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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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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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电网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网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以下简称“队伍”）建设的专业救援能力要求、综合保障能

力要求、技能提升能力要求和组织管理能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组建的队伍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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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AQ 3009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DL/T 1352 电力应急指挥中心技术导则 

DL/T 1499 电力应急术语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网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emergency rescue team of electric power 

经过专业技能训练，负责在电网突发事件发生时，以最快速度赶到应急处置现场，开展前期勘察、

信息收集、人员搜救、应急供电及其他应急处置行动的组织。 

注：改自 DL/T 1499《电力应急术语》，定义 4.12 

4 专业救援能力要求 

基础能力 

4.1.1 队伍应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具备应急值守、装备管理、技术培训、应急处置、后勤保



DB XX/T XXXX—XXXX 

2 

障、医疗救护等能力。 

4.1.2 在接到指令后，队伍应立即响应，根据事件类型做好人员、装备、车辆和后勤保障物资的检查

和准备，集结时间宜控制在 20分钟以内，并按要求赶赴集结地点。 

4.1.3 队员应具备与应急救援相适应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其中专职应急救援人员的比例不宜低于

50%。 

4.1.4 应根据救援方向确定取得国家应急救援员和紧急医疗救护资格的人数，应急救援职业资格比例

不应低于 50%，紧急医疗救护职业资格比例不应低于 5%，且不少于 2人。 

4.1.5 队员应保持 24小时通信联络畅通，随时接受调遣参加救援。 

4.1.6 队伍应由应急值守、应急指挥、现场处置和应急保障四类人员构成，并应按照队伍的实际管理

状况设置具体岗位。 

4.1.7 应急指挥人员应具有 5年（含）以上电力工作或应急救援的工作经验。 

4.1.8 现场处置人员应具有 3年（含）以上电力工作或应急救援的工作经验。 

4.1.9 队伍其他人员应具有 1年（含）以上电力工作或应急救援的工作经验。 

4.1.10 带电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和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起重吊装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水下搜救等

特殊岗位人员应取得国家相应资格。 

技术能力 

4.2.1 应急值守人员 

应急值守人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掌握应急值守场所各种设备、装备的操作，应急值班值守相关规范用语； 

b) 准确记录和传达事故发生单位或场所概况；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简要经过；

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

报告的情况； 

c) 具备指挥调度协调能力，依据应急资源调配程序和应急指挥人员指令调配车辆、人员、装备等

应急资源； 

d) 熟悉应急响应流程、信息报送流程及对外发布等，实现突发事件报警信息接收、上报、续报； 

e) 应实时掌握救援人员动态，做好值守日志、记录、总结等工作，并定期归档。 

4.2.2 应急指挥人员 

应急指挥人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具有组织指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行动执行力和现场管理能力； 

b) 掌握电力灾害事故的性质特征，熟悉电力设备的运行规律和运行特性； 

c) 熟悉电力领域救护业务及相关知识，熟悉应急救援装备的应用场景； 

d) 掌握队伍人员和应急装备情况，根据应急需求调配应急人员、应急装备等资源； 

e) 具备快速研判应急救援现场风险，提供抢修反馈和建议的能力； 

f) 根据现场事故情况，制定和调整应急处置策略和方案。 

4.2.3 现场处置人员 

4.2.3.1 现场处置人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应急发电照明：掌握常用应急发电车、应急发电机、泛光灯等应急发电照明设备的原理、构造

及技术参数等，掌握应急供电接入相关流程；能熟练操作应急发电车、应急发电机等应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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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熟练操作应急照明装备；掌握配电负荷计算、材料选取，配电安装方法、针对不同场景

