完成了组内讨论稿。6月 16日，项目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在中国地震应急

搜救中心召开标准编制专家咨询会，并形成了专家咨询意见。项目组根据专

家咨询会意见，于 7月 8日完成修改。在此基础上，标准编制组于 10月 9日

正式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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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1.人员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共有 12人，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

2.主要分工

表 2 分工内容

序号 姓 名 工作内容

1 李 立
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有工作、组织资料搜集整理、制定

编制计划、标准起草、组织项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

序号 姓名 职称/职位 单位名称

1 李 立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2 张天罡 工程师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3 李向晖 副主任医师 解放军总医院

4 傅 杰 副 处 北京消防救援总队

5 朱 伟 处 长 应急总医院

6 陈冠志 参 谋 解放军 32141 部队

7 龙腾飞 科 长 北京消防救援总队

8 史志宏 副主任医师 解放军总医院

9 王建平 工程师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10 刘 旋 8 级职员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11 于敬泽 助理工程师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12 赵文强 助理工程师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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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与分标委对接等；

2 张天罡
参与标准整体框架和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项

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讨会等；

3 李向晖
参与标准整体框架和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项

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讨会等；

4 傅 杰
参与标准整体框架和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项

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讨会等；

5 朱 伟
参与标准整体框架和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项

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讨会等；

6 陈冠志
参与标准整体框架和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项

目启动会、工作会议和研讨会等；

7 龙腾飞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工作会议和研

讨会等；

8 史志宏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工作会议和研

讨会等；

9 王建平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工作会议和研

讨会等；

10 刘 旋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收集整理资料、参与工作会议和研

讨会等；

11 于敬泽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参与工作会议和研讨会、负责项目

组外联、协调工作等；

12 赵文强
参与标准内容编制、参与工作会议和研讨会、负责项目

组外联、协调工作等。

三、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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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组充分调研和借鉴了目前国际救援领域关于行动基地工作的内

容、要求和主要程序等，同时结合了队伍自身多年的实战经验，确保了标准

内容在本领域的先进性。

2.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城市搜索与救援队伍行动基地建设各个工作环

节的相关内容和要求，适用于训练、演练、实战任务、考核和分级测评等，

其他专业救援力量也可参考本标准开展相关工作。

3.规范性原则

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选址、布

局、搭建、运维、附录以及参考文献。

1.选址

选址是要给行动基地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我们给出了选址原则和在选

址过程中需要踏勘和检查的要素，包括场地面积、位置、地面情况、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运输条件、通讯条件和资源补给等，并结合实际救援经验编

制了“行动基地选址用表”作为标准附录，使得在实际操作中的信息收集能够目

标更明确，相关记录也可以成为最终比较和决策的依据。

2.布局

布局是对行动基地功能区选择和位置布设的过程，行动基地的布局划分

一般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两个部分，其中工作区部分包括了指挥通讯区、医

疗区、装备区、后勤供给区、车辆停放区和集结区，6个功能区；生活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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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宿营区、搜救犬区、洗消区、卫生洗漱区和垃圾存放区，5个功能区。

同时，我们提出了布局原则，一是给出了功能区必要性的选择范围，二是对

行动基地的整体布局，以及功能区位置布设提出了相关要求，并在此基础上

绘制了“行动基地布局示意图”作为标准附录。

3.搭建

搭建是行动基地从无到有的一个具体实施过程，我们首先对各功能区的

搭建优先级进行了区分，从主到次分为了一、二、三级，使队伍能根据自身

人员配备情况在最大程度上兼顾行动基地搭建和现场搜索营救工作的开展；

其次用流程图表示了搭建程序，包括了制定计划、搭建前准备、搭建实施和

搭建完成四个阶段，同时给出了各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用以确保在搭建过

程中人员和装备的安全，以及对过程的有效控制。

4.运维

运维是行动基地的保障功能在救援现场得以发挥和体现的基础，我们针

对行动基地的基本功能实现，阐述了安全管理、供电、饮食与用水、卫生清

洁和洗消防疫 5个部分的内容。其中在管理管理中分别提到了临时性安全管

理和日常安全管理两个部分的工作内容及要求；在供电部分给出了供电基本

原则及优先级的区分；饮食和用水部分提出了基本工作内容和要求；卫生清

洁部分分别提到了整体环境卫生、功能区卫生和垃圾处理；洗消与防疫是针

对救援现场工作人员进入基地前需进行清洗和消毒，以及根据灾区情况和地

方卫健部门要求开展相应的行动基地防疫工作。

四、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要求相协调一致。本标准未有与

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违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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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内容涉及到行动基地建设的各个环节，对城市搜索与救援队伍的

日常训练、演练和实战任务具有指导作用，可面向我国各级地震专业救援队

伍进行推广，建议由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编制单位共同组织宣贯，开展

专项培训或将相关内容纳入后勤技能培训班，以促进标准的贯彻和落地。

八、废止、替代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是新标准的制定，无废止、替代有关标准。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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