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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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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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建筑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高层建筑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组织机构与职责、应急管理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管理、应急处置、事后恢复、应急保障、宣传与培训、评估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超高层建筑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单一居住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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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AQ/T 9008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及考核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指南

DB11/T 2104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高层建筑 super high-rise building

建筑结构高度超过100 m的建筑物。

[来源：GB 50352—2019，3.1.2，有修改]

3.2

业主 owner

超高层建筑的所有权人，是在一个建筑区划内拥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专有建筑物空间或者房屋的所

有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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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物业使用人 property user

具有超高层建筑的使用权，但不具有物业所有权，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行使物业部分权利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物业承租人和其他实际使用物业的人。

3.4

物业服务人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

依据物业服务合同从事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

3.5

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最大程度减少事故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应急准备工作方案。

[来源：GB/T 29639—2020，定义3.1，有修改]

3.6

应急演练 emergency exercise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情景，依据应急预案模拟开展的应急活动。

[来源：GB/T 29639—2020，定义3.3，有修改]

4 组织机构与职责

4.1 一般要求

4.1.1 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应急协同机制。

4.1.2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其组织架构，结合业主及物业使用人情况，建立应急管理组织机构，明确职

责，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4.2 组织机构

4.2.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常态和非常态应急管理要求，成立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并下设应急管理办公

室、应急管理工作组。应急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应符合图 1 的要求。

4.2.2 应急管理工作组应包含但不限于指挥、灭火、设备、疏散、警戒、后勤等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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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灭
火
组

设
备
组

疏
散
组

警
戒
组

后
勤
组

应急指挥组

应急管理办公室

图 1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图

4.2.3 业主、物业使用人宜指定兼职安全员。

4.2.4 保安员、保洁员、第三方驻场员工等物业服务人员应纳入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内统一管理。

4.3 组织职责

4.3.1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的职责应至少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4.3.2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岗位、班次以及应急处置需求明确各岗位或人员的应急管理职责。

5 应急管理制度

5.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体系，且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制度：

a) 应急管理责任制度；

b) 应急宣传和培训制度；

c)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d)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e) 应急值守制度；

f) 信息沟通和报送制度；

g) 应急预案管理制度；

h) 应急队伍管理制度；

i) 应急物资管理制度。

5.2 除符合 5.1 的规定外，还应根据超高层建筑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特定场所、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且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避难层（间）管理；

b) 停机坪管理；

c) 玻璃幕墙管理；

d) 停车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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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梯管理；

f)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管理。

5.3 应建立应急管理制度执行记录，相关资料应归档保存。

6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6.1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6.1.1 物业服务人应开展风险辨识工作，形成安全风险源辨识清单。安全风险源辨识清单参见附录 B

所示。

6.1.2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所服务的超高层建筑实际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确定风险等级。

6.1.3 物业服务人应在风险评估基础上，针对风险源逐一制定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和应急措施。

6.1.4 对于下列风险事件，物业服务人应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并宜配备监测预警设备设施：

a) 火灾；

b) 机电设备设施工作异常；

c) 暴雨、大风、冰雹、雷电、低温、冰雪、高温、地震、地面沉降等自然灾害；

d) 机电设备设施水浸；

e) 可燃气体泄漏；

f) 玻璃幕墙损坏；

g) 客流冲击；

h) 其他可监测预警的风险事件。

6.1.5 物业服务人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实施应急准备，视情况启动应急预案。

6.2 隐患排查治理

6.2.1 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人应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其中防火巡查、检查应符合 GB/T

40248 的规定。

6.2.2 隐患排查应至少包括超高层建筑的地基、结构、供电、供水、供气、材料、电梯、抗震、消防

等方面。

6.2.3 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人应根据隐患等级实施治理。

6.2.4 物业服务人每月应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将相关信息向业主、物业使用人

进行公示。

6.2.5 物业服务人在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应采取监控和防范措施，必要时应派员值守。事故隐患消除

