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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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DB42/T 1723《湖北省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建设规范》的第 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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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并管理。 

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教育训练处、杭州菲尔德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认武汉华 

中创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崑彥、曹祥军、李茂军、张雪燕、沈晓莉、吴中波、张帆、高振。 

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电话：027-87120947，

邮箱：hbsabwmsc@163.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教育训练处，联

系电话：027-87368065，邮箱：hb.zx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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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高湖北省应急救援训练基地的科学建设和管理水平，满足应急教育及救援专业技能训练工作

的需要，增强应急救援队伍综合能力，创造社会安全环境，需规范和指导应急救援训练基地的建设工

作。地方标准《湖北省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建设规范》由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出，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批准发布。 

《湖北省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建设规范》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矿山事故训练基地。结合矿山事故的特点和训练需求，规范和指导训练基地建设工 

作，满足矿山事故救援训练要求。 

——第2部分：危险化学品事故训练基地。针对不同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型，设置相应的事故处置 

训练区，提高区域危险化学品领域事故救援能力。 

——第 3 部分：建筑坍塌事故训练基地。根据建筑坍塌事故特点，指导建设各类模拟训练设施， 

满足应急救援人员培训训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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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建设规范 

第 3 部分：建筑坍塌事故训练基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建筑坍塌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建设的建设原则、建设规模与规划、训练设施、

建设项目要求、训练设施配套设备、培训和演练、综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训练基地的新建、改建或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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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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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应急救援  emergency rescue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防止事故扩大，而采取的紧急措

施或行动。 

3.2 

建筑坍塌事故  building collapse accident 

由于地震、气象、地质、森林火灾等灾害以及其它人为等因素，造成建筑结构整体或局部倒塌，

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灾害。 

3.3 

基地训练设施  training facility for mine rescue training facilities 

用于集中进行建筑坍塌事故救援训练和教学的所有场区、建筑、装置和设备的总称。 

3.4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  integrated simulation training facilities 

集成度高，基本包含所有搜救技术训练功能，有多个突破口、多条救援线路，能提供复杂多样的

训练科目，可以进行单项或多项训练科目的设置与训练，也可以将全部救援过程串接起来进行训练、

考核或演练的训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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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专项模拟训练设施  special simulation training facilities 

为某项救援技术专门设置的独立模拟训练设施。 

4  建设原则 

4.1  基地应满足应急救援人员实操训练、相关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训练、社会民众的科普教育的需求。 

4.2  基地建设应根据本标准进行总体设计，并且有计划的分步实施，重点建设，注重实效。 

4.3  基地建设应结合本地需求，统筹考虑建设规模、经济性、复杂性、逼真度、层次感，既可以设计

成区域性的综合性训练场区，也可以建设为具有特定功能的单个训练设施。 

4.4  基地建设应充分考虑训练设施安全可靠的运行，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以确保训练安全。 

4.5  基地建设应充分考虑避免训练造成的环境污染。 

5  建设规模与规划 

5.1  训练基地建设规模 

训练基地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人员培训训练需求确定。 

5.2  训练基地选址 

5.2.1  应选择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符合要求的区域，避免选在可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区域。 

5.2.2  应尽量选择空旷、独立的场地，尽量远离居民区，避免外界的干扰和训练噪声扰民。 

5.2.3  训练基地主体建筑距医院、学校、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及重大工程建筑的主要疏散出口不应小

于 1000 m。 

5.3  训练基地规划 

5.3.1  训练基地建设应编制符合城市发展战略要求的规划，并完成报批报建流程。训练基地的场地、

房屋建筑、训练设施应布局合理，节约资源。 

5.3.2  训练基地的平面布置应根据基地训练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分为训练区、教学区和生

活区等，各个区域之间应联系方便、互不干扰。 

5.3.3  训练区与教学区、生活区应有合理的间隔，各类训练设施应保持合理的间距，配套充足的训练

场地，以保证训练的顺利开展和安全。 

5.3.4  教学区和生活区应布置在训练基地相对安静的区域，为受训人员和基地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 

5.3.5  训练场应设置足够宽度的消防车道或空地，以停靠重型抢险救援车辆及举高车辆。 

6  基地训练设施组成  

6.1  基地训练设施由综合模拟训练设施、专项模拟训练设施、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和体能训练设施。 

6.2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建设项目应包括模拟训练设施主体建筑部分和周边完全倒塌的碎石瓦砾部分。 