供电网络搭建等； 

b) 应急通信：掌握灾情勘察、报告要点，常用通信方式、安全防护要求及紧急避险措施；掌握应

急通信软硬件组成相关知识；熟练操作应急通信装备，掌握常用装备使用维护方法及安全注意

事项； 

c) 防汛救援：掌握落水人员的紧急救援和浮动码头的搭建；掌握排水装备的操作；掌握舟船驾驶、

车辆涉水通行等技能； 

d) 冰冻救援：掌握低温自救互救方法；掌握冰雪路面驾驶、山地冰雪等技能； 

e) 破拆搜救：掌握破拆装备的使用方法、用途、性能特点，熟知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f) 医疗急救：了解现场急救的原则；掌握触电急救技术，熟练、正确地进行现场徒手抢救；掌握

紧急情况下心肺复苏、AED 除颤、外伤包扎等救护及处理方法，并能正确使用简易急救设备。 

4.2.3.2 输电专业救援人员除满足第 4.2.3.1条的要求外，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输电铁塔等高空救援：了解输电救援安全事项，掌握输电救援工作流程及防范措施；掌握高空

绳索使用及人员救助等技能； 

b) 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有限空间救援：了解有限空间定义及特点；掌握有限空间作业救援风

险点及现场救援技能； 

c) 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排烟救援：了解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火灾特点及扑救对策；掌握隧

道、沟道或管井内火场排烟与降温、被困人员救援方法及灭火方法等技能。 

4.2.3.3 变电专业救援人员除满足第 4.2.3.1 条的要求外，还应掌握变电场所有毒有害气体排放方法

以及火灾救援对策等技能。 

4.2.3.4 配电专业救援人员除满足第 4.2.3.1条的要求外，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配电杆塔等高空救援：了解配电救援安全事项，掌握配电救援工作流程及防范措施；掌握高空

绳索使用及人员救助等技能； 

b) 配电杆塔或树木的破拆救援：掌握树木、配电杆塔等破拆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4.2.4 应急保障人员 

应急保障人员应具备下列能力： 

a) 营地搭建：了解营地消杀防疫，掌握营地选址、帐篷搭建、确定功能分区及营地运营等； 

b) 车辆驾驶：在各种路况下熟练驾驶陆地、水面等交通工具；掌握车辆突发故障的排查和处置； 

c) 起重搬运：掌握起重搬运设备和工具的使用；熟悉吊装作业的指挥信号； 

d) 资源协调：了解救援现场应急装备及其他救援所需物品的调用需求，协调现场及社会资源的供

给和调配； 

e) 设施保障：了解应急装备的保管和防护用品的绝缘状况；对现场应急装备的使用状态进行监控，

掌握应急救援装备常见故障的检查与修复技能。 

5 综合保障能力要求 

基础保障 

5.1.1 应具有固定的办公、值守、食宿和装备储备等保障设施，满足车辆停放、值班调度、装备存放

和维保、生活以及办公等需求。 

5.1.2 建筑用房的防火、抗震和供电系统应符合 GB 50011、GB 50016 和 GB 5005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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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应急值守场所应实行每日 24小时专人值守，并符合 DL/T 1352的规定，设置不少于 2部的值班