前或者消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疏散可能危及的人员，设置警戒标

志，暂时停止使用相关装置、设备、设施。

6.2.6 当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新的风险源时，应及时采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7 应急预案管理

7.1 一般要求

物业服务人应组织本单位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等工作。应急预案内容涉及业主

和物业使用人时，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应参与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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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预案构成

7.2.1 物业使用人应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应急预案可分为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

置方案。应急预案建议清单参见附录 C。

7.2.2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应急预案应纳入超高层建筑应急预案体系。

7.3 预案编制

7.3.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编制应急预案，并应符合 GB/T 29639 的规定。

7.3.2 物业服务人编制灭火和疏散预案时，应符合 GB 38315 的规定。

7.3.3 应急预案经评审或者论证后，由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签署，并告知业主、物业服务人、物业

使用人。

7.3.4 物业服务人宜收集和备案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应急预案，并定期更新。

7.3.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物业服务人应及时修订或细化应急预案：

a) 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b)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c) 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d)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e) 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f) 认为应修订的其他情况。

7.4 预案演练

7.4.1 物业服务人应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事故风险特点，每半年至少进行 1 次全要素综合演

练。编制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的，应每季度至少进行 1 次综合演练或者专项演练。

7.4.2 应急演练的准备和实施应符合 AQ/T 9007 的规定。

7.4.3 应急演练的评估应符合 AQ/T 9009 的规定。

8 应急处置

8.1 分级响应

8.1.1 物业服务人应依据突发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物业救援人员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件应急

响应进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应急响应的分级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1 应急响应的分级

序号 响应等级 界定标准

1 一级响应
事件的发展态势不可控，仅依靠物业应急救援力量无法有效遏制事件发展，

需要专业救援力量接入，并移交指挥权。

2 二级响应
现场第一发现人或现场确认人员无法有效控制事件的发展，需要启动微型消

防站、技术处置队等第二股救援力量。

3 三级响应
事件发展可控，影响范围有限，现场发现人员或现场确认人员即可实施应急

处置。

8.1.2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应急响应分级和事件发展态势，启动应急预案，调配相关人员及物资，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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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行动，必要时应请求专业救援力量应对。

8.2 信息接报

8.2.1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件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报告；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按

照规定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上报。

8.2.2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管理工作组应及时向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汇报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应急

管理领导小组对事件处置的新进展和衍生的新情况等重要信息，应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结束后，应进行

终报。

8.3 处置措施

8.3.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应急预案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开展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要点应包括但不限于

表 3 的内容。

表 2 应急处置要点

类型 内容要求

工程抢修

（1）穿戴个人防护用具；

（2）携带抢修工具、设备；

（3）定位故障位置；

（4）报告故障信息；

（5）组织实施抢修作业。

自然灾害应对
（1）根据灾害风险点使用应急装备物资；

（2）根据灾害风险点落实人员值守。

火灾应急处置

（1）确认现场情况；

（2）依据现场情况，启动微型消防站；

（3）实施初期火灾扑救。

人员救助

（1）确认被救助人员情况；

（2）实施必要的急救措施；

（3）对人员实施临时监护。

人员疏散

（1） （1）利用应急广播发布疏散信息；

（2） （2）依据疏散策略，引导人群疏散；

（3） （3）持续通报疏散信息。

设置警戒区
（1）划定事故或事件危险区域；

（2）派遣人员实施警戒。

现场交通以及相关场所的秩序维护

（1）在社会救援力量到来前，维护现场秩序；

（2）巡逻并保护现场；

（3）对肇事者或其他责任人采取监控措施。

社会救援力量联动

（1）请求社会救援力量支援；

（2）引导社会救援力量进场；

（3）根据情况，移交指挥权；

（4）协助社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

8.3.2 除满足 8.3.1 的要求外，火灾应急处置还应符合 DB11/T 2104 的要求。

9 事后恢复

9.1 物业服务人应在突发事件或事故分析的基础上，实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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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物业服务人应编制事后恢复计划或方案，且应至少包括责任人、具体任务、时间和工作要求。