6.3  专项模拟训练设施项目应至少包括障碍物移除训练技术部分、顶升技术训练部分、破拆技术训练

部分、伤员搬运训练技术部分。 

6.4  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建设项目宜包括阶梯教室、普通教室、电教室、图书室（馆）和医疗急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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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6.5  体能训练设施宜包括 400 m标准跑道、球类训练场、器械训练区等，可开展体能训练。 

7  建设项目要求 

7.1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 

7.1.1  构成和功能 

7.1.1.1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应采取地上、高空 、地下的方式进行综合性功能设计，分为模拟训练设

施主体建筑部分和周边完全倒塌的碎石瓦砾部分。 

7.1.1.2  主体建筑内部应设置各种生存空间和模拟训练设施，根据建筑主体及构件易发生倒塌的特点，

营造发生建筑倒塌时和建筑倒塌后的灾害场景。人为设置墙体、楼板、梁、柱、楼顶、楼梯倒塌及窗

坠落、门变形、地面倾斜、通道受阻、人员受困，楼内出现漏水、漏电、着火等次生灾害场景。 

7.1.1.3  训练设施应建有多种模拟人员被困的生存空间，具备层叠式倒塌、倾斜倒塌、“A”形倒塌、

“V”形倒塌、90°倒塌等局部倒塌或完全倒塌模式。 

7.1.2  建设要求 

7.1.2.1  综合训练设施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500 m
2
，建筑残垣不宜低于 3层普通建筑物。 

7.1.2.2  综合训练设施设计时主要采用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材料、设施构件、障碍物及危

险因素等也以砖混和钢混材质为主，保证设施的安全稳定。 

7.1.2.3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中用于破拆训练的砌体宜建成可更换的结构，应便于起重

和牵引。 

7.1.3  安全要求 

7.1.3.1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内不应有不受控制的二次倒塌或对人员产生伤害的潜在危险。 

7.1.3.2  综合模拟训练设施宜设有视频监控、通信联络以及应急广播等设施。 

7.2  专项模拟训练设施 

7.2.1  构成和功能 

7.2.1.1  专为训练某项搜救技术而设置，可根据需求分析具体设置，宜至少包括障碍物移除技术、顶

升技术、破拆技术、伤员搬运技术训练科目。 

7.2.1.2  对于某些特殊功能的建筑倒塌而设置的训练设施，如石油化工厂建筑倒塌训练设施、放射性

倒塌建筑训练设施等，在考虑经济、用地等实情下，可选择性进行建设。 

7.2.2  建设要求 

7.2.2.1  障碍物移除技术训练设施应满足人工和机械起重移除两种方式的训练需求。大型障碍物设置

应达到起重设备吊升的要求，用于训练搜救人员的人机配合；小型障碍物设置规格应满足人工搬移、

器械牵引等多种移除方式。根据人员被困生存空间大小和周围障碍物的堆积情况，单个模拟训练设施

的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4 m
2
，长不小于 6 m，宽不小于 4 m；吊升车辆停靠面积大概为 10 m×4 m，主要占

用道路和空地。 

7.2.2.2  顶升技术训练设施应满足起重气垫、扩张器、千斤顶、木方等顶升方式的多样性训练。一般

设置多处，以便多组受训人员同时开展不同顶升方式的轮换训练。根据建筑预制板构件的长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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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顶升训练使用的液压工具、气瓶等占用空间大小，单个顶升模拟训练设施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2m
2
，

长不小于 4 m，宽不小于 3 m。 

7.2.2.3  破拆技术训练设施应满足垂直、水平和狭小空间３种破拆方式的训练需求。障碍物设置为可

更换的活动性构件（任意材质），通过各种破拆手段，对不同材质的活动构件实施破拆，实现切割、挖

掘、扩张和剪断等技术训练。应根据需要,分别设置多处垂直、水平和狭小空间模拟训练设施。单个垂

直、水平和狭小空间破拆线单个大概需要面积分别为 3 m ×3 m、2 m ×3 m 和 2 m ×10 m ；预计需要面

积为 14 m
2
。 

7.2.2.4  伤员搬运训练设施主要设计为废墟表面伤员搬运和伤员水平穿越障碍搬运，利用综合训练设

施对伤员实施垂直或斜向搬运。伤员搬运训练设施主要由砖墙、管道和建筑倒塌废墟构成，两堵砖墙

之间设置部分管道，并在管道上部和四周铺设各种碎石瓦砾废墟，与砖墙融为一体，形成一个连续性

的伤员转运路线。每一堵砖墙及间隔空间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2 m
2
，同时设置 4～5 堵砖墙，设置不同