电话。 

5.1.4 应具备相对固定的训练场地，满足车辆驾驶、防汛救援、应急通信、应急发电照明、破拆搜救、

医疗救护、营地搭建、配电救援、输电线路救援、变电站救援等教学培训及技能训练需求。 

5.1.5 训练场地安全标识齐全，配备相应的训练设施和器材，具体要求参见附录 A。 

装备保障 

5.2.1 配备要求 

5.2.1.1 应根据救援工作实际需要，选择配备基础综合类和特种类应急装备。 

5.2.1.2 基础综合类装备包括应急发电照明、应急通信、运输车辆、单兵装备、医疗救护、应急综合、

后勤保障、营地搭建类型，装备配备要求参见附录 B的要求。 

5.2.1.3 特种类装备包括防汛救援、冰冻救援、高空绳索救援、有限空间救援、火灾救援类型，装备

配备要求参见附录 C的要求。 

5.2.1.4 单兵装备应按至少每人 1套进行配备，并定期更新。 

5.2.1.5 装备配备应符合国家相关市场准入规定的合格产品。 

a) 应急服装及安全帽等防护用品应使用经过劳动安全认证（LA）的产品； 

b) 进入易燃易爆电力场所进行救援，应按 AQ 3009和 GB 50058等要求配置防爆型工器具。 

5.2.1.6 新购装备应按技术要求进行验收，核对装备规格、技术标准、使用说明、检定证书等技术资

料。 

5.2.2 维护和保养 

5.2.2.1 应建立应急装备的有关制度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 

a) 采购和验收制度； 

b) 管理、使用、维护保养及更新制度； 

c) 测试和检修制度； 

d) 调用和使用记录； 

e) 检查维护、保管保养记录； 

f) 报废及更新记录； 

g) 装备的图样、使用说明书、技术改造设计图样等技术资料。 

5.2.2.2 应明确专人管理，发现异常、到期或者损坏的，应及时进行更新补足。 

5.2.2.3 应定期对装备进行检验检测，检验检测应有相应记录或报告。 

a) 对压力容器（含气瓶）、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应按特种设备管理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b) 检测、计量类应急救援装备、工具、附件等应定期检定或标定，并处于有效期或检定期内； 

c) 应急车辆应按国家车辆保养有关规定进行检查保养。 

5.2.2.4 应定期对装备进行周期性维护保养，所有维护、维修、测试和充放电等应有相应记录。 

a) 每月对装备内电池进行 1次充放电，每月对通信类设备进行 1次通信测试； 

b) 每季度对机械类，动力类应急救援装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相关保养维护； 

c) 遇季节性任务、重大任务时，任务前和任务后应对装备性能进行测试。 

5.2.3 存放和保管 

5.2.3.1 设专人负责管理，装备出入库履行交接和登记手续，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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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应建立统一分类的装备台账和编号方法，每周巡视一次，核对检查账、物一致情况。 

5.2.3.3 应设置专用仓库妥善存放，仓库内宜根据产品要求设置合适的温度、湿度、通风以及码放要

求，并应符合 XF 1131 的规定。 

5.2.3.4 装备应根据品种、规格、体积、质量、性质等特征，合理分区存放，实行定置管理。 

a) 存放应以快速准备、快速装卸车、快速出入库为原则，根据用途分类放置在便于取用的场所； 

b) 对于小型装备、器材、工具、配件等宜采取分类装箱储备，同时要进行分类标识； 

c) 大容量电池产品宜单独存放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地方，并满足防火防爆相关要求； 

d) 使用过的油面纱、油手套等沾油纤维物品，可燃包装材料等废弃物以及油料应存放在指定的

安全地点，废弃物应定期处理。 

6 技能提升能力要求 

培训 

6.1.1 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按照计划开展培训并进行考核。 

6.1.2 初次上岗应参加岗前培训，岗前培训时长不应少于 240学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6.1.3 定期开展应急理论、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应急装备操作技能等培训学习，年度再培训时长不

应少于 80学时。 

a) 应急理论：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管理理论、规章制度，灾难体验、紧急避险常识等； 

b) 基本技能：包括但不限于体能训练，心理训练，拓展训练，疏散逃生，游泳逃生，现场急救

与心肺复苏，安全防护用具使用，高空安全降落，起重搬运等； 

c) 专业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处置方案编制，特种车辆驾驶，现场破拆与导线锚固，山地器

材运输，水面人员救援、器材运输，救援营地搭建，野外生存等； 

d) 应急装备操作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现场低压照明网搭建，应急指挥车、通信车与单兵使用，

冲锋舟、橡皮艇操作技能，特种防护装备使用等。 

6.1.4 从事特种作业、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和其他特殊岗位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复训和复审。 

