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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海岸线上，是闽南文化、潮汕文化、客

家文化、广府文化交会地，是一座充满艺术和浪漫气息的“休闲之都”。

同时，地处粤东地区的汕尾，地势地貌和海况较为复杂，区域性灾害

特征明显。台风、暴雨、洪涝等灾害的频率高、强度大、叠加性强、破坏力

重，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随着汕尾市的快速发展，全市城镇化、工业化和深汕经济一体化进入

高速发展期，全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暴露出城乡空间布局不合理、规模不足、

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各区县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相对滞后，现有应急避难场所

规模和服务范围上已无法满足城乡居民对应急避难场所的需求。

本专项规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

安全，以满足人民群众应急避难需求，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维

护社会稳定为根本目的，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指导全市应急避难场所高质

量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护使用，从而全面提升全市的应急避难能力

和水平。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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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规划概述】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Ø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重要论述，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满足人民

群众应急避难需求、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为根本

目的，科学合理规划引导全市应急避难场所高质量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

能管护使用，全面提升全社会应急避难能力和水平。

Ø 规划原则

人民至上、底线思维

系统集成、防救结合

平灾结合、共建共用

区域协调、领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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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Ø 规划范围

Ø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汕尾市
行政辖区（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包括1个市辖区（城区）、2个县(海丰县、
陆河县）,代管1个县级市(陆丰市），以及2个管理区或功能区(广东汕尾红海
湾经济开发区、汕尾华侨管理区），陆域面积4396.26平方千米。

规划基期年为2024年，规划期限为2025年-2035年。近期为2025-2030
年，远期为2030-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01【规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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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自然环境概况

Ø 经济发展概况

汕尾市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受到多次地壳运动如褶皱、断裂和火山活
动的影响。其主要气候特征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干湿明显，光照充足，
高温严寒极少。暴雨频发，为广东省三大暴雨中心之一；夏秋季节遭受台风
影响较多。市内主要河流包括螺河、黄江、乌坎河和赤石河，总长252km，
流域面积3613.7km2，占全市总面积的69.2%。

2024年，汕尾市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地区
生产总值1500.8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全年财政收支稳
健运行，民生领域支出加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27亿元，同比增长11.7%。
其中，税收收入下降6.9%，非税收入增长28.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3.18
亿元，增长6.3%。

01【规划概述】

汕尾市发展现状

Ø 应急管理发展概况
2024年汕尾市积极推进行政村（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十个有”建

设以及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推动全市863个村（社区）设立应
急救援组，并至少建成1个应急避难场所。此外，汕尾市还分配专项资金为
1960名灾害信息员配备安全帽、手电筒、雨具、喊话器、救生衣、救生哨等
防汛“六小件”，有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在应急管理系统落地落实。

坚持科技赋能与实战并重，推动应急管理现代化转型。一方面，大力推
动智慧应急转型升级，通过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打造智能化、精准化监测预
警“大脑”，统筹接入多部门信息化系统，部署视频调度终端、森林火险监
测站、AI识别报警系统等设备，实现值班值守、监测预警、研判会商、指挥
调度一体化全流程数字化。同时，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完成市、县、镇、
村四级应急预案编修，并组织开展大规模综合演练和专项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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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2024年8月对汕尾市全域应急避难场所的调查结果，汕尾市现状已
建设1187处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331.74公顷，市级应急避难场所8
处、县级应急避难场所22处、乡镇（街道）级应急避难场所111处、村（社
区）级应急避难场所1046处。

02【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现状分布情况

区县名称 应急避难场所数量
（个）

占地面积
（公顷）

有效避难面积
（公顷）

可容纳人口规模
（万人）

汕尾市城区 134 89.61 46.60 23.24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53 12.92 14.51 6.87

海丰县 319 144.54 140.43 72.97
陆河县 210 60.47 52.40 30.29
陆丰市 460 91.88 77.24 42.34

华侨管理区 11 0.61 0.55 0.30

汕尾市应急避难场所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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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设施设备配置情况

