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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1-2035

公示稿） 

 

第一章 秦皇岛市概况 

一、秦皇岛市概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秦皇岛市，简称“秦”，别称港城，是河北省辖地级市，Ⅱ型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

定的中国著名的滨海旅游、休闲、度假胜地，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截至 2023 年，

秦皇岛市下辖 4 个市辖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2 个县（昌黎县、

卢龙县）、1 个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戴河新区。陆域

面积 7802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1805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310.74 万人，城镇人口 206.41

万人，城镇化率 66.43% （秦皇岛政府官网，2024 年 4 月 3 日）。 

秦皇岛市地处中国华北地区、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辽宁，西近

京津，地处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区结合部，居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介于北纬 39°24′

~40°37′，东经 118°33′~119°51′之间，东北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建昌县和朝

阳市的凌源市，西北临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西靠唐山市的滦州、迁安、迁西、

滦南四县市，南临渤海。北距沈阳市 387 千米，东距大连市 210 千米，西距首都北京市

280 千米，距天津市 220 千米，距石家庄市 479 千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唯一

的零距离滨海城市，素有“长城滨海公园”“京津后花园”美誉，是京津冀经济圈中一颗

璀璨明珠。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派人入海求仙而得名，京山、京秦、大秦、秦沈、沈

山 5 条国铁干线在此交汇，津秦铁路客运专线、京沈高速、沿海高速、承秦高速贯通全

境。北戴河民航机场开通多条空中航线。 

秦皇岛市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最早的自主通商口岸、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先后获得中国最美海滨城市、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中国北

方最宜居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城市、中国最具爱心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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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 

（二）自然及资源条件 

1.地形地貌 

秦皇岛市位于燕山山脉东段丘陵地区与山前平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形成北部山区

－低山丘陵区－山间盆地区－冲积平原区－沿海区（图 1-2）。北部山区位于秦皇岛市青

龙满族自治县境内，海拔在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都山、祖山等 4 座。 

低山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北部，海拔一般在 100~200 米之间，集中分布于卢龙县和抚宁

区。山间盆地区则位于秦皇岛市西北和北部区域的抚宁、燕河营、柳江三处较大盆地。 

冲积平原区主要分布在抚宁区和昌黎县，海拔 0~20 米。沿海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四区和

昌黎县，该区域是秦皇岛市重要沿海旅游资源区，有山海关、北戴河、南戴河等独特的自

然和人文景观，是我国著名的避暑胜地。 

2.气候条件 

秦皇岛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受海洋影响较大，春季少雨干燥，夏季

温热无酷暑，秋季凉爽多晴天，冬季漫长无严寒。全市平均气温 11.1℃，平均最高

24.8℃，最低零下 8.9℃，年平均降水 602.3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1%。 

3.水资源 

秦皇岛地区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大于 500 平方千米河流 6 条，大于 100 平方千米河流

23 条，大于 30 平方千米的河流 54 条。其中，属于滦河水系的河流主要有滦河、青龙河、

沙河等 16 条，属于冀东沿海河流主要有洋河、石河、戴河、饮马河、汤河等 37 条。滦河

在秦皇岛市境内流域面积 3773.7 平方千米，地下水资源量 7.45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16.40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2.54 亿立方米、地下水 7.45 亿立方米、两者重复量 3.59 亿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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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秦皇岛市地形地貌图 

（三）交通条件 

秦皇岛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京山、京秦、大秦、秦沈、沈山 5 条国铁干线在此交

汇，津秦铁路客运专线、京沈高速、沿海高速、承秦高速贯通全境，北戴河民航机场开通

多条空中航线。秦皇岛港作为我国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海运业务遍及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秦皇岛政府官网，2024 年 4 月 3 日）。 

二、秦皇岛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一）秦皇岛市经济发展现状 

秦皇岛市总体经济增长态势良好。2024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5%，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9.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6%，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 0.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4%。 

工业发展亮点突出：2024 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高于全省增速 1.4 个

百分点。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64.3 亿元，同比增长 58.3%，高于全省 51.4 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 28.2%，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14.1 个百分点。加快数智化转型，中信戴卡、



 

    4 

哈电重装等 10 家企业 12 个项目列入省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重点培育项目名单。 

服务业活力不断增强：消费市场在政策刺激下活力十足，2024 年全面落实以旧换新政

策，3 次发放地方消费券，下达汽车、家电等项补贴 4.49 亿元，拉动消费增加 5.3 个百分

点。2024 年新增 2 家 4A 级景区，阿那亚入选《时代周刊》2024 年全球 100 个最佳旅行目

的地，秦皇岛入选“2024 最具潜力文旅城市”，全年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均增长

10%以上。 

农业发展成果显著：2024 年粮食产量超过 78 万吨，建设高标准农田 3.5 万亩。山海

关大樱桃、卢龙甘薯、青龙板栗等 5 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7 家企业获批“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新发展家庭农场 369 家，15 家合作社

入选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上榜数量全省第一。  

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两年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稳居全省首位。2024 年 433 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技术合同成交额 139.26

亿元。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935 家，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3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家，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61.5%。 

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核中位居第 32 位，

全省首位。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全省第一。全市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12 家，实际使

用外资突破 6000 万美元。开通“韩国仁川—秦皇岛港—霍尔果斯（境）—中亚”海铁联运

班列，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增长 55.57%。 

（二）秦皇岛市社会发展现状 

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九门口复线河北段项目开工建设，秦唐高速秦皇岛

段竣工具备通车条件，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初设获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南

岭东路竣工通车，长江道西延伸、民族路南延伸全线贯通。秦皇岛火车站交通疏解工程投

用。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 家重点行业企业完成创 A，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上年增加 13

天，13 条入海河流水质达标率 100%，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比例 100%，累计修复治理历

史遗留矿山 6381 亩，北戴河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民生保障水平提升：财政支出 85%以上用于民生，2024 年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城镇新

增就业 4.9 万人。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困难群

众保障标准进一步提高。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影像检验结果互认。全市

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6 所，完成 18 个义务教育扩容提质工程，2

所高中获评省级特色高中，高中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城市治理水平提高：首批 13 个“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落地应用，招投标“双盲”评

审率 100%，12345 热线接通率、回复率和满意率 99%以上，数字化城管案件办结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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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在全省率先建立企业合规经营事前指导制度，“一端通办”等做法入选中国地方政

府营商环境优秀案例。  

三、秦皇岛市灾害现状 

2023 年 6 月 7 日，秦皇岛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2023 年度秦皇

岛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全市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全市已查出各类

地质灾害隐患点 261 处。 

（一）泥石流地质灾害 

泥石流主要分布于北部低山区，已发现大小型泥石流隐患 65 处。泥石流的形成一方面

受地质、地貌和降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和规模不

断扩大，加剧了泥石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北部低山区构造侵蚀强烈，沟谷纵横交错，地

形坡度大；一般侵蚀切割深度大于 300 米，沟谷纵坡降大于 120‰，坡度一般在 40°以

上。广泛分布的太古界变质岩、岩浆岩其风化残积物是泥石流的天然物源，一些地方开采

矿山废弃的废石堆、尾矿等又为泥石流制造了人工物源。泥石流因来势迅猛、爆发突然给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二）崩塌地质灾害 

崩塌是秦皇岛地区地质灾害类型之一，全市已查明崩塌隐患 110 处，其中岩质崩塌 35

处，土质崩塌 75 处。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市共发生崩塌地质灾害 54 起。绝大多数崩

塌是由修建公路或房屋时，开挖山体和坡脚形成的高陡边坡，在重力失稳的情况下，突然

塌落造成的。秦皇岛地区崩塌多数属小型崩塌，但处于不稳定状态，尤其是土质崩塌，雨

季期间容易发生。 

（三）地面塌陷地质灾害 

秦皇岛地面塌陷包括采空区塌陷和岩溶塌陷，主要集中于抚宁县柳江盆地。柳江盆地

是秦皇岛重要产煤区，开采历史至少在 60a 以上。多年开采导致煤矿采空区塌陷严重。塌

陷是以塌陷坑和地面沉降的形式出现，地面沉降又导致地裂缝等次生灾害。塌陷坑或零星

分布或呈串珠状排列，其地面平面形态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一般 1~6ｍ，剖面形态

