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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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33744-2017《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运行管理指南》，与 GB/T 33744-2017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GB/T 33744-2017 主要内容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管理、应急启用、安置运行和安置运

行结束，本次修订为：总体要求、平时管护、急时使用、检查评估；

b) 按 GB/T 44013 应急避难场所分级进行管理，本文件按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

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分别提出管护要求；

c) 按 GB/T 44013 应急避难场所分类进行管理，本文件按照紧急、短期和长期避难场所提出分类

应急运行使用要求；

d) 吸纳了行业标准《自然灾害避灾点管理规范》（YJ/T 23-2014）中管护使用相关内容。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

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四川省地震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33744-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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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管护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应急避难场所管护使用所涉及的平时管护、急时使用、检查评估等各环节的管护使用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对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维护和使用，管理运维相关方

包括应急避难场所管理部门、管理单位、运维单位、产权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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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2 应急避难场所术语

GB/T 44013 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

GB/T 44014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GB/T 440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4.1 管护使用内容

包括平时管护、急时使用、检查评估等。

4.2 平时管护要求

4.2.1 应急避难场所平时管护中，应按照 GBT44013 的分级要求分级管护，各级管护目标与安置要求如

下：

a) 省级、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应以省级、市级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所有类型突发事件的受灾居民

安置为管护目标，兼顾周边省域、市域转移安置需求，不要求兼顾紧急避险；

b) 县级应急避难场所应以区县域管辖范围内主要类型突发事件受灾居民紧急避险和应急安置为

管护目标，兼顾周边区县转移安置需求；

c)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应以乡镇（街道）、村（社区）行政区域管辖范

围内主要类型突发事件受灾居民紧急避险和短期应急安置为管护目标，不要求兼顾周边乡镇

村社区转移安置需求。

4.3 急时使用要求

4.3.1 应急避难场所急时使用时，应按照 GB/T 44013 的分类要求分为紧急、短期和长期避难场所分类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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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时管护

5.1 制度建设

5.1.1 应急避难场所应制定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包括以下内容：

a) 平时管护的责任主体及职责；

b) 平时运维工作计划；

c) 设施设备定期维护检查及使用情况登记与备案；

d) 应急物资的储备维护和更新情况登记与备案；

e) 设施设备物资保障机制、周边社区联系机制、应急志愿者队伍联系机制；

f) 宣传与演练方案；

g) 就近疏散社区范围划定和疏散预案制定修订；

h) 急时管理机构组成和职责分工；

i) 急时启动、运行和关闭恢复预案；

j) 平急转换流程与方案，应急运行时设施设备使用手册。

5.1.2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平时和急时使用责任主体、职责和急时使用预案；

b) 记录和上报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物资的储备和更新情况。

5.2 设施设备物资维护

5.2.1 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物资维护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a) 应依据应急避难场所所属类型和级别，按照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配备应急设施设备物

资，并根据每年实际情况，增补应急设施设备物资；

b) 应按保质期和维护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和更换应急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查和测试，及时维

修应急设施设备；

c) 应依据应急物资保障方案，建立与应急避难场所周边商场、超市、加油站、卫生医疗等单位

的基本应急物资的储备、供应保障合同和方案，明确应急物资储存方式；

d) 应依据应急设施设备保障方案，建立与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后提供移动厕所/垃圾处理设施、供

水车、净化水设备、餐饮设备、应急电源（发电设备）等单位的供应保障合同和方案，明确

应急设施设备提供方式；

e) 应按 GB/T 44014 的要求，制作、维修和更换避难场所主标志、外指向标志、内指向标志、功

能布局图；

f) 指定避难场所可在平时集中存放避难场所主标志、指向标志、功能布局图，在场所启用后及

时进行设置；

g) 指定避难场所自身设施设备完备时可不执行 5.2.1 中 a~e 的要求。

5.2.2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可简化设施设备物资维护要求，应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

a) 按照当地实际情况，配备和增补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物资；

b) 按 GB/T 44014 的要求制作维修、更换避难场所主标志。

5.3 宣教和演练

5.3.1 应急避难场所宣教和演练，包括以下内容：

a) 宜与相关部门和单位合作进行避难场所宣传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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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 app、小程序等媒介和社区宣传栏、宣传册、宣传片等，向