6.1.5 应建立健全培训和训练档案，档案包括记录表、签到表等有关书面材料和图片资料。 

6.1.6 培训讲师应具备相应能力资格，从队伍骨干中选拔或者引入社会化应急培训资源，聘请领域内

的专家团队和系统内技术骨干人才担任。 

6.1.7 综合考虑队伍的功能定位以及服务区域的救援需求，充分运用案例、模拟等现代教学方法设置

培训课程体系。 

训练 

6.2.1 应制定年度训练计划，定期开展体能训练、应急救援技能训练等训练，每年训练时长不应少于

160 学时，训练时间不计入培训学时。 

6.2.2 遵循人体运动的生理特点，队伍针对性选择耐力、力量和速度等方面的体能训练。 

6.2.3 针对救援任务和队伍定位，队伍选择性开展野外生存、医疗救护、营地搭建、车辆驾驶、应急

发电、应急通信、破拆搜救、防汛救援、冰冻救援等方面的应急救援技能训练。 

a) 野外生存：开展寻找水源、选择食物、野外生火、避身场所建造、野外求救、判别方向、复

杂区域行径等技能训练； 

b) 医疗救护：开展脱离电源、心肺复苏等触电急救，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等常用

创伤急救，以及中暑、溺水、有害气体中毒、野生动物咬伤等常见户外损伤处理等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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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营地搭建：开展营地选址与搭建、应急运营、营地卫生消杀防疫等技能训练； 

d) 车辆驾驶：开展车辆涉水，冰雪路面、野外路面等恶劣条件下的特种车辆驾驶，以及载具倾

覆脱困自救等技能培训； 

e) 应急发电：开展应急发电车、应急发电机、应急照明、低压照明网搭建的操作及故障处理等

技能训练； 

f) 应急通信：开展卫星通信设备操作、应急通信规范术语、卫星通信原理、应急卫星通信站组

建等技能培训； 

g) 破拆搜救：开展破拆装备应对横向破拆、纵向破拆、安全破拆和快速破拆等技能培训； 

h) 防汛救援：开展电力场所排水、舟船驾驶、排水设备操作、车辆涉水通行等汛期应对降雨的

技能训练； 

i) 冰冻救援：开展雪地摩托车冰雪路面驾驶、山地冰雪徒步通行、山地滑雪、低温自救互救、

冰雪路面伤员转运、冰雪路面人员及设备运输等冬季应对降雪的技能训练； 

j) 高空绳索救援：开展高空伤员转运、绳索使用、高空保护站搭建、高空作业平台搭建、高空

救援绳索系统组建等技能训练； 

k) 有限空间救援：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流程，通风机、引风机、三脚架、气体检测仪、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等设备的使用，有限空间现场急救等技能训练； 

l) 火灾救援：开展火灾救援作业流程、烟气排放、六氟化硫（SF6）回收、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等

技能训练。 

演练 

6.3.1 应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按照计划开展演练。 

6.3.2 应急演练应符合 AQ/T 9007 的规定。每年组织或参加综合性或专项演练不应少于 1次，组织现

场处置方案演练每半年不应少于 1次。演练内容应包括人员调配、装备物资调运、应急抢修、多部门联

合救援等。 

6.3.3 应急演练前应编制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演练范围、演练步骤和保障措施等。 

6.3.4 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7 组织管理能力要求 

应建立健全下列规章制度： 

a) 岗位责任制； 

b) 应急队伍和人员管理； 

c) 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 

d) 应急响应制度； 

e) 教育培训和训练制度； 

f) 应急预案和演练管理制度； 

g) 预防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h) 应急救援档案管理制度； 

i) 技术资料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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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规章制度执行记录台账，相关资料应归档。记录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岗位责任书、值班日志、

交接班记录、信息接收及发布记录、抢险救援工作日志、隐患排查台账、会议记录、培训训练记录、演

练记录、奖惩记录等。 

应编制防汛救援、冰雪救援、医疗救援、电力设施抢修等应急预案，预案的编写应符合 GB/T 29639

的规定，包含但不限于工作场所、事件特征、现场人员应急职责、现场应急处置、注意事项等内容，并

定期修订。 

根据身体素质、性格心理、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对救援人员进行能力评估及专业分组，合