所属区域 配备基础医疗物资避难
场所（个）

城区 77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28

海丰县 202
陆丰市 191
陆河县 114

华侨管理区 1
合计 613
比例 51.51%

所属区域 配备消防防护设备避
难场所（个）

城区 73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34

海丰县 209
陆丰市 257
陆河县 74

华侨管理区 1
合计 648
比例 54.45%

　

配备广播
设备、扬
声器避难

场所（个）

配备视频
监控设备
避难场所
（个）

配备有线通
信设施（有
线电话等）
避难场所
（个）

配备计算
机避难场
所（个）

配备卫
星电话
避难场

所（个）

配备对
讲机避
难场所
（个）

配备灾害监
测预警设施
避难场所
（个）

城区 93 71 64 64 11 72 11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45 29 33 24 11 31 13

海丰县 264 203 189 195 26 96 43
陆丰市 382 295 300 227 31 267 66
陆河县 169 154 118 114 24 126 32

华侨管理区 2 1 2 1 1 0 1
合计 955 753 706 625 104 592 166
比例 80.25% 63.28% 59.33% 52.52% 8.74% 49.75% 13.95%

依据2024年8月对汕尾市全域应急避难场所的调查结果，汕尾市应急避
难场所中医疗药品、消防防护、广播通信等设施配备比例普遍在50%-60%左
右。其中广播、监控等设备配备比例较高；卫星电话、灾害监测预警、基础
医疗物资等设备配置比例较低。市县级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配置普遍较好，
乡镇社区级配置相对较低，且部分区域在安防设备、基础物资等方面存在差
异。

医疗药品配置情况表 消防防护设备配备情况表

广播通信设施配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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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交通可达性分析
基于居民日常活动与生活圈的理论框架，将300米、500米、800米、

1200米作为缓冲区，将节点数据进行多环缓冲区处理，分析应急避难场所的
道路交通可达性。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应急避难场所点数据距离交通节点的距离相
对较近，在当前交通网络布局下，应急避难场所的道路交通可达性普遍较好。

缓冲范围 避难场所个数（个） 比例（%）
＜300米 494 41.51

300-500米 248 20.84
500-800米 210 17.65
800-1200米 123 10.34

＞1200米 112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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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医疗设施
市域内共有公立医院119家，大多数行政村、社区均配备有卫生站，医

院资源分布相对均衡，但部分区域存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

02【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城乡基础设施分布

Ø 消防站点
市域内共有普通消防站48所，各行政村、社区均配备有微型消防站。在

火灾防控方面，消防站能够迅速响应，有效控制火势蔓延，同时开展人员搜
救工作，确保避难场所的基本消防需求得到满足。

Ø 应急救援队伍
市域内共有救援队伍123支，在各区县的分布较为均衡，可以满足救援应

急情况下物资快速分配、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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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现状问题总结

0403

0201

汕尾市现状应急避难场所主要集中在城

镇地区，村庄地区尚未启动和实施紧急

避难场所的规划与建设。现有的避难场

所的数量和规模与市域范围内的居民点

的分布和人口数量之间形成了较大的供

需缺口，无法全面满足汕尾市避难人口

需求。

汕尾市绝大多数避难场所目前缺乏必要的

应急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物资、医疗设施、

供水系统、照明设备以及停车场等。这些

设施在灾害事件中至关重要，可以为受灾

群众提供紧急支持和基本生活需求。

应急避难场所的具体建设运行管理工作涉

及多个部门。城镇应急避难场所建成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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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部分应急避难场所无

人管理的现象。

城乡居民对于城乡应急避难场所的了解程

度相对较低。这种信息的缺乏可能导致在

紧急情况下的混乱和不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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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模严重不足，
城乡空间布局不甚合理

现有避难场所配套设施不完善，
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不充分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运行管理
权责不清

应急避难场所群众知晓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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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应急避难场所需求与资源分析】