9.3 物业服务人应配合有关部门实施下列事项：

a) 保护事件现场；

b) 调取事件证据；

c) 进行事件调查；

d) 安置或转移受伤人员。

9.4 物业服务人应安抚受事件影响的业主、物业使用人和其他人员。

9.5 物业服务人应在突发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具备恢复条件时，使物业管理区域恢复到正常状态。

9.6 物业服务人应对事件应急工作开展评估和总结。

10 应急保障

10.1 人员保障

10.1.1 人员资质

10.1.1.1 物业服务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宜具有注册消防工程师或者相关工程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

10.1.1.2 物业服务人的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资格。

10.1.1.3 从事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资格。

10.1.1.4 当超高层建筑采用智能楼宇系统时，宜配备具有智能楼宇管理员资质的人员。

10.1.2 队伍建设

10.1.2.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微型消防站，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超高层建筑的楼层、布局以及应急响应时间，设置微型消防站；

b) 微型消防站人员配备不少于 6 人；

c) 微型消防站应设站长、副站长、消防员、控制室值班员等岗位；

d) 站长应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兼任，消防员负责防火巡查和初起火灾扑救工作。

10.1.2.2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技术处置队，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技术处置队的专业设置应与工程技术部门的专业设置一致；

b) 各专业每班次配备的技术处置人员应不少于 2 人；

c) 技术处置队的负责人应由工程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兼任。

10.2 物资保障

10.2.1 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人应根据管理界限、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救援能力配备应急救援

物资。应急救援物资相关示例参见附录 C 所示。

10.2.2 物业服务人应在超高层建筑内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10.2.3 物业服务人宜在避难层配备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饮用水、毛巾等应急物资。

10.2.4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应急物资管理台账。

10.2.5 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人应定期对应急物资进行检查和维护。

10.3 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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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物业使用人宜设置具有应急响应功能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并符合 GB 50314 的规定。

10.3.2 物业使用人应定期对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

10.3.3 物业使用人应对建筑消防设施实施维护管理，并应符合 GB 25201 的规定。

10.3.4 物业使用人应每年对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10.3.5 物业使用人应定期对电气防火安全系统进行检测。

10.4 设施保障

10.4.1 物业使用人应建立应急设施和场所台账，且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设施和场所：

a) 避难层（间）；

b) 停机坪；

c) 疏散楼梯间；

d)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10.4.2 物业使用人应定期对应急设施和场所进行检查和维护。

11 宣传与培训

11.1 宣传

11.1.1 物业服务人应向业主、物业使用人和公众宣传应急知识，宣传途径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印发宣传册；

b) 组织宣传活动；

c) 现场张贴或悬挂宣传画；

d) 现场播放宣传片或宣传语；

e) 定制式培训。

11.1.2 宣传内容应至少包括典型事故情景和自救互救知识。

11.2 培训

11.2.1 物业服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接受应急培训，培训内容应符合 AQ/T 9008 的

规定。

11.2.2 物业服务人对新上岗员工的安全教育内容中应包含应急管理的要求。

11.2.3 微型消防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火巡查基本知识

等。

11.2.4 微型消防站人员宜开展体能训练。

11.2.5 物业服务人应对新入驻的物业使用人开展应急培训。

11.2.6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需求制定培训计划，培训要求宜符合表 4 的相关要求。

表 3 应急培训要求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培训方式 周期（次/年） 培训要求

应急预案培训
物业服务人 面授 4 掌握应急职责和应急处置流程。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 面授/线上 2 掌握协同救援和疏散的要求。

报警和求助方法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 面授/线上 2 报警和求助注意事项。

法律法规 物业服务人 面授/线上 4 与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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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培训方式 周期（次/年） 培训要求