理优化队伍。每年进行一次队伍应急能力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救援人员的体能、技能、年龄结构、专业

分布等，并根据结果进行调整。 

应急救援任务完成后，应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总结和评估。 

宜统一规范队伍的标志标识。 

应制定救援人员意外伤害保障措施。 

应建立专家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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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训练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A.1 表A.1给出了训练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表 A.1 训练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训练科目 装备类型 设施名称 

1 

车辆驾驶 

培训设备 训练车辆 

2 工器具及材料 
道路警示标牌、道路示意标牌、消防器械及设备、随车工具、千斤

顶、防滑链、牵引带、充气泵、三角和长条枕木 

3 
防汛救援 

培训设备 水泵、冲锋舟、挡水设备 

4 工器具及材料 沙袋、铁锹、编织袋、救生衣 

5 应急通信 培训设备 
移动卫星应急通信车、便携式卫星站、单兵传输设备、卫星电话、手

持对讲机、视频会商系统及办公设备 

6 应急发电照

明 

培训设备 发电车或发电机、应急照明车 

7 工器具及材料 电工工具、油料 

8 
破拆搜救 

培训设备 油锯、切割锯、扩张钳、剪切器 

9 工器具及材料 防盗门、树木、电杆 

10 
医疗救护 

培训设备 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心肺复苏模拟人、止血包扎模拟人 

11 工器具及材料 三角巾、绷带等医疗消耗品 

12 
营地搭建 

培训设备 帐篷、行军床、睡袋、防潮垫、临时低压配电箱、发电机、照明灯具 

13 工器具及材料 手锤、铁锹、十字镐及电工工具 

14 
配电救援 

培训设备 配电线路、杆塔及杆上电器、配电变压器、环网柜 

15 工器具及材料 安全帽、安全带、登高工具、防坠器 

16 
输电线路救

援 

培训设备 

具备攀岩、速降、缓降、单绳上升、担架救援、横渡、高楼逃生、深

井救援、45°斜坡、空中天梯、消防软梯、绝壁墙等至少5种及以上功

能的钢构功能训练塔 

17 工器具及材料 
安全带、头盔、手套等个人装备，静力绳、动力绳、辅绳、成型机缝

扁带、护绳套、钢缆扁带及输电线路高空救援套装 

18 
变电站救援 

培训设备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气体检测仪、排烟机、灭火器、SF6回收装置 

19 工器具及材料 空气填充泵、隔热服 



DB XX/T XXXX—XXXX 

9 

附 录 B  

（资料性） 

基础综合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B.1 表B.1给出了基础综合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表 B.1 基础综合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装备类型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1 

应急发电照

明类 

应急发电车 用于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发电，为相关设备提供电源 

2 应急发电机 用于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发电，为相关设备提供电源 

3 应急充电仓 用于电力中断的区域应急充电 

4 应急照明车 用于夜间应急救援照明 

5 应急照明灯塔 用于夜间应急救援照明 

6 应急电源方舱 用于应急救援照明的充电、便民应急电源 

7 

应急通信类 

指挥车 用于现场应急指挥 

8 卫星通信车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 

9 便携式卫星基站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 

10 无线电单兵通信设备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 

11 集群对讲设备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 

12 卫星通信设备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 

13 无人机 用于现场应急通信及监测、侦察 

14 

运输车辆类 

客车 用于人员运输 

15 越野车 用于人员运输 

16 货运车 用于装备货物运输 

17 

单兵装备类 

应急救援服 应急救援人员穿戴 

18 应急救援鞋 应急救援人员穿戴 

19 防寒服 用于冬季户外抢险作业保暖 

20 防寒鞋 防止脚部冻伤，用于冬季户外抢险作业 

21 防水靴 足部防水 

22 防机械伤害手套 手部机械伤害防护 

23 关节防护护具 用于人员膝、肘保护 

24 安全帽 头部防护，防御物体对头部造成冲击、刺穿、挤压等伤害 

25 护目镜 防御铁屑、灰砂、碎石等物体飞溅对眼部产生的伤害 

26 安全带 高处作业、攀登及悬吊作业坠落防护 

27 个人急救包 用于现场应急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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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综合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续） 