灾害事故风险评估
重点分析灾害事故（包括极端天气灾害）的风险水平和分布。结合汕尾

市市级情况，灾害事故风险分析涉及到的避难种类主要为地震灾害、地质灾
害、洪涝灾害、台风灾害、暴雨灾害、海啸灾害等灾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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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现状人口特征
2020年（规划基期年为2024年，采用普查年2020年人口数据作为依

据），汕尾市市域总计户数77.10万户，常住人口267.28万人，汕尾市人口
密度约为608人/平方公里。

03【应急避难场所需求与资源分析】

应急避难人口分析

行政区 总户数（户） 常住人口数量（人） 人口比例（%）
城区 118003 394593 14.76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18406 56366 2.11

华侨管理区 4831 14193 0.53

海丰县 220638 736791 27.57

陆丰市 339617 1221634 45.71

陆河县 69493 249242 9.3

合计 770988 2672819 100

2020年末各区县常住人口规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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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年龄构成
2020年，汕尾市14岁以下常住人口数量为691792人，占市域总常住人

口的25.88%，65岁以上常住人口数量为283345人，占比为10.60%。

03【应急避难场所需求与资源分析】

应急避难人口分析

2022年汕尾市各区县人口年龄结构特征表

行政区
0-14岁 14-65岁 65岁（含）以上 合计

人口数量
（人）

占比
（%）

人口数量
（人）

占比
（%）

人口数量
（人）

占比
（%）

人口数量
（人）

占比
（%）

城区 82500 20.91 274533 69.57 37560 9.52 394593 100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12713 22.55 36125 64.09 7528 13.36 56366 100

华侨管理区 3844 27.08 8171 57.57 2178 15.35 14193 100
海丰县 181245 24.60 482981 65.55 72565 9.85 736791 100
陆丰市 344196 28.18 742411 60.77 135027 11.05 1221634 100
陆河县 67294 27.00 153461 61.57 28487 11.43 249242 100
合计 691792 25.88 1697682 63.52 283345 10.60 2672819 100

Ø 特殊应急避难需求人群
汕尾市涉及的特殊应急避难需求人群为残障人员，2020年汕尾市残障人

员人数为43722人，占汕尾市常住人口数量的1.57%。

行政区 残障人员数量（人） 占比（%）

城区 4251 9.7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1514 3.46

华侨管理区 381 0.87
海丰县 8807 20.14
陆丰市 23793 54.42
陆河县 4976 11.38
合计 43722 100

2020年汕尾市残障人员分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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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可用应急避难资源
根据资源筛选标准与现场调研情况，汕尾市可利用资源为教育类、行政

办公类及园林类资源。

03【应急避难场所需求与资源分析】

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

类别 数量（处） 占地面积（公顷）

学校类（不包含幼儿园） 408 629.03
乡镇（街道）办公用房类 38 32.83
村（社区）办公用房类 271 22.66

公园绿地、广场类 795 345.72

汕尾市可利用应急避难资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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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

规划目标
科学布局各级各类应急避难场所，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分级响应

调度资源的原则，在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评估的前提
下，以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安全单元，合理规划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
和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科学设置室内型和室外型、综合性
和单一性，以及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利用各类应急避难资
源合理建设，加强室内型、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城镇应急避难场
所标准化改造、加强乡村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充分考虑特殊条件下应急避难
需要。

初步形成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四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推动
融入全省五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进一步扩大乡村应急避难场所覆盖范
围,1个乡镇至少设置1个乡镇(街道)级应急避难场所,1个行政村至少设置1个
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规划达到以下目标:

1、规划至 2030年，初步建立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充分应对多种灾害，
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避难人数满足本级行政区所需应急避难总人口的60%，
基本完善城市防灾避险体系，城市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到2平方米/人，
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不低于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20%

2、规划至 2035年，全面建立科学完备的市域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加强
规划和已建应急避难场所的科学评估和动态维护，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与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防灾避险体系，全面建立应急避难场
所体系，满足城乡人口避难需求的应急避难场所全覆盖，室内可容纳避难人
数不低于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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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