呈竖井状或漏斗状，深度 1~10ｍ。无论是塌陷坑还是地面沉降给人们造成的危害是严重

的，其后果是耕地林地破坏、火车出轨、房屋开裂受损。例如：仅上庄坨村地面沉降就造

成 13 户民房严重开裂，裂缝最宽处有 90mm，部分房屋已有摇摇欲坠之势。另外，还有

42 户村民房屋轻度受损，受损户数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25%。 



 

    6 

 

图 1-3 秦皇岛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资料来源于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地震地质灾害 

秦皇岛市位于华北平原地震带，华北地震带是中国境内地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之

一，包括华北平原、燕山地区等地。这个地震带是由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构造碰

撞所导致的地壳运动引起的地震活动。历史上，有记载Ms2.0~Ms2.9 级地震 645 次，

Ms3.0~Ms3.9 级地震 166 次，Ms4.0~Ms4.9 级地震 67 次（图 1-4，表 1-1）。Ms4.7 级以上

地震 10 次（图 1-5，表 1-2）。但在 2020 年 7 月 12 日，唐山市古冶区发生Ms5.1 级地

震，1976 年 7 月 28 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表明该区域处于地震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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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秦皇岛Ms2.0 级以上地震震中分布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2024

年 11 月） 

表 1-1 秦皇岛Ms2.0 及以上地震震级统计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2024

年 11 月） 

震级 4.0~4.9 3.0~3.9 2.0~2.9 地震总数 

数量 67 166 645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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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秦皇岛Ms4.7 级以上地震震中分布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2024

年 11 月） 

表 1-2 秦皇岛Ms4.7 级以上地震目录汇总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2024

年 11 月） 

序号 年 月 日 

纬度

（°

） 

经度

（°） 

震级

(Ms) 

震源深

度

（km） 

参考震中 

1 1481 07 06 40.30 119.00 5.00 0 河北秦皇岛市青龙县 

2 1567 00 00 39.70 119.20 4.75 0 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 

3 1805 08 05 39.70 119.20 5.50 0 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 

4 1934 10 27 39.90 119.20 5.00 0 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区 

5 1976 07 28 39.70 118.80 5.50 24 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 

6 1976 08 31 39.88 118.88 5.30 10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 

7 1976 09 19 39.72 118.80 4.90 11 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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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 月 日 

纬度

（°

） 

经度

（°） 

震级

(Ms) 

震源深

度

（km） 

参考震中 

8 1976 09 29 39.87 119.02 4.91 0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 

9 1977 03 07 39.90 118.87 5.70 18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 

10 1982 10 19 39.96 118.98 4.90 10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 

 

（五）洪涝灾害 

秦皇岛市北部是燕山山脉，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受海洋与地形影响，华北地区

多雨。多年平均降水量 738mm。受地形影响，区域降雨分布不均，青龙县罗汉洞、抚宁县

驻操营、马蹄岭等为全市暴雨中心。秦皇岛地区北部山区地处华北暴雨中心带，一些地区

山林植被率偏低，山体涵蓄水分的能力极差，一遇暴雨，山间中小河流极易暴发洪水，山

洪量大势猛，冲刷力强，破坏性大。 

 

图 1-6 秦皇岛市山洪灾害重点村庄分布图（资料来源于秦皇岛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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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山洪重点村庄在汛期应加强防范（图 1-6），指定相关政策及建设相应应急

避难场所、避难举措，避免山洪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如遇连续降雨天气，土壤饱和，再

遇暴雨，植被差的地方极易形成泥石流。 

（六）风暴潮及海啸海洋地质灾害 

随着河北省沿海地区人口的增加和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风暴潮海洋地质灾害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日益严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北省主要遭受的风暴潮海洋地质灾害有

4 次，主要受灾地区的经济损失逐次严重、风暴潮入侵距离越来越长。秦皇岛在 1992 年、

1996 年和 2003 年受风暴潮威胁，风暴潮入侵距离超过 10km。 

海啸，渤海水深较浅，平均深度约为 20m，不易引发灾害性的地震海啸。但在 1969

年 7 月 18 日，渤海中部Ms7.4 级地震发生后，引发海啸，海啸波到达河北唐山附近沿海，

淹没了昌黎县附近沿海的农田村庄，估计海啸波高达 1~2 米。 

三、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现状分析 

为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工作，全面提升抵御灾害综合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秦皇岛市安委办持续增建全市应急避难场所，科学规划场所建设，强化规范管

理，加强组织领导，大力普法宣传。 

目前全市应急避难场所主要依托市人防办及各开发商建设的人防工程兼做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表 1-1）。人民防空工程亦叫人防工程，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

防空指挥、医疗救护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现阶段，秦皇岛市人防工程已经无法满足“全面提升抵御灾害综合能力，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避难场所需求。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 人防工程数量少，分布不均匀，无法满足应急避难场所对当地居民的需求，不满足

相应级别避难场所服务半径要求，且大多为新建小区地下空间。 

2. 有效避难面积小，避难人数少，无法满足全市人民群众需求。按照避难场所要求，

现有的避难场所的数量和规模与县域范围内的居民点的分布和人口数量之间形成了较大的

供需缺口，无法全面满足秦皇岛市避难人口需求。 

3. 秦皇岛市大多人防工程位于小区域地下空间，避险类型单一，不能完全满足和符合

地震、洪涝、泥石流等灾害的避难要求。 

4. 缺乏统一管理，虽在统计范围之内，但使用极其不便，甚至没有开展过相关验收及

应急演练检查。应急避难场所的具体建设运行管理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包括住建、应急、

地震、教育等多个部门，而建设避难场所需要的场地往往分布在绿地、学校、体育场等项

目中，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成后的管理则由其权属单位负责。建设过程需要多部门协调，

建成后管理单位对应急避难场所缺乏了解，造成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无人管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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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避难场所群众知晓率低。居民对于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许

多居民并不清楚这些场所的具体用途，也没有意识到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重要性。此外，

居民通常对于自己所在社区附近是否存在应急避难场所缺乏了解，更不知道如何在灾难发

生时快速到达这些场所。这种信息的缺乏可能导致在紧急情况下的混乱和不安全现象的发

生，这不仅会增加个人和社区的风险，还可能导致救援工作的困难和延迟。 

表 1-1 秦皇岛市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序

号 
工程名称 地址 

所属单

位 

建筑面积

（m2） 

可容纳

人员

（人） 

所属街道办

事处 

1 
儿童乐园人防工

程 

海港区迎宾路

86 号 
市人防办 2000  400  

港城大街办

事处 

2 
华联地下人防工

程 

海港区文化路

118 号 

市人防

办 
2412  482  文化路街道 

3 银谷人防工程 海港区人民广场 
银谷时

尚购物

公司 

10028  2005  文化路街道 

4 
茂业超市人防工

程 

海港区河北大街

北、乐购对面 

茂业超

市 
5574  1114  文化路街道 

5 新天地人防工程 
海港区河北大街

南、商城对面 

绿地地

产 
3990  798  文化路街道 

6 
君御酒店人防工

程 

海港区迎宾路

99 号 

必玉地

产 
3060  612  

北环路办事

处 

7 
世纪港湾人防工

程 

海港区环岛公园

西侧 

世纪港

湾有限

公司 

3920  784  
北环路办事

处 

8 
森林公园南口人

防工程 

开发区森林公园

南口 

开发区

人防办 
12400  2480  

珠江道办事

处 

9 
大秦世家人防工

程 

开发区长江中道

以北 

电力地

产 
7199  1439  

珠江道办事

处 

10 
山桥家园人防工

程 

山海关南苑西路

西、南园路南 

兴元地

产 
3909  1092  南关街道 

11 
江南人家人防工

程 

山海关临港工业

园区 

海晨地

产 
3064  705  孟姜镇 

12 
孤竹文化公园人

防工程 

卢龙县龙城路东

侧 

卢龙县

人防办 
2367  1184  

卢龙镇居委

会 

13 
蓝钻公馆人防工

程 

卢龙县肥子路东

侧永顺大街南侧 

卢龙县

先锋地

产 

5455  764  
卢龙镇居委

会 

14 
碧景华庭人防工

程 

开发区秦皇西大

街北华山路东 

金博地

产 
14829  2966  

黄河道办事

处 

15 
汤河国际人防工

程 

开发区长江道

北、钱塘江道南 

中筑华

好 
17869  3574  

黄河道办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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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地址 