序号 装备类型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28 

单兵装备类 

防护口罩 用于人员呼吸防护 

29 单兵背包 用于储存单兵装备 

30 水壶 用于队员食品保障 

31 防潮垫 用于队员露营保障 

32 睡袋 用于队员露营保障 

33 单兵帐篷 用于队员露营保障 

34 头灯 用于夜间电力供应突发事件救援，人员随身携带照明 

35 指南针 用于野外寻找方向 

36 GPS定位仪 用于野外定位 

37 望远镜 用于远距离现场侦察 

38 强光防爆方位灯 用于人员信号联络和方位显示 

39 

医疗救护类 

自救式呼吸器 用于现场人员救护 

40 急救箱（含急救药品） 用于现场人员救护 

41 担架 用于现场人员救护 

42 急救毯 用于现场人员救护 

43 骨折固定夹板 用于现场人员救护 

44 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用于抢救心脏骤停人员 

45 

破拆救援类 

油锯 用于现场破拆作业 

46 钢筋混凝土切割锯 用于现场破拆作业 

47 剪切器 用于现场破拆作业 

48 扩张钳 用于现场破拆作业 

49 高枝锯 用于现场破拆作业 

50 

营地搭建类 

帐篷 营地、指挥部搭建，物资储存 

51 配电箱 营地、指挥部搭建所需配电 

52 配电接入材料 营地、指挥部搭建所需配电 

53 便携式折叠桌椅 用于营地、指挥部搭建 

54 

绝缘工器具

类 

绝缘操作杆 用于救援人员的绝缘保护 

55 绝缘手套 用于救援人员的绝缘保护 

56 绝缘靴 用于救援人员的绝缘保护 

57 接地线 用于救援人员的绝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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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特种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C.1 表C.1给出了特种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表 C.1 特种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 

序号 装备类型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1 

防汛救援类 

水陆两用车 用于陆地、水域人员及装备物资运输 

2 全地形摩托 用于沙滩、河床、林道、溪流等地形救援 

3 水泵车 用于积水抽排 

4 潜水泵 用于积水抽排 

5 排污泵 用于污水抽排 

6 救生衣 用于水域救援 

7 救生圈 用于水域救援 

8 橡皮艇 用于水域人员及装备物资运输 

9 冲锋舟 用于水域救援 

10 水上救援专用绳索 用于水域救援 

11 

冰冻救援类 

雪地摩托 雪地人员及装备物资运输，用于雪地救援 

12 全地形车 雪地人员及装备物资运输，用于雪地救援 

13 吹雪机 用于雪地救援 

14 

高空绳索救

援类 

升降类保护器 用于高空救援 

15 锁具类器材 用于高空救援 

16 安全头盔 用于高空救援 

17 安全带 用于高空救援 

18 扁带 用于高空救援 

19 手套 用于高空救援 

20 滑轮 用于高空救援 

21 高空作业车 用于高空救援 

22 绳索发射枪 用于绳索发射作业  

23 

有限空间救

援类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用于电缆隧道等有限空间内缺氧环境下救援 

24 通风机 用于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有限空间作业通风 

25 排烟机 用于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有限空间作业排烟 

26 三脚架 用于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有限空间作业警示 

27 气体检测仪 用于电缆隧道、沟道或管井等有限空间作业气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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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特种类应急装备配备相关示例（续） 

序号 装备类型 装备名称 主要用途 

28 

火灾救援类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用于火灾救援时个人呼吸防护 

29 气体检测仪 用于火灾救援时气体浓度检测 

30 排烟机 用于火灾救援时排烟 

31 隔热服 用于火灾救援时个人防护 

32 SF6回收装置 用于SF6气体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