建筑场所情况 物业服务人 面授 4
（4） 熟悉超高层建筑内及周边场所环境，根据

风险辨识结果掌握典型场所。

安全防范、自救互救知识 物业服务人（5） 面授及实操 4（6） 掌握安全防范、救护知识要点，正确施救。

应急装备物资使用 物业服务人 面授及实操 4（7） 掌握应急装备和物资使用要点。

其他消防、用电安全常识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 面授 按需 了解消防和用电安全知识。

11.2.7 除满足 11.2.6 的要求外，下列人员还应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

a)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b)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和操作人员；

c) 电工作业人员；

d) 保安人员。

12 评估与改进

12.1 物业服务人宜每年至少对应急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 1 次自评，验证各项制度措施的适宜性、充

分性和有效性，检验应急管理目标的完成情况。

12.2 可由超高层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资料审核、现场评定等方式对各单位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展开综合评估。

12.3 物业服务人宜根据评估结果，分析超高层建筑应急管理体系运行质量，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文件和

过程管控，持续改进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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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职责列表

表A.1给出了超高层建筑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职责。

表 A.1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职责列表

序号 内设组别 管理类型 职责内容

1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常态化

（1）领导、组织和协调项目的应急管理工作；

（2）组织项目应急管理相关制度和规程的编制、实施和修订，审定并签发制

度和规程文件；

（3）组织项目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评估和修订，审定并签发项目应急预

案；

（4）对应急管理工作实施考核。

非常态化

（1）在事发现场设立应急指挥组；

（2）决定启动和终止项目应急预警和应急响应；

（3）协调内外部应急资源配置；向上级公司、政府有关部门或当地政府寻求

援助，负责向上级有关单位报告整体抢险、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

（4）指挥相应级别的舆情处置，审定对外发布的新闻材料，指定新闻发言人；

（5）协助上级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及处理工作，分析事故原因，评

估事故损失，总结应急工作的经验教训。

2 应急管理办公室 常态化 实施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常态化的应急管理工作。

3

应

急

管

理

工

作

组

应急指挥组 非常态化

（1）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执行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指令；

（2）收集信息，核实情况，制定和调整现场处置方案；

（3）密切关注和报告舆情，配合上级公司和属地主管部门做好舆论引导；

（4）组织、协调、指挥现场各应急工作组应急救援工作；

（5）整合、调配现场应急资源，根据情况及时向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求援

申请；

（6）及时向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和属地政府汇报事态发展情况，收集、整理应

急处置过程中的有关资料；

（7）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并向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请示应急终止；

（8）随着事故扩大，按照事故响应等级，及时转交应急指挥权。

4
应

急

管

理

工

作

组

灭火组

常态化

（1）实施消防值班；

（2）实施消防巡查和检查；

（3）实施消防安全事项的内部审核；

（4）负责消防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非常态化

（1）辨识事故现场不安全状况，上报相关信息；

（2）根据事故发生具体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抢险救援，如负责现场灭火、设

备容器的冷却等工作；

（3）绘制事故现场平面图，标明重点部位，向外界救援机构提供准确的抢险

救援信息资料。

5 设备组

常态化

（1）负责工程技术安全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2）设备设施的巡查、检查以及维护和保养；

（3）协助承包商开展设备设施维护保养。

非常态化
（1）配合灭火组实施技术处置；

（2）设备设施故障的抢修。

6 疏散组 非常态化
（1）及时联系和通知业主、物业使用人及社会公众；

（2）对事故现场人员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和紧急疏散，维持事故现场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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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设组别 管理类型 职责内容

序；

（3）对受伤人员进行临时监护。

7 警戒组 非常态化

（1）对事故现场人员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和紧急疏散，维持事故现场秩

序。

（2）负责对现场环境的监控，控制事故影响范围；

（3）负责对事故区域的警戒工作，在事故现场周围设置安全警戒线、禁止无

关人员、车辆进入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对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控制人员