辖区内社会公众公布应急避难场所位置、设施、功能等信息；

c) 宜组织社区、学校等单位，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宣传、培训和演练，确保相关人员熟悉疏散、

避险、避难程序，应急设备设施的操作使用；

d) 应定期向公众宣传所在地区避难场所位置和前往路径；

e) 每个应急避难场所每年至少应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5.3.2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可简化宣传和演练，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应通过社区广播、宣传栏、明白纸等，向辖区内社会公众公布应急避难场所位置、设施、功

能等信息；

b) 可组织社区、学校等单位，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宣传、演练。

5.4 信息化管理

5.4.1 平时信息化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a) 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管理机制、运维信息、备案信息等记录和报送方案；

b) 应急设施设备管理信息、应急物资储备信息记录和报送，应急设施设备物资应按照附录 A 表

A.1、表 A.2 的内容进行登记、维护，并录入信息化系统；

c) 保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宜在应急避难场所指挥管理区、应急宿住区、物资储备区、应急集

散区、公共服务区等重点区域，以及场所主要出入口通道、场所外全景等区域，实现重点区

域的视频覆盖，实现对避难场所内部情况进行日常视频预览、视频巡查、云台控制、录像回

放等功能；

d) 可利用信息系统、二维码、广播系统、大屏幕、小程序等实现场所内信息发布和场所信息共

享。

5.4.2 急时信息化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应急避难人员登记和退出信息管理；

b) 应急避难人员出入信息管理，可利用人脸识别、手机扫码等技术方法；

c) 救灾物资接收与发放信息管理，可利用人脸识别、手机扫码等技术方法；

d) 按照避难场所启用预案，利用日常布设的视频监控系统，实现避难场所启用后重点区域的视

频覆盖，实现对避难场所内部情况进行人群密度检测、视频巡查等功能；

e) 按照避难场所启用预案，利用日常布设的信息系统、二维码、广播系统、大屏幕、小程序等

实现避难场所内的信息发布和场所信息共享；

f) 应制定避难场所急时启用后通讯电力保障困难时，信息化管理的替代方案。

5.4.3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可简化信息化管理，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宜进行出入口视频监控；

b) 应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发放、接收信息的记录和报送。

6 急时使用

6.1 启用

6.1.1 启用条件

满足下列任意条件之一时，应按避难场所预案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a) 收到突发事件预报预警；

b) 发生破坏性或有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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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地政府发布指令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6.1.2 启用事项

6.1.2.1 收到突发事件预报预警或破坏性或有较大影响的灾害事故/事件发生时，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

维相关方应分析辖区内灾害或事故影响区域受灾群众数量、避难时长要求、避难场所启用要求和急时评

估要求、容纳和接待能力，主动安排急时评估，提出启用应急避难场所建议。

6.1.2.2 对于没有预警预报或预警预报时间很短的突发灾害/事故，位于灾害或事故影响范围内且适用

于该类灾害事故紧急避险功能的应急避难场所，应第一时间启用。

6.1.2.3 对有较长预警预报（超过一天）的灾害事故事件，应急避难场所应经当地政府或抗灾救灾指

挥部指令批准后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6.1.2.4 没有紧急避险功能的省级、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应在当地政府或抗灾救灾指挥部指令下启用。