规划指标
依据相关规范标准，至规划期末，规范建设的应急避难场所达到以下控制指标

编号 指标 2025年 2035年 指标范围 指标属性

1
可满足所需避
难人口规模
（万人）

紧急
180.00 300.00 市域

预期性

39.00 65.00 中心城区

短期
27.00 45.00 市域

5.85 9.75 中心城区

长期
9.00 15.00 市域

1.95 3.25 中心城区

2 满足所需避难人口百分
比（%） 60 100

市域
约束性

中心城区

3 有效避难面积
（公顷）

紧急
324.00 540.00 市域

预期性

70.20 117.00 中心城区

短期
62.10 103.50 市域

13.46 22.43 中心城区

长期
25.20 42.00 市域

5.46 9.10 中心城区

4

人均有效避难
面积

紧急
室内型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
低于2.0平方米，室外型避难场所人
均有效避难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

市域

约束性短期
室内型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
低于2.5平方米，室外型避难场所人
均有效避难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

中心城区
长期

室内型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
低于3.0平方米，室外型避难场所人
均有效避难面积不低于2.5平方米。

城市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平方米） 2.00 2.00 市域 约束性

5
室内与室内外应急避难
场所可容纳避难人口百

分比（%）

20 40 市域
预期性

20 45 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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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n 分级分类体系

n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n 疏散路线与通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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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分级体系
避难场所应按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满

足分级管理的需要，依据行政管理层级划分级别。

（1）市级避难场所

由市级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市级或县级或乡镇（街道）级建设、管护
和使用，主要用于本市级行政区域或相邻市级行政区域发生突发事件或需要
应急避难的其他事件时，为本地区及跨本市级行政区域应急避难人员提供服
务保障。

（2）县级避难场所

由县级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县级或乡镇（街道）级或村（社区）建设、
管护和使用，主要用于本县级行政区域或相邻县级行政区域发生突发事件或
需要应急避难的其他事件时，为本地区及跨本市级行政区域应急避难人员提
供服务保障。

（3）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

由乡镇（街道）级或县级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乡镇（街道）级或村
（社区）建设、管护和使用，主要用于本乡镇（街道）级行政区域或相邻乡
镇（街道）级行政区域发生突发事件或需要应急避难的其他时间时，为本地
区及跨本乡镇（街道）级行政区域应急避难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4）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由村（社区）或乡镇（街道）级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村（社区）建设、
管护和使用，主要用于本村（社区）或周边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时或需要应急
避难的其他事件时，为本村（社区）及周边村（社区）应急避难人员提供服
务保障。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分级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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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分类体系
按避难时长、避难种类、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可容纳避难人

数、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配置等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分为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长期避难场所。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分级分类体系

应急避难场所级别 数量（个）

紧急避难场所 1521

短期避难场所 220

长期避难场所 94

紧急、短期、长期避难场所配置数量表

按建筑与场地空间类别，分为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
室外型避难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级别 数量（个）

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 1620

室外型避难场所 215

室内、室外避难场所配置数量表

按总体功能定位，分为综合性避难场所，单一性避难场所。

汕尾市应急避难场所均为综合性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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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避难场所控制要求
紧急避难场所用于向一定服务范围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险，并具

备体现基本应急避难功能配置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也是应急
避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其他类型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分级分类体系

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 场所设置要求

避难时长 1天以内

避难种类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台风与暴雨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及空

袭事件等避难种类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1）室内型紧急避难场所：不小于2.0平方米

2）室外型紧急避难场所：不小于1.5平方米

服务半径 1千米以内，步行10~15分钟

可容纳避难人数 服务半径内常住人口数量

紧急避难场所技术指标表

短期避难场所是保障城乡居民临时避难以及较长时间（2~14 天）的避
难并具备一定生活保障及救援、指挥的场所，主要指相对于紧急避难场所用
地来说面积规模较大的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学校等，以及城区边缘地带的
空地、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等。

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 场所设置要求

避难时长 2天~14天以内

避难种类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台风与暴雨灾害、低温冷冻、森林火

灾、海啸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生态环境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及空袭事