所属单

位 

建筑面积

（m2） 

可容纳

人员

（人） 

所属街道办

事处 

16 
悦尚时代广场人

防工程 

开发区秦皇西大

街北、小汤河东 

呈祥地

产 
10492  2098  

黄河道办事

处 

17 
盛秦北苑东区人

防工程 

海港区北港大街

南、规划四路东 

万通地

产 
13436  2687  

北环路办事

处 

18 
南岭国际一街区

人防工程  

海港区南岭路

东、长江道南 

润方地

产 
9347  1869  白塔岭街道 

19 
华跃城西区人防

工程 

海港区西港路滨

河路交叉口 

飞龙地

产 
4166  833  西港路街道 

20 
黄金假日滨海度

假城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阿那

亚社区 

天行九

州地产 
9883  1977  

大蒲河管理

处 

21 
公富庄保障房人

防工程 

海港区南岭西路

东侧 

致盛地

产 
9950  1990  白塔岭街道 

22 
兴龙生态谷商业

楼人防工程 

海港区民族北路

北港大街交叉口 

兴龙地

产 
11689  2338  

北环路办事

处 

23 
星光大道车库人

防工程 

海港区友谊路

西、和平大街南 

星光地

产 
4981  996  西港路街道 

24 
翠岛天成 B 区

人防工程 

海港区西港路秦

皇大街交叉口 

卓建地

产 
3435  687  

港城大街办

事处 

25 
中铁秦皇半岛三

期车库人防工程 

海港区南岭东路

与山东堡路交叉

口东北 

中铁置

业 
17525  3505  

白塔岭办事

处 

26 
富力尚和家园地

块六人防工程 

北戴河区海宁路

与金城路交叉口 

富力城

房地产 
10679  2136  车站社区 

27 
金明国际财富中

心人防工程 

开发区秦皇西大

街与六盘山路交

叉口 

金明地

产 
3770  754  

黄河道办事

处 

28 
黄金假日滨海度

假城 C3-2 二期

一标段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阿那

亚社区 

天行九

州地产 
4154  831  

大蒲河管理

处 

29 
黄金假日滨海度

假城 C3-2 一期

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阿那

亚社区 

天行九

州地产 
10332  2066  

大蒲河管理

处 

30 
天成锦江苑三期

人防工程 
海港区华山南路 

鸣岐地

产 
6577  1315  

珠江道办事

处 

31 
御泉湾地下人防

工程 

北戴河新区滨海

新大道以西 

彤鑫地

产 
7593  1519  

大蒲河管理

处 

32 
孔雀城幸福社区

一期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 364

省道西 

京御地

产 
14867  2973  

大蒲河管理

处 

33 
世纪港湾商业广

场二期人防工程 

海港区秦皇东大

街以南环岛路以

西 

世纪港

湾地产 
5498  1100  

北环路办事

处 

34 
万科未来城人防

工程 

海港区北港大街

与民族北路交叉

口 

万科假

日风景

地产 

7902  1580  
北部工业区

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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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地址 

所属单

位 

建筑面积

（m2） 

可容纳

人员

（人） 

所属街道办

事处 

35 
博维逸龙庭三期

人防工程 

山海关区滨河路

以东，港山路以

南 

博维地

产 
8387  1677  

西街街道办

事处 

36 
富力尚河家园

（地块五）人防

工程 

北戴河区海宁路

与金城路交叉口 

富力城

地产 
11775  2355  车站社区 

37 
中冶德贤公馆二

期人防工程 

开发区珠江道

14 号 

佳骏地

产 
12039  2408  

珠江道办事

处 

38 
秦皇岛银亿国际

服务外包园人防

工程 

开发区黄河道与

月湖路交叉口 

恒诚科

技有限

公司 

4999  1000  
黄河道办事

处 

39 
紫金湾四期景尚

人防工程 
抚宁区明德街 

信发地

产 
24711  4942  骊城街道 

40 
孔雀城幸福社区

（二期）人防工

程 

北戴河新区 364

省道西 

京御地

产 
26882  5376  

大蒲河管理

处 

41 
凯旋乐园人防工

程 

开发区汩罗江道

以南 

义德祥

地产 
3461  692  

长江道办事

处 

42 
南岭国际二三区

人防工程 

海港区横断山路

以西 

润方地

产 
20278  4056  

长江道办事

处 

43 
秦皇半岛七区二

期二段人防工程 

海港区南岭西路

以东，惠民街以

北 

富立地

产 
12727  2545  

白塔岭办事

处 

44 
葡萄庄园二期人

防工程 

新区昌黄连接线

与沿海高速交叉

口东南 

裕航地

产 
7626  1525  

大蒲河管理

处 

45 
金山一号人防工

程 

抚宁区明德街中

段 

抚宁人

防办 
8005  1601  骊城街道 

46 
阿那亚文创小镇

三期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阿那

亚社区 

天行九

州地产 
3997  799  

大蒲河管理

处 

47 
富力尚河家园

（地块四）人防

工程 

北戴河区海宁路

与金城路交叉口 

富力城

地产 
10216  2043  车站社区 

48 
兴桐鑫城一区人

防工程 
海港区北新庄村 

兴桐地

产 
11480  2296  杜庄镇 

49 
北戴河国际旅游

度假中心一期人

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沿海

路 999 号 

远洋地

产 
4299  860  

留守营管理

处 

50 
皓月天玺人防工

程 

海港区北大街与

京哈高速交叉口

东南 

住达地

产 
7564  1513  海阳镇 

51 
北戴河新区健康

城滨海康养小镇

一期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滨海

新大道以西 

华夏幸

福地产 
10902  2180  大浦河街道 

52 
翰邻苑·澜庭小

区人防工程 

抚宁区学院街与

环城东路交叉口

西北 

明星地

产 
12063  2413  骊城街道 

53 
秦皇岛茂业中心

人防工程 

海港区河北大街

与文昌路交叉口 

茂业地

产 
32085  6417  

白塔岭办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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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地址 