6.1.2.5 收到启用通知时，应急避难场所应及时开启所有出入口及设施设备。

6.1.2.6 因通讯中断原因，应急避难场所未能得到开启通知，可视情自行启用，在通讯恢复后及时向

管理部门报告。

6.1.3 启用要求

6.1.3.1 位于大震余震、滑坡、泥石流直接威胁、洪水淹没、台风路径等受影响区域的避难场所，应

经相关单位评估并得出可用结论后方可启用。

6.1.3.2 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协同进行急时评估，如果存在不能及时整改

完成的安全隐患，不能启用。

6.1.3.3 经评估应急避难场所可安全使用、但部分设施设备破损的，应立即组织人员对破损的设施进

行抢修。

6.1.3.4 对不能及时启用的避难场所，应在场所出入口处设置明显标识并标明不能启用原因，告知受

灾群众不能进入。

6.1.3.5 避难场所启用前应停止避难场所内与防灾避难无关的活动。

6.1.3.6 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应及时按预案建立应急避难场所指挥管理机构，按预案与相关单位

联系保障供应的应急设备、应急物资、医疗保障、志愿者等。

6.1.4 急时评估

6.1.4.1 应评估避难场所所在地是否受到地震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崩塌、暴雨、洪水、山洪、

水库河堤溃坝、火灾、化学品泄漏等直接威胁。如果场地范围内以上类型危险源不能消除，应认定该避

难场所不能启用，其中地震类危险源应不启动室内型避难场所。

6.1.4.2 地震发生后，应依据 GB/T 17742 和 GB 50011 评估避难场所内建(构)筑物：

a) 基本完好状态的建(构)筑物，可认定该建(构)筑物安全，可以用于人员居住，其他情况均应

认定为不适合人员居住；

b) 轻微破坏的建(构)筑物可用作物资储备仓库，不应有人员长期驻留；

c) 有中等破坏以上的建(构)筑物的避难场所应认定该避难场所不能启用。

6.1.4.3 避难场所内消防安全无法达标时，应认定该避难场所不能启用。

6.1.4.4 临近江海河湖的或地势低洼的避难场所不满足防洪排涝要求时，应认定该避难场所不能启用。

6.1.4.5 应检查避难场所内应急设施设备物资是否可用，确认是否需要启用应急避难场所外部设施设

备物资供应保障预案；对于不能及时修复和增补应急设施设备物资，影响避难场所安置受灾群众功能的

情况，应认定该避难场所不能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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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 检查避难场所进出口通道数量及有效宽度，及时拆除不满足疏散出入口要求的安全隔离措施。

如果不能满足出口通道和有效宽度要求，应认定该避难场所不能启用。

6.1.5 平急转换

6.1.5.1 应急避难场所应按照平急转换方案及时停止场所日常功能运作状态，依照转换程序将平时功

能转换为应急避难功能。

6.1.5.2 按照应急避难场所的功能分区布置、设施设备配置方案，启用功能分区，启用应急设施设备，

设置或补充应急避难场所主标志、外指向标志、内指向标志、功能布局图。

6.1.5.3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平急转换要求。

6.1.5.4 紧急避难场所可简化平急转换要求。

6.2 运行

6.2.1 组织机构

6.2.1.1 场所指挥管理机构设置要求，如下：

a) 长期避难场所应按预案配合成立由政府工作人员、管理运维相关方负责人、被安置社区（村、

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应急避难场所指挥部，设立工作组，负责管理受灾群众应急安置工作，

并在避难场所设立办公地点。

b)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设立由政府工作人员、管理运维相关方负责人、被安置社区（村、单位）

的负责人组成的应急避难场所指挥部，负责管理受灾群众应急安置工作，可不设立工作组和

办公地点。

c) 紧急避难场所可不设立应急避难场所指挥部，由管理运维相关方开放急避难场所出入口和应

急避难设备设施。

6.2.1.2 指挥部工作组设置要求，如下：

a) 避难场所指挥部设立的工作组，应包括协调联络组、人员安置组、医疗防疫组、治安消防组、

后勤保障组、设施维护组等工作组，明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b) 协调联络组负责对外联络汇报、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联络、应急避难场所情况统计报告、志愿

者工作分配等工作。

c) 人员安置组负责受灾群众疏散通知与引导、应急避难场所内受灾群众登记、避难场所内住宿

分配、失散人员的登记与查询等工作。

d) 医疗防疫组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内医疗救护、卫生防疫、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

e) 治安消防组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内的治安保卫、消防设备、水、电、燃煤、燃气设施消防安全