件等避难种类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1）室内型短期避难场所：不小于2.5平方米

2）室外型短期避难场所：不小于2.0平方米

服务半径 2.5千米以内，步行30~40分

可容纳避难人数 服务半径内15%常住人口规模

短期避难场所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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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避难场所控制要求
长期避难场所用于向一定服务范围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险和长时

间避难安置及集中救助，并具备体现基本应急避难功能配置的应急设施设备
和物资的避难场所。主要用作救援指挥中心、医疗救护、救援基地、临时安
置、人防集结点等，运行15 天及以上，一般不超180 天。

长期避难场所具有面积大、设施齐全等优点，对城乡应急避难具有重要
意义。宜选择在城镇有可靠交通连接、易于伤员转运和物资运送、并与周边
避难场所有疏散通道联系的地段。

按照“先有后优”的策略在城镇地区布局长期避难场所，再完善配套相
关设施。规划布局要求：

①规划范围内不同方向均匀布局。

②用地规模大，不影响日常功能。

③无高压线廊、输油管廊等。

④对外联系方便，临近快速疏散通道。

⑤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建设。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分级分类体系

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 场所设置要求

避难时长 15天及以上，不超过180天

避难种类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低温冷冻、森林火灾、海啸灾害、生

态环境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及空袭事件等避难种类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1）室内型长期避难场所：不小于3.0平方米

2）室外型长期避难场所：不小于2.5平方米

服务半径 5千米以内，步行70分~90分

可容纳避难人数 服务半径内5%常住人口规模

长期避难场所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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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现状避难场所规划建议
根据现状应急避难场所调研问卷填报和现状调查结果，结合《汕尾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共服务体系有关内容，对汕尾市现状
1187处避难场所进行评估，分别提出纳入规范管理、标准化改造、撤销场
所设置或取消避难功能的规划要求。

其中纳入规范化管理的共879处，纳入标准化改造的共123处，撤销场
所设置或取消避难功能的共22处（其中4处为避难场所变更）。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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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底线要求）

25

现状避难场所有效
避难面积

新增避难场所

判断各行政单元有效避难面积是否满足应急避难人口需求
（室内型有效避难面积：室外型有效避难面积=6：4）

是 否

保留避难场所

应急避难人口所需有
效避难面积

分类 分级 避难种类
避难时长

（天）

可容纳避

难人数

（人）

人均有效避

难面积（平

方米）

服务半径

（千米）

紧急

村（社区）

级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
灾害、台风与暴雨灾害、生
产安全事故及空袭事件等

≤1

≥100
室外型≥1.5
室内型≥2.0 ≤1.0

乡镇（街道）
级 ≥200

短期

村（社区）
级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

灾害、台风与暴雨灾害、低
温冷冻、海啸灾害、森林火
灾、生产安全事故、生态环
境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及空

袭事件等

2~14

≥150

室外型≥2.0
室内型≥2.5 ≤2.5

乡镇（街道）
级 ≥300

长期 乡镇（街道）
级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涝
灾害、低温冷冻、海啸灾害、
森林火灾、生态环境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及空袭事件等

15~180 ≥500 室外型≥2.5
室内型≥3.0 ≤5.0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参考库）

26

判断现状避难场所是否满足避难
人口需求（紧急、短期、长期）

现状避难场所

新增避难场所

判断是否“每个行政村起码拥有一个村级避难场所”
              “每个乡镇起码拥有一个乡镇级避难场所”

是

现状避难场所分级分类

否

保留避难场所

保留避难场所

新增避难场所

规划新增避难场所库

是

否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

27

综合灾害事故风险、应急避难人口、
应急避难资源调查等分析结果，综合考虑
各避难场所的级别和功能。规划期内，市
域规划新增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不低于
436.44公顷。