进出现场；

（4）引导专业救援力量进入现场参与事故救援；

（5）保护事故现场，为事故调查处理提供取证依据和资料；

（6）负责处置与事故有关的其他治安事件。

8 后勤组
常态化

（1）负责抢险消耗物资统计；

（2）负责应急物资的采购；

（3）监督应急物资日常维护保养。

非常态化 （1）负责按照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指令运输、分发、回收抢修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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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超高层建筑安全风险源辨识建议清单

表B.1给出了超高层建筑安全风险源辨识建议清单。

表 B.1 超高层建筑安全风险源辨识建议清单

序号 场所/位置 风险源 风险源描述 风险类型

1

竖 向

贯 通

空间

中庭空间（入口中庭、

高层共享中庭）；

交通核（疏散楼梯间、

电梯间）；

设备竖井（风道、垃圾

道）；

竖向缝隙空间（玻璃幕

墙与楼板间缝隙

可燃物、超高层建筑

结构

火灾事件发生在竖向贯通空间，初

期未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超高层建

筑的烟囱效应，导致火灾竖向蔓

延。

火灾

2

超 大

扁 平

空间

高区标准层（开敞办公

室空间）

避难层（中间避难层）

可燃物、超高层建筑

结构

发生火灾，对超大扁平空间的人群

实施疏散时，由于人数多，空间开

敞，在缺少有效引导的情况下，会

增加疏散时间，可能在局部发生拥

挤踩踏。

火灾、其他伤

害

3

水 平

狭 长

空间

疏散走道（通往楼梯间

的通道）

非疏散走道（商业通

廊、办公区过道）

可燃物、超高层建筑

结构

发生火灾，人群通过水平狭长空间

进行疏散时，由于疏散路径狭长，

可能增加疏散时间；人群慌乱时，

可能导致拥挤踩踏。

火灾、其他伤

害

4
地 下

空间

地下活动空间（地下商

业）

地下停车空间（地下车

库）

可燃物、超高层建筑

结构

地下空间发生火灾，具有商业综合

属性的超高层建筑需要整体疏散

时，既要考虑高层人群，也要对地

下空间不同区域的人群实施疏散，

地下空间结构复杂，可能影响疏散

的时间，可能在局部造成拥挤踩

踏。

火灾、其他伤

害

5 装饰装修作业 可燃物

人员违章动火作业，审批、管控等

措施失效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火灾

事故。

火灾

6
燃气使用区域及燃气管线通过

区域
燃气

燃气在管线或设备端意外泄漏，可

燃气体积聚，遇火源发生火灾、爆

炸事故。

火灾、爆炸

7 建筑外墙 可燃材料
材料耐火等级不足导致火势蔓延

速度加快。
火灾

8
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电池

存放或充电场所
电池

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电池违

规进入建筑内充电，由于充电故障

或电池故障导致火灾。

火灾

9 电动汽车停放 电池
电动汽车在停放期间，由于电池故

障，发生自燃。
火灾

10 建筑物内 扶梯、直梯
电梯维护保养不到位导致夹伤乘

客等意外伤害。
机械伤害

11 电梯井 直梯 电梯维护保养不到位导致电梯在 高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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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位置 风险源 风险源描述 风险类型