所属单

位 

建筑面积

（m2） 

可容纳

人员

（人） 

所属街道办

事处 

54 
际华（抚宁）军

民产业园住宅人

防工程 

抚宁区紫荆路

41 号 

德旭瑞

地产 
5222  1044  骊城街道 

55 
岸上澜湾一期人

防工程 

海港区海阳路与

北环路交叉口北 

金盛达

地产 
9551  1910  

北环路办事

处 

56 
欢乐岛公园人防

工程 

海港区横断山路

以西，青龙河道

以南 

市人防

办 
16788  3358  

长江道办事

处 

57 
兴桐鑫城二区人

防工程 
海港区北新庄村 

兴桐地

产 
7138  1428  杜庄镇 

58 
秦皇半岛四区二

期人防工程 

海港区南岭东路

与山东堡路交叉

口西北 

恒盈地

产 
14912  2982  

白塔岭办事

处 

59 
兴桐鑫城三区人

防工程 
海港区北新庄村 

兴桐地

产 
11284  2257  杜庄镇 

60 
海阳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一期人防

工程 

海港区成东物流

园北 

拓鸿贸

易公司 
3012  602  

北部工业区

管委 

61 
万科米哈斯小镇

人防工程 

北戴河区环境学

院西 

万瑞地

产 
7449  1490  车站社区 

62 悦庭人防工程 开发区四小南侧 
鑫石地

产 
3680  736  

黄河道办事

处 

63 
和信基业广场一

期人防工程 
开发区管委东侧 

恒昌地

产 
2139  428  

黄河道办事

处 

64 
阿那亚文创小镇

地下车库人防工

程 

北戴河新区滨海

新大道以南，阿

那亚社区内 

天行九

州地产 
19000  3800  大浦河街道 

65 
北戴河新区租赁

住房人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滨海

新大道以北，孔

雀幸福城森屿海

以西 

金潮建

设 
9116  1823  大浦河街道 

66 
万科香海枫丹人

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滨海

新大道以南，一

杯澜以西 

嘉金地

产 
7553  1511  

留守营管理

处 

67 
北戴河国际旅游

度假中心一期

B5-1-01 地块人

防工程 

北戴河新区南娱

大道东 

润海地

产 
6350  1270  

留守营管理

处 

68 
紫金湾景泰人防

工程 

抚宁区青云路与

香营街交叉口东

北 

信发地

产 
13780  2756  骊城街道 

69 
紫金湾景澜人防

工程 

抚宁区洋河大街

与紫荆路交叉口

东北 

信发地

产 
2798  560  骊城街道 

70 
碧桂园逅海人防

工程 

岭前街与文昌东

路交叉口东南 

中交地

产 
5950  1190  白塔岭街道 

71 
抚宁长信商业楼

人防工程 

翠湖路东，洋河

大街北，金山学

校南 

信发地

产 
4756  951  骊城街道 

72 
博维美墅人防工

程 

海阳路以西，先

锋路以北 

博维兴

业地产 
6598  1320  西港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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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地址 

所属单

位 

建筑面积

（m2） 

可容纳

人员

（人） 

所属街道办

事处 

    654924 131767  

四、秦皇岛市应急管理发展现状 

 （一）体制机制建设 

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党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安全生产等纳入党委

政府督查督办等指标体系。整合 8 个部门应急管理资源，完成市本级、9 县区和 126 个乡

镇（街道）机构组建等工作，46 个职能部门成立安全监管专职机构。完善了情报信息协作

等工作机制，形成了统一指挥等新型应急管理体制。 

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建立安委会党委、政府“双主任”制，制定责任清单，完善

安全管理职责，出台相关制度办法，强化行政执法建设。开展多项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建

设视频监控点位，完善“双控”预警机制，建立超 1100 项制度措施。 

完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完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和“应急管理一张图”，建立自然灾

害、生产安全事故及军地应急救援联动等工作机制，督促各县区编制“三个清单”。 

（二）灾害防治能力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施行自然灾害防治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制，开展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录入清查数据词条 5245 条。出台《秦皇岛市暴雨灾害防御办法》，修订应急预

案，健全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建成 9 个森林防火视频监控中心 243 个高山监控点位，建立

多种工作机制，建设乡村级避险场所 2264 处。 

强化防汛工作举措：调整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办公室，成立联合工作专班。

2024 年入汛后，实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大排查大整治，各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加强雨中巡

查。市应急管理局开展 2 轮汛前隐患排查，对 90 个隐患全程督导整改。 

（三）应急准备工作 

强化灾害事故应急准备：牵头编制总体应急预案，制发旅游旺季预案和处置工作指导

手册，评估各类预案 693 件。在全省率先组建“陆、海、空”一体的 24 支军地应急救援队

伍等，共组建各类抢险救援队伍 2626 支 62585 人。建成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推进应急

救灾物资储备库改扩建项目，储备应急物资装备 225 类 73.26 万件。 

推进应急能力建设：以实战标准建设应急指挥中心，提升市应急指挥中心系统功能，

推进各级应急指挥部建设，加快跨地域等灾害预警指挥体系建设。推进森林消防队伍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健全物资装备快速调运机制，加强应急通信、交通保障能力建设。 

（四）安全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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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推进：在非煤矿山领域，推广智能矿山建设，开展多项专项检查

行动，推进智能化试点和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建设；危险化学品领域，开发应用经营企业系

统，建立长输管道高风险区域联防联控等机制；冶金工贸领域，开展“六大行动”，实施

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推进标准化定级。 

压实责任与治本攻坚并重：制定党政领导“职责清单”和“工作清单”，出台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印发《秦皇岛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制定 33

个行业领域子方案，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 859 项，投入资金 3697.77 万元。 

（五）应急产业发展 

产业规模与市场地位：自 2020 年《秦皇岛市应急产业发展规划（2020 - 2025）》出台

后，在预测预警等五个重点领域形成比较优势。2023 年，全市拥有安全应急领域规上工业

企业 75 家，实现营业收入 480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消防电子生产基地，年营业收入超

40 亿元，占全国 40%以上市场份额。 

产业集聚与企业实力：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省级安全应急产业特色集群，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0 亿元，占全市比重 60%。全市拥有超亿元骨干企业 17 家，其中超 10

亿元龙头企业 3 家，超 5 亿元重点企业 3 家，还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7 家等，竞争实

力显著增强。 



 

    17 

第二章 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原则 

应急避难场所是指为应对突发事件，经规划、建设，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可

供居民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与建设，是提高城市综

合防灾能力、减轻灾害影响、增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 

一、规划范围 

本次避难场所规划与建设范围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经济开发

区、北戴河新区（图 2-1）。 

截至 2023 年 6 月，海港区总面积 701 平方公里，山海关区总面积 199.56 平方千米

（含开发区东区），北戴河区总面积 112.45 平方千米，抚宁区总面积 968 平方千米，北戴

河新区总面积 425.8 平方千米，经济开发区全区总面积 128 平方千米。 

 

 

图 2-1 秦皇岛市城建区分布范围（资料来源于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规划期限 

本次避难场所规划与建设期限至 2035 年，规划基期为 2025 年，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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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依据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51143-2015、《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建标

180-2017、《城镇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GB/T 35624-2017、《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

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应急〔2023〕135

号、《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DB13/T1378-2011）（河北省地方标准）、《河北省应急

避难场所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22〕第 4 号）、《河北省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实施方案》。 

四、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原则 

（一）政府统筹，科学规划。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作为城市防灾减灾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对于后期规划的

场所，应尽量考虑利用已有的可利用场地及建筑，合理、均衡布局，分布于城区不同方

位，考虑人口密度分布，满足服务范围内需避难人员的避难需求。 

（二）以人为本，安全可靠。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准绳，充分考虑市民居住

环境和建筑情况，以及附近可用作避难场所场地的实际条件，建设安全、宜居城市。应急

避难场所选址应避让地震断裂带、水库泄洪区、高压电线、油气输送管道、化工区、高耸

建筑物倒塌范围区。 

（三）就近布局。坚持就近就便原则，因地制宜，尽可能在居民区、学校、大型公用

建筑等人群聚集的地区多安排应急避难场所，使市民可就近及时疏散。 

（四）平灾结合。应急避难场所应为具备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平时作为居民休闲、娱

乐和健身的活动场所，配备救灾所需设施（设备）后，遇有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重大

灾害时作为避难、避险使用，二者兼顾，互不矛盾。 

（五）一所多用。应急避难场所应具有抵御多灾种的特点，即在突发地震、火灾、水

灾、事故、疫情等事件时均可作为避难场所。但多灾种运用时，应考虑具体灾害特点与避

难需要的适用性，注意应急避难场所的区位环境、地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五、应急避难通道建设与规划原则 

1. 与区域路网总体规划相整合原则 

日益严重的城市突发事件对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应急疏散救援通道规 划是提高

城市安全系数的有利契机。应急疏散救援通道规划与总体路网规划相整合，并争取与政府

的计划项目相结合，在近期专项规划中促进其实施，确保尽快提高城市防御能力。应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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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救援通道规划必须适应城市的发展，适应城市的人口变化是对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提出的

要求，在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的规划年限、用地规划等方面要与城市路网总体规划保持一

致。 

2. 平灾结合原则 

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是城市路网建设的一部分，现有的城市路网骨干道路是应 急疏散救

援通道规划建设的基础。在应急疏散救援通道规划建设时，首先通过调查城市路网现状，

具有紧急状态下进行疏散潜力的道路，将其作为或适当改造后用于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疏