工作。

f) 后勤保障组安置受灾群众、志愿者住宿保障，避难场所生活物资的管理与供应，垃圾处理及

环境卫生维护，宠物安置等工作。

g) 设施维护组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设备设施保障工作。

h) 应急期结束后，当地政府需要组织受灾群众在避难场所进行过渡安置或转移安置时，可延续

原避难场所指挥部或新设立指挥部，设立工作组，工作组职责与长期避难场所指挥部工作组

相同。

6.2.1.3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组织机构要求。

6.2.1.4 紧急避难场所可简化组织机构要求。

6.2.2 进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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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按照应急避难场所疏散预案和疏散路线，配合相关部门组织疏散行动，采取边引导边就位的

方式，有秩序地将受灾群众引领到达避难场所集散区。

6.2.2.2 受灾群众入场过程中，应注意对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轻症伤（病）员等需要帮

助的特殊人员进行帮扶。

6.2.2.3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进场秩序要求。

6.2.2.4 紧急避难场所可简化进场秩序要求。

6.2.3 安置管理

6.2.3.1 应急避难人员登记要求如下：

a) 长期避难场所应进行应急避难人员登记；

b)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进行应急避难人员登记；

c) 紧急避难场所可不进行应急避难人员登记；

d) 不进行人员登记的短期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应每日进行避难场所人数统计。

6.2.3.2 人员登记的内容应包括：

a) 按照附录 A 表 A.3 的内容和格式对疏散到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避难人员进行登记；

b) 核对本辖区进入应急避难场所需要安置的应急避难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c) 推荐按照附录 B 图 B.1 的内容和样式为登记在册的应急避难人员填制安置卡（可采用其他现

代化手段），并凭卡提供应急避难场所的相应服务，应急避难场所关闭时应收回安置卡。

6.2.3.3 信息收集和报送，要求如下：

a) 长期避难场所应进行信息收集和报送；

b)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进行信息收集和报送；

c) 紧急避难场所可不进行信息收集和报送。

6.2.3.4 信息收集和报送的内容应包括：

a) 每日按照附录 A 中表 A.4、表 A.5 内容和格式，填写应急避难场所基本情况，并定时报告上级

政府部门，提出避难场所运行和设施设备保障要求；

b) 收集整理应急避难场所周围交通通达性、场地安全性、场所内建构筑物危险性、需要帮助特

殊人员、场所内舆情等信息，报告上级政府部门；

c) 可利用多种手段采集分析和上报避难场所运行信息（视频、照片）。

6.2.3.5 信息发布要求：

a) 长期避难场所应进行避难信息发布；

b)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进行避难信息发布；

c) 紧急避难场所可不进行信息发布；

6.2.3.6 信息发布方式和内容

应通过应急避难场所内设置的电子显示屏、应急广播和无线局域网、信息公告栏等，向应急避难人

员及时发布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动态、政策信息、生活信息和抗灾救灾知识等内容。

6.2.3.7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应急安置时可简化安置管理要求，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村（社区）级避难场所每次启用均应进行应急避难人员登记；