部位和不同形状的开口通道，整体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64 m
2
，长不小于 16 m，宽不小于 4 m。 

7.2.3  安全要求 

7.2.3.1  应经得住训练中产生的各种冲击、振动、荷载和各种材料的搬移等，不能有坍塌的危险。 

7.2.3.2  不能因为设计不合理造成擦伤、埋压、窒息等伤害, 避免训练过程中人员伤亡。 

7.3  室内教学训练设施要求 

7.3.1 普通教室宜设有闭路电视、投影仪、录音机和相关教学设备等，能够进行理论教学和战术研讨。 

7.3.2 电教室宜设有电化教学设备、音像资料编辑机、字幕机、摄像机、计算机等以及其它音像资料

处理设备，能够进行电化教学以及音像资料的编辑和演播。 

7.3.3 图书室（馆）宜包括图书存放区、图书阅览区以及多媒体阅览区。图书种类和数量应满足借阅

的需要。  

7.3.4  医疗急救训练室宜设有现场医疗急救必备的器材、药品、教学用的人体模型以及电化教学设备

等，能够开展现场医疗救护教学和训练。 

7.4  体能训练设施 

7.4.1  田径场宜设有跑道和其它田径运动器材，可进行田径运动教学和训练。 

7.4.2  球类训练场宜设有篮球、排球和足球等球类训练场地和训练设施，数量应满足实际训练需要。 

7.4.3  体能训练馆宜建有球类训练场、器械训练区、技能训练区等，可开展体能和技能训练。 

8  训练设施配套设备 

8.1  训练基地应配备专用的训练装备，训练装备的种类可参考附录 A。 

8.2  训练装备的数量应结合训练设施和训练任务等因素确定，并应适当备份。 

8.3  训练装备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相关市场准入规定。 

8.4  相关训练设备应登记造册，并建立和维护台账。按照相关训练设备说明书要求和实际情况编制操

作规程，并对操作人员进行规范的安全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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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培训与演练 

9.1  训练基地应对应急救援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进行培训，学习目录可参考附录 B。 

9.2  训练基地应根据不同训练人群、训练要求制定演练方案和培训教材。 

9.3  训练基地应配备有相关资质的人员可以开展应急救援理论和训练培训工作。 

10  综合管理 

10.1  训练基地应按照相关的规定制定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a) 训练基地安全制度； 

b) 训练基地卫生制度； 

c) 训练基地应急管理预案； 

d) 训练基地人员岗位职责； 

e) 训练基地训练设备管理制度； 

f) 训练基地培训考核制度。 

10.2  训练基地应有稳定的经费保障来源，保证训练基地的管理、设备运行维护、后勤保障等正常运

转费用的供给。 

10.3  训练基地应配备充足的警示、安全防护措施以及保健、医疗保障措施，保证训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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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救援训练装备 

表 A.1给出了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训练装备。  

表 A.1  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训练装备 

种类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或技术要求 

侦检 
声波探测仪 

感应人微弱的心跳、呼吸所发出的超低频电波，探测出有无 

幸存者。 

红外线生命侦测器 探测生命迹象 

警戒 
各类警示牌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警示 

隔离警示带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双面反光。 

通信 
移动电话 易燃易爆环境必须防爆 

对讲机 易燃易爆环境必须防爆 

救生 
折叠式担架 

运送事故现场受伤人员。为金属框架，高分子材料表面质材，便于洗消，承

重不小于 100kg 

救援三角架 金属框架，配有手摇式绞盘，牵引滑轮最大承载 2500N，绳索长度不小于 30m 

破拆 

液压破拆工具组 灾害现场破拆作业 

无齿锯 切割金属和混凝土材料 

液压撑顶器、起重气垫 支撑固定危险物 

手动破拆工具组 灾害现场破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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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法律法规目录 

表 B.1给出了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法律法规目录。 

表 B.1建筑坍塌事故应急救援法律法规目录 

序号 名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12 自然灾害救治条例 

13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14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15 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16 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17 其他应急救援及突发事件处置、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注:法律法规培训不局限于表格目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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