散通道在平时还应承担日常的交通服务功能，使其无论是在平时还是灾时，都能取得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减灾效益。 

3.均衡布局原则 

在建立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整体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不同的防灾分区和防灾 单元中建立

若干等级的应急疏散救援通道，同时要注意在整个城市区域内应急通道的布局均衡性。根

据现状和规划中的人口总量和分布情况，对应急疏散救援通道进行规划。同时，注意与不

同等级的避难场所、抗震防灾指挥中心、医疗单位、交通客货运枢纽进行衔接，使受灾群

众在发生地震后需要避难时，有效、安全地在指定的避难场所避难并得到及时的救助；相

应救援物资和人员能够迅速赶赴灾区实施救援。疏散通道均匀分布也使得疏散车流和物流

能够均匀分布，不会导致某些道路由于疏散压力过大而造成局部拥堵，从而影响整个灾区

的疏散救援。 

4.高等级、高通行能力原则 

在地震等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受灾人员集中、救援物资需求高且 紧迫，应

急疏散救援通道作为整个县域疏散救援的生命线，需要具有较高的服务 水平和通行能力，

保证大量集中的受灾人员快速撤离灾区，救援物资能够及时 

运达灾区。 

5.安全、可靠、灵活性原则 

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本身应具有很强的抵御灾害破坏的能力，为了使疏散通道能在灾时

服务于应急疏散和救援等任务，应选择县域内部的骨干道路与区域性的高等级高速公路或

国道作为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的主体。 

疏散方向应该均匀分布，不宜集中，否则会导致疏散通道压力过大，但还应考虑区域

周边地形地质情况；同时由于灾害发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还应保证疏散通道规划的灵

活性，保证一大部分疏散通道受到破坏之后，还有其他备选通道，或有破坏通道与其他通

道具有联络线提供破坏之后的迂回疏散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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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思路 

在严格落实《秦皇岛市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秦皇岛市

实际情况，考虑到秦皇岛市灾害类型及特点、城镇及农村人口等因素，将应急避难场所分

为室外避难场所和室内避难场所两类。 

（一）室外避难场所 

适用于地震及其它需要室外避难场所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受灾人员的疏散和安置。根

据承担的不同功能，可分为紧急、固定、中心三级。 

1.紧急避难场所：供市民就近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的场所，也是受灾人员集合并转移

到固定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主要为空地、绿地、停车场、公园、广场、学校操场、体

育场等室外场地。 

2. 固定避难场所：供市民较长时间避难和进行集中性救援的场所，具备避难宿主功能

和相应配套设施。主要为防灾改造过的面积较大的公园、体育场、绿地、广场、学校操

场、综合车场等室外场地。固定避难场所可兼作紧急避难场所。 

固定避难场所责任区范围应该根据避难容量确定，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000 米，有效用

地面积不宜小于 10000m2，避难人员人均有效用地面积宜为 2~3m2。固定避难场所交通要

便利，要有主要和次要出入口，且至少设置 2 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出入口。固定避难场所配

置应急供水、供电、厕所、住宿、消防、排污、垃圾储运、医疗救护、物资储备、洗浴、

指挥管理、信息发布等设施，必要的还应设置气象观测设施。各类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地

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21734)的要求。 

3. 中心避难场所：规模较大、功能较全、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医疗救护完善、安全度

高，承担指挥和避难救援中心作用的固定避难场所。主要为防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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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避难场所应每 50~150 万人设置 1 个，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0 公里，有效用地面积

不宜小于 10 万 m2，用地条件紧张地区不应小于 5 万 m2。中心避难场所交通要便利，要有

主要和次要出入口，且至少设置 4 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出入口。中心避难场所除配置一般固

定避难场所的设施外，还应设置应急停车场、停机坪、救援部队驻扎营地等设施。规模较

大的紧急避难场所可考虑配置应急供水、供电、厕所等设施。 

表 2-1  室外应急避难场所规模要求 

 

项目级别 有效避难面积（m2）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m2） 

长期避难场所 ≥5000 ≥2 

短期避难场所 ≥1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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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难场所 ≥200 ≥1.5 

 

（二）室内避难场所 

适用于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核设施事故及其它需要室内避难场所的突发事件发生

时，受灾人员的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主要为学校、社区（街道）中心、福利设施、体育

馆、条件较好的人防工程等室内场所，为减少避难功能与学校正常功能的冲突，宜安排部

分非学校类型的场所。市民需要较长时间避难时，也可在灾后利用室外固定避难场所。 

室内避难场所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000 米，避难人员人均建筑面积宜为 3~5m2。 

表 2-2  室内应急避难场所规模要求 

 

项目级别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m2） 

长期避难场所 ≥3 

短期避难场所 ≥2.5 

紧急避难场所 ≥2 

（三）学校和体育场馆拥有室内场所和室外场地，可兼作室外避难场所和室内避难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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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方案 

一、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应对灾害事故分析 

结合秦皇岛市历史受灾情况分析，秦皇岛市受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尤其是暴雨、台

风、大风等。秦皇岛北部山区在夏季，受气象灾害影响，易发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

流、山体滑坡等。考虑秦皇岛市所处构造位置，位于华北平原地震带，华北地震带是中国

境内地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包括华北平原、燕山地区等地。这个地震带是由于欧

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构造碰撞所导致的地壳运动引起的地震活动。历史上，有记载

Ms2.0~Ms2.9 级地震 645 次，Ms3.0~Ms3.9 级地震 166 次，Ms4.0~Ms4.9 级地震 67 次。 

综合以上基本情况分析，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需求应以抵御灾害之首—地震灾害、

近年来频发的洪涝灾害、受气象灾害影响的次生地质灾害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为主。 

按避难场所建设标准，规划长期、短期和紧急避难场所，参考国内城市在应 急避难场

所容纳人口与规划人口的比例关系及秦皇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相关要

求，至 2035 年专项规划的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面积应达到 466.5 万平方米以上。 

二、秦皇岛市应急避难人口分析 

 从常住人口角度分析：秦皇岛市常住人口近年在 310万人左右波动。如 2023年为

310.74万人。当面临灾害需要进行大规模应急避难时，需考虑将这部分人口中有避险需求

的人员安置到应急避难场所。 

从受威胁区域人口角度：据 2024年防汛工作相关信息，秦皇岛市排查出 1832个受威

胁村共 680363人。在汛期等灾害发生时，这些区域的人口是重点转移和安置对象，并且会

根据旅游、外来务工等人员往来情况实施动态调整。 

从应急避难场所容纳能力角度分析：2023年，秦皇岛市共有应急避难场所和集中安置

点 2206处，能够安置人口 145.2万人。2024年，市、县、乡累计建设应急避难场所 242

处，建设面积 405万平方米，可容纳 103万人。这表明秦皇岛市在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上不

断推进，虽然不同数据来源统计的可容纳人数有差异，但整体上可提供了较大规模的应急

避难容纳能力。  

从特殊人群角度分析：秦皇岛市建立了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清单，明确专人负责

其防汛避险转移。在应急避难时，这部分人群需要更细致的照顾和安排，以确保他们能够

安全、舒适地度过避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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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流动角度分析：秦皇岛作为旅游城市，旅游旺季外来人口众多。据 2024年数

据，全年接待游客人次增长 10%以上，在旅游旺季等特殊时段，应急避难人口的分析和应

对需要考虑大量游客的因素，增加了应急避难人口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三、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方案 

由于紧急避难场所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小（≥200m2），本次规划建设不进行具体