b) 每日报送应急避难场所基本情况和应急避难人员生活物资保障需求。

6.2.4 服务保障

6.2.4.1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包括以下内容：

a) 物资供应量应满足受灾群众基本生存需要；



GB/T XXXXX—XXXX

7

b) 对应急避难场所储备、接收和准备发放使用的应急物资分类，应按照附录 A 表 A.6 对物资接

收和附录 A 表 A.7 发放进行登记造册；应每日对剩余物资进行数量清点、核对，按附录 A 表

A.8 记录每日剩余物资；应每日对需求物资进行数量清点、核对，按附录 A 表 A.9 记录需求物

资；

c) 应急避难人员凭安置卡领取救灾物资，可视情填写明细，签署领取人（可采用现代化手段）；

应急避难人员凭安置卡领取政府补贴（现金类），应填写明细，签署领取人；

d) 应建立救灾物资发放登记簿，并定期公示；

e) 应设专人负责维持物资发放秩序、监督物资发放；

f) 应优先为需要帮助的特殊人员提供食品、药品等物资。

g) 应在饮食加工区集中加工熟热饮食；

6.2.4.2 紧急避难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基本生活保障要求，包括以下内

容：

a) 物资供应量应满足受灾群众基本生存需要；

b) 应优先为需要帮助的特殊人员提供食品、药品等物资；

6.2.4.3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提供应急设施保障，包括以下内容：

a) 应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有工作能力的避难人员搭建帐篷、隔断、活动板房等住宿设施；

宜以户为单位设置隔断，减少相互干扰；

b) 应优先为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及需要帮助的特殊人员提供宿住设施；有条件时，可提供宠

物安置；

c) 应设立宿住区负责人和宿住单元负责人，负责相应区内的应急避难人员宿住事宜并宜参照附

录 B表 B.1 内容和格式填写相关信息；

d) 应指定专人看守和管理，随时检查物资储存情况，避免物资受潮、霉变等，注意防火、防盗；

e) 应派专人管理餐饮服务区、公共服务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临时教学区、文体活动

区、应急停车区。

6.2.4.4 紧急避难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应急设施保障要求，包括以下内

容：

a) 优先为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及需要帮助的特殊人员提供住宿设施；

b) 应设置盥洗淋浴区、垃圾储运区；

6.2.4.5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提供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保障：

a) 应设置临时医疗点及医疗急救组，开展医疗诊治，发放药品。为需要特殊帮助人员提供优先

的医疗服务。每日定时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内医疗巡诊；

b) 可设立心理咨询室，向应急避难场所人员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

c) 应做好应急避难场所人员的疫情监控，发现疫情立即报告，做好疫苗接种工作；

d) 应定期对篷宿区、卫生间、沐浴间和宠物饲养区进行药物喷洒消毒处理；

e) 应加强对垃圾的清扫，应急避难场所人员密集度高时增加清扫次数；对垃圾的清理应做到当

日垃圾当日清空；

f) 应对医疗废弃物集中收集、存放，不与生活垃圾混放、混装，配合专业机构人员进行安全处

理；

g) 应对应急避难场所内的食物、饮用水源等卫生情况进行定期监测、检查。对暴露在外的饮用

水源及生活污水定时进行消毒处理；

h) 应确保应急避难场所内人员饮用经煮沸消毒过的水，或直接饮用瓶装水。

6.2.4.6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保障，包括以下事项：

a) 有必要时，宜架设临时通信设施，保障应急避难场所与上级政府指挥机构的通信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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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必要时，宜设立临时通信服务点（可提供无线局域网），为应急避难人员提供通信服务；

6.2.4.7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提供治安管理和法律咨询保障，包括以下事项：

a) 应急避难场所秩序维护，可利用应急避难场所监控设施，对场内治安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分散密集人群，化解矛盾纠纷；

b) 场内重点目标安全防范，应对场内重点目标，如应急指挥区、应急物资区、临时性金融营业

网点、供电设施等进行安全防范；

c) 应开展场内及周边区域治安巡逻，防范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发生；

d) 处理治安案件；

e) 法律保险咨询，为应急避难人员关心的财产受损认定、保险理赔、继承等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提供咨询建议。

6.2.4.8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车辆管理保障，应包括以下事项：

a) 应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应急避难人员个人的车辆及交通工具不得进入应急避难场所；

b) 经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安置指挥部同意，用于临时安置应急避难人员住宿的车辆，应设立专区，

统一停放；

c) 为应急避难场所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生活保障的专用车辆，进入和停放应急避难场所，应持

证进出。

6.2.4.9 紧急避难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可简化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保障、通信