运行中意外坠落。

12 建筑物内、外的高处作业 人体的势能

在建筑物日常高处作业过程中，由

于违章作业发生作业人员从高处

坠落的事故。

高处坠落

13 建筑物外表面 玻璃、装饰物

玻璃幕墙意外破碎或装饰物损坏，

进而从高处坠落，对地面上通行人

群造成伤害。

物体打击

14 建筑物内、外的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使用的物品

在建筑物日常高处作业过程中，由

于违章作业造成作业物品从高处

掉落，对低处人员造成伤害。

物体打击

15
建筑物内有限空间作业（电缆

沟、化粪池）
毒害性、窒息性气体

有限空间作业中，违章作业造成作

业人员的中毒和窒息。
中毒和窒息

16 商业空间、大型活动现场 大客流

大客流导致人群聚集，活动场地等

狭窄部位过度拥挤，或者场地设施

不稳固等导致人群拥挤踩踏，群死

群伤。

其他伤害

17 建筑物内各类用电设备 电
用电设备未定期检查，设备意外带

电，导致接触人员触电。
触电

18 临时用电 临时电气线路

临时用电未经审批、未采取有效的

管控措施，导致人员触电或电气火

灾。

触电、火灾

19 电气维修作业 电
维修人员违章作业，导致人员意外

触电。
触电

20 日常维修保养作业
设备运动(静止)部件、

工具、加工件

在日常维修保养作业中，机械设备

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

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

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

式的伤害。

机械伤害

21
机电系统内涉及的简单压力容

器
压力容器

压力容器超压超温、有先天性缺

陷、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报废、容

器内腐蚀和容器外腐蚀、安全泄压

装置失效、操作人员违章操作等原

因引发爆炸。

容器爆炸

22 建筑物周边车道、停车场 车辆
人、车未分流，不安全驾驶行为导

致对人员的伤害。
车辆伤害

23 建筑物中电子设备、网络设备 雷电

防雷接地系统失效，雷电导致电子

设备与网络系统瘫痪，可能间接引

发电气火灾。

火灾、其他伤

害

24 玻璃、外窗、装饰物、围护结构 大风

大风导致建筑物玻璃、外窗、装饰

物、围护结构意外脱落，对地面人

群造成伤害。

物体打击

25 玻璃、外窗、装饰物、围护结构 冰雹

冰雹导致建筑物玻璃、外窗、装饰

物、围护结构意外脱落，对地面人

群造成伤害。

物体打击

26 地下空间、设备机房 暴雨

暴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建筑物局部

或整体引发水浸从，对建筑物关键

设备造成损害，对人员造成淹溺。

淹溺、其他伤

害

27 建筑物结构 地震 地震导致建筑物发生沉降或结构 坍塌、其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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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位置 风险源 风险源描述 风险类型

形变，对楼内人员造成威胁。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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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超高层建筑应急预案建议清单

表C.1给出了超高层建筑应急预案建议清单。

表 C.1 超高层建筑应急预案建议清单

预案分类 预案名称

综合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火灾专项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疏散专项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工程抢修专项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应对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

超高层建筑危险作业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防汛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雷电灾害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地震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灭火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分区疏散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大型活动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交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高空坠物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停电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触电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电梯险情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跑、冒、滴、漏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燃气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停水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高处作业现场处置方案

超高层建筑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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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超高层建筑应急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D.1给出了超高层建筑应急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表 D.1 超高层建筑应急物资配备相关示例