的空间布点，仅提出规划建设指引（见第 5 章），可由社区或居委会统一规划、宣传以及

必要的演练。中心避难场所应每 50~150 万人设置 1 所，秦皇岛市常住人口 310.74 万人，

城镇人口 206.41 万人，可设置 2 所中心避难场所，分别为秦皇岛奥林匹克中心和秦皇岛人

民广场。 

根据上述建设原则并结合秦皇岛市现状，本方案不设计紧急避难场所，只设计固定避

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避难场所优先考虑学校、公园、广场、体育馆、大型停车场等

地，共计遴选出 53 所固定避难场所和 2 所中心避难场所（表 3-2）。 

秦皇岛市预建的 55 所应急避难场所，总规划面积约 8693106.5m2，室外应急避难场所

有效面积共计 1751670m2。本方案中有 43 所大、中、小学校、4 个公园、4 个广场、1 个

博物馆、1 个基地、1 个高尔夫球场和 1 个游客中心，室内避难场所面积十分充足，建筑物

及设计标准高、符合当地政府要求，本次不再详细设计。按照国家标准《防灾避难场所设

计规范》（GB51143-2015），不同避难期人均有效避难面积（m2/人）要求，紧急避难场

所为 0.5m2/人（＜1 天），临时避难场所为 1.0m2/人（＜3 天），短期避难场所 2.0m2/人

（＜15 天），中期避难场所 3.0m2/人（＜30 天），长期避难场所 4.5m2/人（＜100 天），

秦皇岛市固定避难场所设计为中短期避难场所，中短期避难场所可容纳人数分别为 76.283

万人和 49.2881 万人，基本能满足秦皇岛市主要城区和大型村庄居民应急避难需求。 

其中秦皇岛市海港区避难场所 30 所，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5310000m2，有效避难面

积 1144860m2，能够容纳 572430 人；北戴河区应急避难场所 3 所，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608000m2，有效避难面积 118000m2，能够容纳 59000 人；北戴河新区应急避难场所 10

所，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422850m2，有效避难面积 118810m2，能够容纳 49905 人；秦

皇岛开发区应急避难场所 4 所，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665000m2，有效避难面积

104000m2，能够容纳 52000 人；山海关区应急避难场所 3 所，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289000m2，有效避难面积 144000m2，能够容纳 72000 人；抚宁区应急避难场所 5 所，应

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1618000m2，有效避难面积 122000m2，能够容纳 6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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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

域 

规模

（m2） 

应急避难

场所面积

（m2） 

应急避难场

所类型 

容纳人数 

按 2.0m2/人 按 3.0m2/人 

1 奥林匹克公园 

北戴河

区 155000 50000 中心 25000 16667  

2 秦皇岛人民广场 海港区 323000 130000 中心 65000 43333  

3 潮河小学 

北戴河

新区 10950 5400 固定 2700 1800  

4 阿亚那高尔夫球场 

北戴河

新区 23000 20000 固定 10000 6667  

5 北戴河新区第一小学 

北戴河

新区 36000 11400 固定 5700 3800  

6 大蒲河村民广场 

北戴河

新区 32300 8000 固定 4000 2667  

7 团林实验学校 

北戴河

新区 43000 23000 固定 11500 7667 

8 朝鲜族小学 

北戴河

新区 8200 3500 固定 1750 1167  

9 北戴河新区南戴河中学 

北戴河

新区 80000 21110 固定 1055 7036 

10 华贸游客中心 

北戴河

新区 44200 12000 固定 6000 4000  

11 富强里小区广场 

北戴河

新区 121600 7400 固定 3700 2467  

12 南戴河小学 

北戴河

新区 23600 7000 固定 3500 2333  

13 秦皇岛中等专业学校 海港区 58000 22300 固定 11150 7433  

14 秦皇岛开放大学 海港区 20000 12000 固定 6000 4000  

15 海港区燕秀里小学 海港区 10000 5000 固定 2500 1667  

16 秦皇岛第三中学 海港区 62000 31000 固定 15500 10333  

17 秦皇岛市第十六中学 海港区 16000 10000 固定 5000 3333  

18 秦皇岛第五中学 海港区 35000 10000 固定 5000 3333  

19 

秦皇岛市海港区迎秋里

实验学校 海港区 10000 5000 固定 2500 1667  

20 

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海港区 22000 40000 固定 20000 13333  

21 海港区东港镇第三小学 海港区 7000 3000 固定 1500 1000  

22 

海港区杜庄学区第一小

学 海港区 81000 24000 固定 12000 8000 

23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海港区 48000 14000 固定 7000 4667  

24 秦皇岛市第九中学 海港区 8000 5000 固定 2500 1667  

25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玉龙

湾校区 海港区 38000 18000 固定 9000 6000  

26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海港区 360000 150000 固定 75000 50000  

27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

练基地 海港区 195000 140000 固定 70000 46667  

28 秦皇岛奥林匹克中心 海港区 320000 100000 中心 50000 33333  

29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海港区 200000 69000 固定 345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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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

域 

规模

（m2） 

应急避难

场所面积

（m2） 

应急避难场

所类型 

容纳人数 

按 2.0m2/人 按 3.0m2/人 

30 燕山大学东校区 海港区 750000 160000 固定 80000 53333  

31 燕山大学西校区 海港区 2260000 35000 固定 17500 11667  

32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

区 海港区 36000 23360 固定 11680 7787  

33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校

区 海港区 26000 8200 固定 4100 2733  

34 

秦皇岛市海港区逸诚学

校 海港区 19000 10000 固定 5000 3333  

35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半岛

校区 海港区 37000 19000 固定 9500 6333  

36 

海港区杜庄学区初级中

学 海港区 35000 13000 固定 6500 4333  

37 

海港区石门寨学区初级

中学 海港区 40000 18000 固定 9000 6000  

38 柳江地质博物馆 海港区 200000 20000 固定 10000 6667  

39 

秦皇岛卫生学校实训基

地 海港区 26000 18000 固定 9000 6000  

40 秦皇岛市第十中学 海港区 22000 15000 固定 7500 5000 

41 秦皇岛实验中学 海港区 46000 17000 固定 8500 5667  

42 秦皇岛经开区第一小学 开发区 25000 13000 固定 6500 4333  

43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开发

区校区 开发区 280000 23000 固定 11500 7667  

44 燕大附中 开发区 80000 30000 固定 15000 1000  

45 秦皇岛森林体育公园 开发区 280000 38000 固定 19000 12667  

46 北戴河第一中学 

北戴河

区 53000 20000 固定 10000  

47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北戴河

区 400000 48000 固定 24000 16000 

48 
秦皇岛市南园中学 

山海关

区 
28561 48000 

固定 24000 8000 

49 
长城小学 

山海关

区 
28889.5 48000 

固定 24000 8000 

50 
户远寨小学 

山海关

区 
11806 48000 

固定 24000 8000 

51 

秦皇岛开放大学抚宁分

校 抚宁区 55000 16000 固定 8000 5333 

52 抚宁区第一中学 抚宁区 140000 35000 固定 17500 11667 

53 抚宁区火车站广场 抚宁区 24000 14000 固定 7000 4667 

54 抚宁区紫金山公园 抚宁区 1390000 50000 固定 25000 16667 

55 抚宁区法治文化广场 抚宁区 9000 7000 固定 3500 2334 

合计  
8693106
.5 

1751670 
 

866335 544225 

 

表 3-1 秦皇岛市避难场所汇总表 

秦皇岛市主要城区及大型村庄 55 处应急避难场所大致均匀分布（图 3-1），基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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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服务半径 2km 范围内覆盖主城区和大型村庄，能满足秦皇岛市人民群众应急避难需

求。 

 

图 3-1 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 

根据秦皇岛市所处构造位置、地理地貌位置，将秦皇岛市抗灾需求分为：地震、洪

涝、台风、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55 所应急避难场所中，能够应对地震灾害的有 54

所，能够应对洪涝灾害的有 10 所、能够应对台风和暴雨等气象灾害的有 46 所，能够应对

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的有 12 所。 

按照秦皇岛应急管理局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可将避难场所分期建设，到 2035 年建

设 55 所应急避难场所（表 3-2）。 

表 3-2 秦皇岛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建设一览表 

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域 

应急避难

场所类型 
应对灾害类型 建成时间 

1 奥林匹克公园 北戴河区 中心 地震、洪涝 2025 年 

2 秦皇岛人民广场 海港区 中心 地震、洪涝 2025 年 

3 潮河小学 北戴河新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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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域 