服务保障、治安管理和法律咨询保障、车辆管理保障要求。

6.2.5 安全保障

关注急时使用期间的避难场所自身的安全，包括以下事项：

a) 与相关部门协作，关注地震余震、暴雨、台风路径、洪水、滑坡、泥石流影响区域等预报预

警信息；如有必要，应第一时间实施应急避难场所人员转移疏散；

b) 与相关部门协作，定期检查场所所在建构筑物安全性；

c) 关注避难场所场地水淹风险；

d) 短期避难场所视情、长期避难场所应安排消防力量和消防设施设备，派专人进行消防巡检；

紧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消防器材；乡镇（街道）、村（社区）级避难场所应设置消防器材；

e) 对于避难场所室外搭建的帐篷板房夜间取暖、室内燃煤燃气类取暖和食品加工应予以特别关

注；

f) 不宜进行帐篷内燃煤、燃气类活动。

6.3 关闭恢复

6.3.1 关闭条件

满足下列任意条件之一时，应关闭应急避难场所：

a) 应急避难场所因安全原因不适宜继续安置应急避难人员；

b) 应急避难人员进行了易地安置，不再需要应急避难场所的安置；

c) 当地政府或救灾指挥部发布指令，宣布应急期结束，根据要求结束避难避险安置任务。

6.3.2 关闭通告

收到关闭指令后，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应向应急避难人员通知应急避难场所安置结束，告

知应急避难场所关闭时间、撤离准备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6.3.3 关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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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场所关闭前，应坚持“人员在先、设备在后”的要求，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避难人员按照规定线

路、规定时间和规定出入口有序撤离。

6.3.4 转移疏散

当应急避难场所受到安全威胁关闭时，应及时组织应急避难人员安全转移和疏散。

6.3.5 功能恢复

场所内安置的应急避难人员撤离后，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应组织检查、收集、清点、归还

安置物资、设施设备及器材，恢复避难场所的日常状态。包括：

a) 应将生活垃圾、临时砂石路面及被破坏的草坪、乔灌木路灯等清理出避难场所，并对被破坏

的建(构)筑物、地形植被等进行修补。

b) 应对应急设施设备进行恢复整理，并进行设施设备维护和保养。

7 检查评估

7.1 监督检查

7.1.1 应急避难场所应接受检查、监督、考核，包括以下内容：

a) 相关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b) 总体功能检查情况，包括：

——场所有效面积、应急功能布局、应急设施设备配备等应与专项设计文件要求相符；

——场所内的建（构）筑物现状和使用情况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对超出设计文件要求的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变化，应经设计复核满足避难要求使用；

c) 设施设备物资管护情况；

d) 宣传及演练情况；

e) 信息化管理情况；

f) 启用后相关制度执行情况；

g) 启用后应急安置情况；

h) 运行总结报告；

i) 后评估报告。

7.1.2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检查、监督和考核可简化，包括以下内容：

a) 相关制度指定和执行情况；

b) 避难场所宣传情况；

c) 避难场所设施设备物资管护和启用后物资发放情况。

7.2 总结评估

7.2.1 急时使用结束后，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运维相关方应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后评估，编

制运行总结报告并提出应急避难场所完善布局、功能要求和恢复修缮方案，上报相关部门。

7.2.2 乡镇（街道）、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在急时使用结束后可不开展后评估和编制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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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应急避难场所资料表

表A.1~A.9给出了应急避难场所管护过程中需用到的各类资料表格。

表 A.1 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应急设施设备录入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应急设施设备分类

取如下类型：

应急供水、应急供电、应急照明、应急消防、应急指挥、应急标志和宣传品、

应急宿住、应急医疗救治、应急厕所、应急垃圾储运、应急排污、盥洗淋浴和应急

停车场、应急停机坪、饮食加工、临时教学、公共服务

应急设施设备类型

取如下类型：

永久设施设备、储备的设施设备、需定时更换的设施设备、灾时紧急转换的设

施设备、灾时外部引入的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名称
如供水管网、供水车、蓄水池、水井、机井、移动厕所、固定厕所、备用蹲位、