序

号
大类 中类 小类 细类举例 用途

1 基本生活

保障物资
饮料 饮用水 饮用天然水、纯净水及矿物质水等

受困人员水源补给；浸

湿毛巾逃生

2

应急装备

及配套物

资

个人防护

装备

呼吸防护装备

正压式呼吸器（包括正压式空气/氧气呼

吸器，含配件，全面罩/半面罩）、自吸

过滤式防毒面具

缺氧状态下实施救援

3 躯体防护装备

热防护服（如灭火防护服）、防静电服、

带电作业防护服（包括电绝缘服、带电

作业屏蔽服、防电弧服等）、抢险救援

服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身

体

4 头部防护装备
安全帽、防护头盔（包括抢险救援头盔、

消防头盔、警用防爆（暴）头盔等）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头

部

5 眼面部防护装备 护目镜、防护面罩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眼

面部

6 耳部防护装备 耳罩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听

力

7 手部防护装备 防高温手套、绝缘手套、消防手套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手

部

8 足部防护装备
防水靴、阻燃鞋类、防滑鞋、防静电鞋、

防砸防穿刺鞋

事故救援过程中保护足

部

9 坠落防护装备
安全带、安全网、安全钩、安全绳、滑

轮装置
实施高处救援时防坠落

10
搜救设备

破拆工具
手动破拆工具、电动破拆工具、液压破

拆工具
对门窗等实施破拆

11 降落与登乘/登高

设备
救生缓降器、救援梯 用于高处救援时缓降

12

医疗及防

疫设备及

常用应急

药品

医疗携行急救设

备
患者运送装备和用品（如担架） 转运受伤人员

13 防疫卫生设备及

药品
消毒及消杀药品（消毒剂、漂白剂） 对涉疫场所进行消杀

14 医用耗材 纱布、棉球、胶布、绷带等
对受伤人员实施紧急包

扎

15 常用应急药品 镇痛、解热、抗炎药
在医生指导下缓解患病

人员症状

16 工程机械

设备

破冰除雪设备及

器材
推雪铲、融雪剂散播机 大雪灾害时用于除雪

17 能源动力

设备及物

资

电池 蓄电池及配套充电设备
用于应急设备供电、充

电

18 应急发电设备
发电机（组）、配电设备及其他电工器

材
用于应急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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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大类 中类 小类 细类举例 用途

19 燃料及气源 柴油

20
应急照明

设备及用

品

佩戴式照明设备 佩戴式头灯

在事故救援时提供照明
21 手持式照明设备 手电筒、应急灯

22 移动式照明设备 移动式工作灯

23 非电照明用品 照明荧光棒

24

应急装备

及配套物

资

非动力手

工工具
通用手工工具 锯、钳子及等常规/通用手工工具 用于工程抢修

25
灭火及爆

炸物处置

设备

灭火类设备

灭火器、消防水带、扑火工具（灭火毯）、

灭火辅助器材工具（包括水泵结合器、

消火栓扳手、分水器、集水器、水带接

口、管牙接口等）

用于灭火

26 拦污封堵

器材装备

拦污收集器材装

备
吸附材料 用于吸附遗撒物

27

泵类及通

风排烟设

备

排水泵类 消防泵、抽水机、潜水泵
用于应急排水28 排污泵类 抽吸泵

29 通风排烟设备 风机、强力风扇、移动式排烟机 用于应急排烟

30 电工仪器仪表 电工仪器和装置的零件及附件

用于工程抢修31 工业过程测量仪

器
温度与湿度测量仪器

32 监测预警

仪器和装

置

气象观测仪器
气象专用测湿度仪器及湿度传感器、测

风仪器
用于气象风险监测预警

33 监测预警集成系

统
消防物联网监测设备 用于火灾风险监测预警

34
通信设备

通信终端设备 电话单机、数据终端设备

用于应急通信35 移动通信设备 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系统设备

36 通信接入设备 光纤接入设备

37
信号标识

类器材

警戒信号类器材

道路用隔离设备（包括隔离带、隔离栏、

隔离链、警戒带、路障、隔离墩、警戒

标志杆、锥形事故标记柱等）、危险警

示牌、警示灯、警报器
用于维护现场秩序或引

导疏散

38 指示信号类器材
安全疏散指示标志装置、扩音器、指挥

棒

39 求救信号类器材 声音类（哨子）

40

信息技术

设备

应用软件

互联网软件、多媒体软件、分析软件、

数据库软件包括数据收集系统、应急资

源数据库

用于应急系统的运行41 计算机整套设备

及其他硬件设备

服务器、微型计算机设备、储存/备份设

备

42 计算机网络设备
网络控制设备、网络接口和适配器、网

络连接设备

43
工程材料

与机械加

工设备

工程材料

袋类

用于工程抢修

44 金属丝及其制品

45 布/膜/滤垫类

46 管材、管件与扣件

47 防水、防潮及密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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