区县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合计

室内型 室外型 室内型 室外型 室内型 室外型

中心城区 58.61 35.24 12.81 0.00 2.36 0.00 109.02

海丰县 38.46 0.00 15.25 10.17 0.00 0.00 63.88

陆河县 13.84 0.00 5.16 3.44 0.00 0.00 22.44

陆丰市 122.28 63.86 27.92 18.42 8.61 0.00 241.10

合计 233.19 99.10 61.14 32.03 10.98 0 436.44

注：中心城区包括城区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陆丰市包含华侨管理区。



按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各区县可在满
足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要求下限的前提下，规划新增666处应
急避难场所。其中：市级避难场所5处、县级避难场所28处、乡镇（街道）
级避难场所78处、村（社区）级避难场所555处。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

区县 市级避难场所 县级避难场所 乡镇（街道）级避难
场所

村（社区）级避难
场所 合计

城区 5 10 26 55 96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0 2 8 20 30

海丰县 0 1 10 111 122
陆河县 0 2 7 63 72
陆丰市 0 11 27 300 338

华侨管理区 0 2 0 6 8
合计 5 28 78 555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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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各区县可在满足室
内外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要求下限的前提下，规划新增666处应急避难场
所。其中：紧急避难场所542处，短期避难场所102处，长期避难场所22处。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

区县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合计
城区 61 22 13 96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20 8 2 30
海丰县 113 6 3 122
陆河县 62 10 0 72
陆丰市 278 56 4 338

华侨管理区 8 0 0 8
合计 542 102 22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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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各区县可在满
足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要求下限的前提下，规划新增666处应
急避难场所。其中：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594处、室外型
避难场所72处。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Ø 新增应急避难场所

区县 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 室外型 合计
城区 63 33 96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20 10 30
海丰县 108 14 122
陆河县 61 11 72
陆丰市 335 3 338

华侨管理区 7 1 8
合计 594 72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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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调整，到2035年规划期末，汕尾市共规划应急避难场所总面积
685.50公顷。可覆盖全市300万常住人口的规模需求，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
积不低于2平方米/人。其中室内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常住人口比例不低于45%。
同时，应急避难场所布局更加合理，设施设备满足综合避难需求。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汕尾市规划期末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分布情况表（单位：公顷）

Ø 应急避难场所总量

31

区县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合计室内型（含

室内室外兼

具型）

室外型

室内型

（含室内

室外兼具

型）

室外型

室内型

（含室内

室外兼具

型）

室外型

中心城区 70.20 46.80 13.46 8.97 5.46 3.64 148.53

海丰县 79.57 53.05 15.25 10.17 6.19 4.13 168.36

陆河县 26.92 17.95 5.16 3.44 2.09 1.40 56.95

陆丰市 147.31 98.2 28.23 18.82 11.46 7.64 311.67

合计 324.00 216.00 62.10 41.40 25.20 16.80 685.50

注：中心城区包括城区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陆丰市包含华侨管理区。



通过优化调整，到2035年规划期末，汕尾市共规划应急避难场所一共
1835处。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区县 市级避难场所 县级避难场所 乡镇（街道）
级避难场所

村（社区）级
避难场所 合计

城区 13 20 30 154 217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0 2 15 65 82

海丰县 0 4 45 391 440

陆河县 0 7 16 259 282

陆丰市 0 13 55 727 795

华侨管理区 0 4 0 15 19

合计 13 50 161 1611 1835

汕尾市规划期末应急避难场所分布情况表（单位：处）

Ø 应急避难场所总量

区县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合计
城区 168 29 20 217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61 14 7 82
海丰县 377 38 25 440
陆河县 246 25 11 282
陆丰市 652 114 29 795

华侨管理区 17 0 2 19
合计 1521 220 94 1835

区县 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 室外型 合计

城区 169 48 217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63 19 82

海丰县 388 52 440

陆河县 234 48 282

陆丰市 751 44 795

华侨管理区 15 4 19

合计 1620 215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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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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尾市
域范围内布置“9条一级通道+15条二级通道+若干三级通道+若干四级通
道”的应急疏散救援主要通道网络。

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提高和保障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运行和
恢复能力。增强骨干系统的防灾抗灾能力，确保骨干系统至各类应急避护
场所的供应通道畅通。