淋浴点、饮用水、垃圾处理设备

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单位 单位全称，如个、组、点、套、箱、件等

数量 与型号对应的数量单位

存放地点 必填项

服务能力 可供多少人使用多长时间等

保管人 必填项

维护要求 需要定时更换、定时启动、定时充电、定时维护的设施设备的特定维护要求

录入时间 必填项

注：日常管理期间每年至少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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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应急物资录入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应急物资分类
取如下类型：

帐篷、粮油、食品、瓶装水、药品、维修工具等应急物资

应急物资类型

取如下类型（可多选）：

永久物资、储备的物资（存放在物资仓库内）、需定时更换的物资、灾时紧急

转换的物资、灾时外部引入的物资；

物资名称

如帐篷、被褥、彩条布、蚊帐、睡袋、防潮垫、方便面、压缩饼干、包装饮用

水、手电筒、收音机、洗衣机、晾衣架、餐具、雨具、电池、电热水壶、毛巾、卫

生纸、奶粉、奶瓶、纸尿布、妇女卫生用品

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单位 单位全称，如包、箱、个等

数量 与型号对应的数量单位

存放地点 应急物资在避难场所内具体的保存处

服务能力 可供多少人使用多长时间等

保管人 必填项

维护要求 对该类应急物资的说明，包括：保存类型，方法，保存时间等

储备物资失效时间 对该类应急物资失效时间的说明

录入时间 必填项

注：日常管理期间每年至少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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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应急避难场所受灾群众安置登记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居民姓名 必填项

身份证号码 必填项（港澳通讯证、护照可用）

性别 填写男，女

年龄 必填项

民族 必填项

政治面貌 非必填项

联系手机 非必填项

血型 非必填项

居住地 必填项

登记日期 必填项

帐篷号 非必填项

联系电话 非必填项

特殊情况 伤病、孕妇、住宿、吃饭、特殊要求救助的情况，非必填项

备注 如同一帐篷是一家人，非必填项

离开时间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受灾居民入住填写一次，离开时间以受灾居民撤离时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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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 A.4 应急避难场所运行使用日志

数据名称 备注

填表日期 必填项

填表人 必填项

管理机构负责人 当日避难场所管理负责人姓名，原单位名称，联系电话

管理机构名称 指现负责避难场所管理人员原单位名称，可多填

管理人员 当日负责管理避难场所的人员数量

应急避难人员 指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避险人员数量

安置社区
指当日居住和不居住在避难场所的避险人员所在街道（社区）、

乡（村）、单位名称，可多填

临时避险人员 指当日不居住在避难场所的临时避险人员数量

伤员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伤员数量

老人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老人数量（大于60岁）

残疾人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残疾人数量

孕妇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孕妇数量

婴幼儿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婴幼儿数量

港澳台及外籍人员 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港澳台及外籍人员数量

临时志愿者 指当日不居住在避难场所的志愿者数量

外来志愿者 指当日居住在避难场所的志愿者数量

建筑物情况 非必填项

场所设施情况 非必填项

物资接收情况 非必填项

物资发放情况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运行使用期间每日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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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应急避难场所运行使用应急设施设备情况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填表日期 必填项