应急避难

场所类型 
应对灾害类型 建成时间 

区 

4 阿亚那高尔夫球场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洪涝 2030 年 

5 北戴河新区第一小学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35 年 

6 大蒲河村民广场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30 年 

7 团林实验学校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8 朝鲜族小学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9 北戴河新区南戴河中学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10 华贸游客中心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洪涝 2025 年 

11 富强里小区广场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 2035 年 

12 南戴河小学 
北戴河新

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13 秦皇岛中等专业学校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14 秦皇岛开放大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15 海港区燕秀里小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16 秦皇岛第三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洪涝、地

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17 秦皇岛市第十六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18 秦皇岛第五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19 
秦皇岛市海港区迎秋里

实验学校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0 
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21 海港区东港镇第三小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2 
海港区杜庄学区第一小

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25 年 

23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4 秦皇岛市第九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25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玉龙

湾校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6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7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

练基地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28 秦皇岛奥林匹克中心 海港区 中心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29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30 燕山大学东校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31 燕山大学西校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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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域 

应急避难

场所类型 
应对灾害类型 建成时间 

32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

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33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校

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洪涝、台

风、暴雨 
2025 年 

34 
秦皇岛市海港区逸诚学

校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35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半岛

校区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36 
海港区杜庄学区初级中

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35 年 

37 
海港区石门寨学区初级

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25 年 

38 柳江地质博物馆 海港区 固定 
泥石流、山体滑

坡、台风、暴雨 
2025 年 

39 
秦皇岛卫生学校实训基

地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40 秦皇岛市第十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41 秦皇岛实验中学 海港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42 秦皇岛经开区第一小学 开发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43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开发

区校区 
开发区 固定 

地震、洪涝、台

风、暴雨 
2035 年 

44 燕大附中 开发区 固定 
地震、洪涝、台

风、暴雨 
2025 年 

45 秦皇岛森林体育公园 开发区 固定 地震 2035 年 

46 北戴河第一中学 北戴河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47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北戴河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25 年 

48 秦皇岛市南园中学 山海关区 固定 地震、台风、暴雨 2035 年 

49 长城小学 山海关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25 年 

50 户远寨小学 山海关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35 年 

51 
秦皇岛开放大学抚宁分

校 
抚宁区 固定 

地震、洪涝、泥石

流、山体滑坡、台

风、暴雨 

2025 年 

52 抚宁区第一中学 抚宁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35 年 

53 抚宁区火车站广场 抚宁区 固定 

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台风、暴

雨 

2025 年 

54 抚宁区紫金山公园 抚宁区 固定 

地震、洪涝、泥石

流、山体滑坡、台

风、暴雨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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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应急避难场所 所属区域 

应急避难

场所类型 
应对灾害类型 建成时间 

55 抚宁区法治文化广场 抚宁区 固定 地震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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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秦皇岛市应急避难场所功能规划 

一、应急避难场所功能配置 

结合实际，本次主要设计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配备应急设施，划定应急避

难功能区域，为城市和乡镇居民提供中、长期避难。 

  （一）应急指挥管理设施 

  设置广播、图像监控、有线通信等应急管理设施。广播系统应覆盖应急避难场所，图

像监控范围应覆盖应急棚宿区和应急避难场所内的道路。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校区、燕山大学、第七中学半岛校区、秦皇岛经开区第一小学等

45 所大、中、小学校及训练基地可将应急指挥设置在运动场的看台、广播室或临近办公

楼；秦皇岛人民广场、阿亚那高尔夫球场和奥林匹克公园可将应急指挥设置在广场管理

处、顾客服务中心以及公园制定/新建设施处；大蒲河村民广场和富强里小区广场可设置在

居委会办公室；柳江地质博物馆设施齐全，应急指挥可设在博物馆办公中心。上述场所有

完善的广播系统和完善的图像监控系统，应急期间也可以增加应急通信指挥车辆。 

（二）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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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充分利用场内或周边的饭店、商场、超市、仓库等进行物资储备。场所周边

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应急避难场所的距离不宜太远，不应大于 500m。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校区、燕山大学、第七中学半岛校区、秦皇岛经开区第一小学等

44 所大、中、小学校可以利用体育场的看台，学校门口及附近超市，校内食堂作为应急物

资储备区。广场、游客中心、公园、博物馆等场所可以利用管理处或服务中心存储应急物

资。 

  （三）应急棚宿区 

  在地势开阔、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设立应急棚宿区，而且其布局一定要合理。平

时，它们是游人休憩和娱乐的场所、学生活动和体育锻炼场所，应急时，居民可在此区域

按指定位置搭建帐篷、活动简易房临时居住。学校的运动场、政府广场、公园草地以及大

型停车场是最理想的应急棚宿区。应急棚宿区应进行分区，每个应急棚宿分区不应超过

1000m2，每个应急棚宿区之间间距应有大于 2m 的人行道。 

为了尽可能利用避难空间，本条是按照最紧密布置方式给出的规定，以标准 36m²帐篷

的布置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帐篷组可作为宿住和管理的最小单元，规模不宜过大，考虑设卫生间和垃圾点，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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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间的间距按安全疏散通道考虑，两端有出口时间距不小于 1.5m，仅一端有出口时间距

不小于 2.0m。可采用 10~15 个 36m²帐篷为一排，两排紧密排列为 1 个帐篷组，配 10 个厕

位和一个垃圾点，长度约 76m，使用面积约为 1080m²，按短期避难计算每个帐篷组可容纳

约 990 人，占地面积约 1350m²，人均用地指标约为 1.30m²~1.35m²。 

帐篷组团按最大 4 个帐篷组组合考虑，最大可设置 115 个 36m2 宿住帐篷，占地约

5600m²，其边长控制在 80m，最大 6400m²，人均指标约为 1.45m²~1.50m²。考虑公共设施

用地（配水电、公共活动室、医务室、值班室、物资储备），实际宿住面积约为 4140m²，

可容纳约 3800 人，最大 4000 人。帐篷组团间距考虑安全疏散宽度和防火间距要求，不小

于 4m，同时考虑满足组团内避难人员聚集室外时所需的空间（空地面积按 0.25m2/人

~0.3m2/人核算）。 

帐篷单元按最大 4 个帐篷组团组合考虑，最大可设置 452 个 36m²宿住帐篷，考虑公共

设施用地，实际宿住面积约 17000m²，可容纳约 14900 人，占地面积约 23500m²，宽度控

制在 160m，最大不超过 25600m²，人均指标约为 1.55m²~1.75m²。间距应能防止火灾蔓

延，控制在 8m~16m，同时应设消防车通道，并考虑室外消防设施设置。 

一个帐篷宿住区的避难人数不宜过多，考虑按 4 个帐篷单元组合，规定其上限为

64000 人，帐篷区周边应考虑设置缓冲区，缓冲分割宽度不小于 28m，人均指标约为

1.75m²~1.90m²。 

  （四）应急医疗救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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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医疗救护站应建立

在应急棚宿区附近，它负责应急时对灾民的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学校的卫生室、公园的卫生室可以作为应急医疗救护区，可在应急期增加救护车辆，

搭建临时救护场所。 

  （五）应急供水设施 

  可选择设置供水管网、水井、蓄水池、供水车等两种以上供水设施，并根据所选设施

和当地水质配置进行适当净化，配备必要的饮水设备。每 100 人应至少设一个水龙头。每

250 人应至少设置一处饮水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达到 GB5749-2006 规定的要求。同时，

可在应急期间利用移动储水车或者瓶装/桶装饮用水、纯净水以及矿泉水作为应急饮水来

源。 

  （六）应急供电设施 

  设置保障照明、医疗、通讯用电的具有多路电网供电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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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校区、燕山大学、第七中学半岛校区、秦皇岛经开区第一小学等

45 所大、中、小学校及训练基地可以利用体育场的看台处、门卫楼等。秦皇岛人民广场、

阿亚那高尔夫球场和奥林匹克公园可将应急供电设置在广场管理处、顾客服务中心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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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制定/新建设施处；大蒲河村民广场和富强里小区广场可设置在居委会办公室；柳江地质