05【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规划】

应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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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n 功能区划要求

n 配建设施原则

n 分级配置要求

n 分类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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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应急避难场所内功能区的功能划分，对应配建设施包括应急集散、
应急宿住、指挥管理、医疗救治、防疫隔离、物资储备、餐饮服务、清洁盥
洗、垃圾储运、文体活动、临时教学、公共服务、应急停车、直升机起降、
应急供电、应急供水、应急排污、应急消防、应急通风、应急供暖、应急通
道、安全保卫、抢修抢建等，在每个功能区按照《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GB/T 44014-2024）设立对应的标志标识。

06【设计要求指引】

功能区划要求

汕尾市避难场所分为四级，包括市级避难场所、县级避难场所、乡镇

（街道）级避难场所和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分级配置要求

配置级别 对应配置需求

市级避难场所 短期、长期避难场所

县级避难场所 短期、长期避难场所

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 紧急、短期、长期避难场所

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紧急、短期避难场所

坚持“因地制宜、分级分类、按需配置、系统配套、平急结合”的原则，

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应具备功能进行物资与设施配置，同时综合考虑不同地区

气候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筑与场地等基本条件，在满足基本功能需

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应急避难场所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配建设施原则

场所类型 功能区设置

紧急避难场所 应急集散区、物资储备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等

短期避难场所 应急集散区、应急宿住区、指挥管理区、医疗救治区、防疫隔离区、餐饮服

务区、物资储备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应急停车区等

长期避难场所 应急集散区、应急宿住区、指挥管理区、医疗救治区、防疫隔离区、餐饮服

务区、物资储备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文体活动区、临时教学区、

公共服务区、应急停车区、直升机起降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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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设计要求指引】

分类配置要求

序号
     建设类型

应急设施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1 应急集散 △ △ △
2 应急宿住 - △ △
3 指挥管理 △ △ △
4 医疗救治 △ △ △
5 防疫隔离 - △ △
6 物资储备 △ △ △
7 餐饮服务 - △ △
8 清洁盥洗 △ △ △
9 垃圾储运 △ △ △
10 文体活动 - - △
11 临时教学 - - △
12 公共服务 - - △
13 应急停车 △ △ △
14 直升机起降 - - △
15 应急供电 △ △ △
16 应急供水 △ △ △
17 应急排污 - △ △
18 应急消防 △ △ △
19 应急通风 △ △ △
20 应急供暖 △ △ △
21 应急通道 △ △ △
22 安全保卫 - △ △
23 抢修抢建 △ △ △
24 无障碍 △ △ △
25 标志标识 △ △ △

注：“△”表示宜设或宜采取，“-”表示可选设或选用实施安排

根据紧急、短期、长期避难场所三类应急避难场所提出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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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n 规划目标

n 规划布局

n 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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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35年，汕尾市中心城区共规划建设126处应急避难场所，城区96处，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新增30处。其中新增紧急避难场所81处，短期避难场所

30处，长期避难场所15处。

规划布局

07【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至2030年，应急避难场所至少满足中心城区应急避难总常住人口的60%。

同时，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不低于130.00公顷。

至2035年，汕尾市中心城区规划常住人口为65万，完善城市绿地防灾避

险体系，全面建立应急避难场所体系，满足城乡人口避难需求的应急避难场

所全覆盖。

规划目标

38



Ø 场址选择与建筑条件
选址要求  避开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滑坡、泥石流等）及其危

险区和洪涝灾害危险区等。

安全距离  与周围建（构）筑物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倒塌影响，且重大火

灾或爆炸危险源距离不小于1000米。

 