填表人 必填项

需求应急设施分类

取如下类型：

应急供水、应急供电、应急照明、应急消防、应急功能介绍、应

急指挥、应急标志、应急宿住、应急医疗救治、应急厕所、应急垃圾

储运、应急排污、盥洗淋浴和应急停车场、应急停机坪、饮食加工、

临时教学、公共服务

需求应急设施类型

取如下类型：

永久设施设备、储备的设施设备、需定时更换的设施设备、灾时

紧急转换的设施设备、灾时外部引入的设施设备

需求设施名称
如供水管网、供水车、蓄水池、水井、机井、移动厕所、固定厕

所、备用蹲位、淋浴点、饮用水、垃圾处理设备

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单位 单位全称，如个、组、点、套、箱、件等

需要补充数量 灾时在避难场所使用的地点需要补充的型号对应的数量单位

使用地点 灾时在避难场所使用的地点

当前状况
灾时在避难场所使用的地点完好无损数量、受损数量、无法使用

数量、维护后使用数量

当前措施
灾时在避难场所使用的地点正在使用数量、有限制使用数量、暂

停使用数量、正在维修加固数量

当前服务能力 灾时在避难场所使用的地点可供多少人使用多长时间等

补充后服务能力 可供多少人使用多长时间等

维护要求
需要定时更换、定时启动、定时充电、定时维护的设施设备的特

定维护要求

录入时间 必填项

备注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运行使用期间每日填写一次，避难场所内某项应急设备设施正常工作，满足需求时，不须

填写该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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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运行时物资接收登记表

数据名称 备注

接收时间 必填项

物资类别 物资名称，如食品、粮油、瓶装水、卫生用品、药品、药械

物资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单位 与应急物资型号对应的提交单位，如包、箱、个等

数量 必填项

提供单位 非必填项，提供或捐助单位、组织或个人

提供单位联系人 非必填项，提供或捐助单位联系人名称

提供单位联系方式 非必填项，提供或捐助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

接收人 必填项

备注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运行使用每发生一次物资接收，应填写该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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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运行时物资发放登记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发放时间 必填项

物资类型 物资类别，如食品、粮油、瓶装水、卫生用品、药品、药械

物资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单位 与应急物资型号对应的提交单位，如包、箱、个等

数量 与物资单位对应的发放数量

公示时间 非必填项

公示内容 非必填项

公示地点 非必填项

物资供应人数 该次物资发放对应避难居民数

物资供应范围 如居住在避难场所人员，志愿者人员，病人，妇幼等

物资发放标准 如矿泉水 方便面按每人每天供应数量

发放人 发放人，可多填

备注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每发生一次物资发送，应填写该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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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运行时每日剩余物资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填表日期 必填项

填表人 必填项

剩余物资类别

如帐篷、被褥、彩条布、蚊帐、睡袋、防潮垫、方便面、压缩饼

干、包装饮用水、手电筒、收音机、洗衣机、晾衣架、餐具、雨具、

电池、电热水壶、毛巾、卫生纸、奶粉、奶瓶、纸尿布、妇女卫生用

品

剩余物资型号 必填项，厂商和具体商品名称

剩余物资单位 单位全称，如包、箱、个等

剩余物资数量 与型号对应的数量单位

剩余物资供应人数 该项物资对应避难居民数

剩余物资供应范围 如居住在避难场所人员，志愿者人员，病人，妇幼等

剩余物资发放标准 如矿泉水、方便面按每人每天供应数量

剩余物资维持时间 统计该物资可以维持避难场所运转天数

备注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运行使用期间每日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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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运行时每日需求物资表

数据名称 备注

填表日期 必填项

填表人 必填项

需求物资类别

如帐篷、被褥、彩条布、蚊帐、睡袋、防潮垫、方便面、压缩饼

干、包装饮用水、手电筒、收音机、洗衣机、晾衣架、餐具、雨具、

电池、电热水壶、毛巾、卫生纸、奶粉、奶瓶、纸尿布、妇女卫生用

品

需求物资型号 非必填项，具体商品名称

需求物资单位 单位全称，如包、箱、个等

需求物资数量 与型号对应的数量单位

需求物资供应人数 该次物资需求对应避难居民数

需求物资供应范围 如居住在避难场所人员，志愿者人员，病人，妇幼等

需求物资发放标准 如矿泉水、方便面按每人每天供应数量

需求物资维持时间 统计该项需求达成后可以维持避难场所运转天数

备注 非必填项

注：应急期运行使用期间每日填写一次；避难场所内某项应急物资满足需求时，不须填写该项物资需

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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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应急避难场所居民安置卡模版

图B.1给出了应急避难场所居民安置卡模版。

图 B.1 应急避难场所居民安置卡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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