博物馆设施齐全，应急指挥可设在博物馆办公中心。 

  （七）应急厕所 

  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暗坑式厕所或移动式厕所。应急厕所应位于应急避难场所下

风处，距离棚宿区 30 至 50 米。 

秦皇岛市 53 处固定避难场所及 2 处中心避难场所范围内均有固定的卫生间，且数量充

足，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建标 180-2017）10m2/千人。 

（八）应急排污系统 

  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可以利用排污管

道，有条件可以设置独立的排污系统。 

秦皇岛市 53 处固定避难场所及 2 处中心避难场所范围内均有固定的卫生间，无需专门

为此设计排污系统，除此之外的洗漱等正常污水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正常排放。 

（九）应急消防设施 

  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应设置应急消防水源，配置消防设施，应急期间应急棚

宿区应配置灭火工具或器材等设施。 

（十）应急停机坪及停车场 

中心避难场所须配置应急停机坪和应急停车场，供直升飞机、消防救援、医疗救援、

物资运输、人员转移等用途的车辆停放。秦皇岛市设置的两个中心避难场所，奥林匹克公

园和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公园运动场可作为应急停机坪，北侧小运动场可作为应急停车

场；人民广场中心可作为应急停机坪，公园南侧大门两侧停车场可作为应急停车场。 

二、设置应急避难指示标志 

建立应急避难场所，除了设置以上设施及功能外，还应该增设应急避难指示标志。在

紧急情况下，这些标志能够引导群众及时、快速、安全地到达指定位置，确保应急避难场

所的高效运用。标志设置要求： 

  （一）场所周边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 

  （二）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避难场所主标志。 

  （三）场所内主要通道路口应设置应急设置的指示标志。 

  （四）场所内各类配套设施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三、设置紧急疏散路线，制订应急疏散预案 

建立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应急避难场所，除具备应有的相关设施和指示标志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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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置紧急疏散路线，并要制订应急疏散预案。要预先划分疏散区位，责任区与避难场

所一一对应。应急疏散时，按照预先制订的方案，有秩序地组织避难群众进入避难场地，

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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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急疏散救援通道规划 

一、应急通道选定标准 

秦皇岛市域内道路主要等级包括：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支路以下为居住区道路）等。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用于救援与对外疏散，作为主要救

灾干道；次干道以上等级道路一般用于连接长期应急避难场所和短期 应急避难场所；而支

路及居住区等道路则用于连接紧急避难场所。在规划确定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时，应考虑主

干道路对于灾后进行的大规模救灾工作的重大意义，它是全县避难和救灾活动的“保证

线”；次干路在主干道受到灾害破坏时，可作为备选通道提供迂回疏散线路；支路是通往

紧急避难场所必不可缺的，是受灾群众逃生的生命路。 

秦皇岛市抗震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 VII 度。 

长期避难场所和短期避难场所应至少设 4 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出入口，紧急避 难场所应

至少设置 2 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出入口。长期避难场所和短期避难场所的 

主要出入口宜满足人员和车辆出入通行要求。 

连通秦皇岛市与周边市县的道路，是构成昌黎县道路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入秦

皇岛市域的主要通道。这些干路实现了秦皇岛市与其他高速公路的快速联系，便于人员向

外疏散及救援物资的调配，因此将其也纳入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的骨干路网。 

根据以上分析，秦皇岛市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的选定主要基于五个标准： 

（1）通行能力：道路等级及其决定的道路通行能力； 

（2）抗震能力：道路桥梁的抗震等级； 

（3）通行宽度：道路两侧的建筑物高度及抗震等级； 

（4）设施连接能力：连接防灾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医疗结构、客运 

枢纽等主要的抗震防灾设施； 

（5）对外通达能力：对外通道与周边城市道路联通。 

二、应急救援通道规划 

可分为陆路通道和空中通道。 

1.陆路通道 

陆路通道是整个应急通道网络的核心。应急疏散救援通道按级别分为区域性疏散救援

通道和市域内部疏散救援通道两类。区域性疏散救援通道是主要的救灾通道。高速公路、国

道和省道是连接秦皇岛各地区，其设计等级比较高，灾害发生时即使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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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但对道路的基本通行能力影响不会太大。市域内部疏散救援通道，以城市主干路为主，

根据功能可以分为主要疏散通道、次要疏散通道和紧急疏散通道。 

同时要规划秦皇岛市主要疏散通道和次要疏散通道（图 5-1），在遇到极端灾害时，

可以从至少 2 个不同方向顺利转移人民群众。 

 

 

图 5-1 秦皇岛市避难场所陆路疏散通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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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中通道 

空中通道是秦皇岛市陆路通道的重要补充，在运送应急物资及医疗资源、人员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急停机坪可与应急避难场所相结合，集中布置。应急避难场所是航空

应急救援的重要节点，在应急避难场所或其附近规划建设起降点（或停机坪），构建立体

应急救援网，可提升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与应急避难场所紧密相连的还有医疗设施，在规划应急直升机停机坪时，需综合考虑

医疗设施的位置。同时，在体育馆、重点区域学校、重要商贸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偏

远乡村等地面交通不便地区，做好快速救援防范措施是作为主动减轻灾害影响的最好办法

之一。 

应急停机坪面积须保证直升机升降、悬停、消防器材的搬运、人员疏散、伤 者救护、

收容等诸多要求，其平面形状尺寸不宜小于直升机旋翼直径的 1.5 倍。一般情况下，场地

面积实际满足 20m×20m 即可充分发挥作用。此外，需保证坪面平坦硬质、周围无高大建

筑物，直升机有升空平行安全角度。 

本次规划在中心避难场所东山公园设置应急停机坪，有条件的长期避难场所 也可利用

周边开敞空间或屋顶增设应急停机坪，与秦皇岛北戴河国际机场共同构成空中应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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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与建议 

一、组织实施 

  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秦皇岛市应急管理局具体指导并负责具

体实施，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规划、建设、供水、供电、地震等，应由各场所全力

配合，按照“统筹规划、平灾结合”的原则，共同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工作。 

二、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 

  （一）按照平灾结合的原则，应急避难场所平时服务于本身原有功能，在遇有地震、

火灾、洪水等突发性重大灾害时，由县政府批准启用。 

  （二）应急避难场所作为社会公益场所，在启用后应向群众无条件开放（原管理权限

不变）。 

  （三）解除启用命令后，群众应无条件立即撤出。 

  （四）任何人不得破坏场地内的各种应急避难建筑设施。 

  （五）要建立健全应急避难场所有关管理规定，加强避难场所应急设备、设施的日常

维护和保养。 

三、紧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意见 

由于紧急避难场所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小，本次规划不进行具体的空间布点，仅提

出规划指引，以便后期规划进行落实。 

（一）紧急避难场所应考虑避难人员的昼夜活动规律，按场所服务范围内的昼夜最大

人口即峰值人口配置。 

（二）紧急避难场所除已规划的固定避难场所可兼作外，还可包括全县所有的中小学

校、体育场、社区公园，还可以利用停车场、小广场、街头绿地、空地等，以及面积在

500m2 左右的街心花园作为应急避难场地。 

（三）高密度的商业、办公区和城中村地区，人均可利用的避难空间资源紧缺，属紧

急避难困难区域。紧急避难困难区域应采用多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增加公共开放空间，城中

村地区还可通过城市更新增加绿地广场、停车场等提供紧急避难的场地；同时应制定应急

疏散预案，完善应急疏散通道，必要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异地转移疏散避难。 

四、疏散体系的建立 

疏散体系要根据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情况，制订相应的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预案（内容

包括疏散路线、安置区域、指挥人员责任范围划分等），编制《居民应急宣传手册》、

《应急须知和场内功能设置手册》，制作应急避难宣传微视频，保证疏散工作有条不紊。 

特别说明，秦皇岛市 53 处固定避难场所及 2 处中心避难场所，应按照责任区范围，划

定好责任区；应急棚宿区的帐篷组团及帐篷单元，应设置好编号，同时对应划分好对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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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区）居民在应急期有序进入，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