建设指引

07【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Ø 功能配置与设施设备

功能区划分  根据避难时长，将避难场所分为紧急、短期和长期三种类型，

分别配备不同的功能区域，如应急集散区、医疗救治区、物资储备区以及应

急住宿区等。各类避难场所根据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以保障避难人员在不

同避难阶段的生活和应急需求。

设施设备配置  各类避难场所需配备应急供水、供电、通讯、照明、消防

等基本设施，并根据避难场所类型配置要求增设排污系统、停车位、餐饮服

务、文化活动空间等辅助设施，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为避难人员提供全面

的生活和应急支持，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

标识标志  设置避难场所功能布局图、疏散路线图和各类标志，包括主标

志、功能区标志、设施设备标志等，确保人员快速识别与疏散。

 
Ø 物资储备与信息系统

物资储备  建立政府主导、统一调度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科学规划仓储

分布，提升储备能力，实现多样化储备方式，确保应急物资快速响应。

信息系统  加强应急避难场所信息化管理，实现应急避难场所的网络化管

理，建立应急避难场所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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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市域分期建设安排

n 中心城区分期建设安排

n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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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近期建设安排

Ø 远期建设安排

确保在2030年前至少完成123处现状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改造工作；城

市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到2平方米/人；确保在 2027 年前至少完成 45 

处避险绿地的建设，基本完善城市防灾避险体系。

到2035年远期建设阶段，应全面做好剩余各级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与完

善工作，争取在规划期末全部建成，并对前期已经建成的避难场所根据需求

进行改造提升。

市域分期建设安排

区县

名称

近期实施安排（2030年） 远期实施安排（2035年）

标准

化

改造

（处）

紧急避难

场所

（公顷）

短期避难

场所

(公顷)

长期避难

场所

（公顷）

紧急避难

场所

（公顷）

短期避难

场所

（公顷）

长期避难

场所

（公顷）

室内型
室外

型

室内

型

室外

型

室内

型

室外

型
室内型

室外

型

室内

型

室外

型

室内

型

室外

形

中心

城区
9 49.86 29.41 11.13 0.00 0.17 0.00 8.75 5.83 1.68 0.00 2.19 0.00 

海丰

县
37 28.53 0.00 13.35 8.90 0.00 0.00 9.93 0.00 1.90 1.27 0.00 0.00 

陆河

县
16 1.05 0.00 4.52 3.01 0.00 0.00 12.79 0.00 0.64 0.43 0.00 0.00 

陆丰

市
61 103.91 51.61 24.40 16.08 7.18 0.00 18.37 12.25 3.52 2.34 1.43 0.00 

合计 123 192.78 81.02 53.39 27.99 8.87 0.00 40.41 18.08 7.75 4.04 2.11 0.00 

汕尾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近期至2030年，远期

至2035年。

汕尾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安排表

08【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41
注：中心城区包括城区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陆丰市包含华侨管理区。



2025年，由中心城区应急管理部门与规划部门根据专项规划内容编制避

难场所布局的空间方案，加快应急避难场所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

确保至2030年末完成11处现状避难场所标准化改造，完成近期规划目

标要求的新增应急避难场所配套设施建设；

 至2035年，完成所有新增避难场所的配套设施建设，并对前期已经建

成的应急避难场所根据避难需求进行改造提升。

中心城区分期建设安排

08【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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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各级政府要把握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的新时代背景，认识到应
急避难场所在应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应急避难场所相关制度体
系，积极推动应急避难场所工作落实，稳步推进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
设工作。

政策保障

政府统筹协调各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本行业、
本领域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维护工作，要求各级应急管理及有关部
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场所的所有权人或管理单位，做好应
急避难场所启用开放准备和运行保障工作。

组织保障

汕尾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需符合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应急体系、人民防空、综合防灾减灾、
恢复重建等相关规划相衔接，对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应急体系建
设等要求进行落实和深化，适应当前国家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和健
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新任务与新要求。

规划建设保障

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的资金来源，将应急避难场所纳入
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范畴，统筹安排、保障投入。由政府财政保障
的相关建设（改造）项目，其建设应急难场所设施的经费由政府财政
落实。其他经费建设（改造）的相关项目，其建设应急避难场所设施
的经费，由政府财政给予适当补助，鼓励社会组织捐赠、保险机构参
与，多渠道筹措资金。

资金保障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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