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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阳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

年—2035 年）》（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北

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批复要求，严格遵循《北京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2022 年—2035

年）》（以下简称“市级规划”）具体指导和总体目标，依据《应急

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规范要求，2024 年 7 月，朝阳区应

急管理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开展此项工作，

并形成了《朝阳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 年—2035 年）》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项目背景 

《规划》属于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三类四体系”总体框

架中的区级专项规划类型，是指导各乡镇编制乡镇级应急避难场

所专项规划、开展全区避难场所建设管理的主要依据。 

二、规划目标 

坚持“两个至上”理念，落实总体规划要求，加强“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遵循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等，建立城乡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设施完备、平

急（疫/战）综合利用、管理运维规范，与首都中心城区定位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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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至 2035 年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到

2.1 平方米。 

三、规划起草过程 

坚持开门编规划，充分发挥技术团队、专家学者、相关委办

局等多主体作用。2024 年 10 月形成初步成果，并分别征求朝阳

区各委办局单位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规划》

征求意见稿。 

一是以全国应急避难场所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数据

为基础（数据截止至 2024 年 9 月），以《北京市朝阳区应急避难

场所评估报告（2023 年 1 月）》为依据，开展了应急避难场所现

状分析。二是从市级规划确定的 9 类与应急避难场所防范相关的

灾害对象入手开展了朝阳区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给出了朝阳区人

口、经济、房屋建筑等综合风险评估结果。三是依据《应急避难

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和相关规范标准，开展了朝阳区应急避

难需求及资源分析调查，确定了朝阳区主要可避难资源类型并建

立资源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本次规划工作。 

四、主要内容 

（一）确定应急避难场所规划标准指导原则 

为适应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和健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

系新任务新要求，规范指导应急避难场所全生命周期工作科学有

效开展，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应急管理部、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会同相关单位出台了一系列应急避难场所新标准：《应急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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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术语》（GB/T 44012-2024）、《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

（GB/T 44013-2024）、《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GB/T 44014-2024）、

《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和分类》（DB11/T 2141-2023）、《应急避难

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DB11/T 2142-2023）、《应急避难场所 评

估导则》（DB11/T 2143-2023）。新标准涵盖了术语、分级分类、

标志、场址设施、评估导则规范要素，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

提供了全新指导。新标准的实施终结了以往分级分类不一致、技

术指标差异大、管理职责不明晰的局面，对推动应急避难场所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沿用 GB 51143、GB 21734 等早期国家标准，全面评估应急

避难场所基本现状、功能配置、可达性和相关城乡基础设施，适

当融入新标准的前瞻视角，以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关键

术语、控制指标、避难资源调查与规划环节严格遵循最新标准要

求，确保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各类应急避难资源数据库 

开展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工作，包括室外型避难空间资源

（如公园绿地、运动场、广场、大型停车场等）和室内型避难空

间资源（如中小学、高等院校、体育馆、文化活动场所等）。通

过详细统计和评估，确定了各类避难场所的数量、占地面积及有

效避难面积，其中室外型避难空间资源总有效避难面积约为

2029.72 万平方米，室内型避难空间资源总有效避难面积约为

251.72 万平方米。依据朝阳区 2035 年规划常住人口 333.4 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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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均可达 6.84 平方米，资源量充足。为后续避难场所规划提

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三）规划目标与期限 

2025 年规划目标：朝阳区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能力和应急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至 2025 年底前，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可满

足朝阳区所需应急避难总人数的 60%，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不低

于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 20%。 

2035年规划目标：全面建成与首都中心城区地位相适应的、

国际一流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持续提升，

服务保障能力和支撑水平全面加强。至 2035 年，人均应急避难

场所面积应达到 2.1 平方米及以上，满足全区 100%规划人口避

难需求。 

长期规划愿景：至 2050 年，朝阳区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

实现现代化，支撑朝阳区韧性城市建设，能够实现罕遇地震等灾

害发生时城市的基本运转和自我修复功能，成为超大城区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典范。 

（四）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与布局 

紧急避难场所：以村（社区）级为主，实现朝阳区城乡建设

用地全覆盖，重点在北部区域补充设施覆盖短板。各乡镇（街道）

紧急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 1.4，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置 1

个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为 500 米，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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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 平方米。 

短期避难场所：以乡镇（街道）级为主，实现全区城乡建设

用地网格化覆盖，强化与紧急避难场所的衔接关系。各乡镇（街

道）短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 0.3，每个乡镇（街道）至少

设置 1 个短期避难场所，服务半径为 1500 米，人均有效避难面

积为 1.5~3 平方米。 

长期避难场所：朝阳区长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应达到

0.03，全区至少设置 1 处长期避难场所，重点考虑与朝阳站等交

通枢纽地区的衔接关系。 

（五）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指标与规模 

根据规划，朝阳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以下技术指标： 

（ 1 ）至 2035 年，朝阳区总有效避难面积应达到

233.38~700.14 万平方米，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全区覆盖；各乡镇

（街道）依据控制指标，自主确定场所数量和分布，需确保紧急

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 1.4，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置 1 处。 

（2）至 2035 年，朝阳区规划重点建设 193 处短期避难场所

（含已建设点位）；满足朝阳区城乡建设用地全覆盖。 

（3）至 2035 年，规划提升改造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朝阳

公园、太阳宫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小河公园、京城梨园

等 6 处公园绿地，升级改建为长期避难场所，总有效避难面积可

达 155.51 万平方米。 

（六）应急疏散与交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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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既有干道，以高等级道路为主体，重要地面道路为储备，

遵循供需匹配、适量冗余、平战结合、安全可靠的原则，根据上

位规划，在朝阳区及周边布置“9 条放射通道+6 条联络通道+4 条

重点保障通道+2 条战略补充通道”的疏散救援主要通道网络。加

强通道规划和设计要求，提高通道设防等级，重要通道的设置应

避开大跨度桥梁和长距离隧道等不易恢复路段。 

（七）突出精细化服务引导 

推进“四个中心”集中承载空间周边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高

标准建设，关注城市和乡村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均等化、差异化

配置。在人口稠密区域和灾害易发区域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

和布局。加快推进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特别是在重要地区、

部分灾害受影响区域、敏感人群集中区域鼓励推进室内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这有助于提高避难场所的容纳能力和安全性。精细区

分紧急、短期和长期避难场所的功能分区、设施设备、物资储备

等设计要求。 

五、分级分类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

76 号）文件要求。 

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属性及分类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应

急避难场所类型划分，按照建筑及场地类别可分为室内型和室外

型应急避难场所，按照总体功能定位可分为综合性和单一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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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场所，按照避难时长、面积及人数等可分为紧急、短期、长

期应急避难场所，根据特殊需求及功能需要可设置特定应急避难

场所。 

遵循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开展朝阳区应急避

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批复后按程序纳入详细规划及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初步形成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应急

避难场所布局体系，乡村应急避难场所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综

合防灾减灾功能进一步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