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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培怡、代宝乾、张蓓、姚伟、汪彤、吕良海、李永江、张晓峰、白光、张晓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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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集场所应急疏散演练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疏散演练的一般要求、频次与范围、演练内容及组织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疏散演练活动的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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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 

AQ/T 900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3 术语 

AQ/T 9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桌面演练 tabletop exercise 

利用地图、沙盘、流程图、计算机模拟、视频会议等辅助手段，针对事先假定的演练情景，讨论和

推演应急决策及现场处置的过程。 

3.2  

实战演练 field exercise 

利用应急处置涉及的设备和物资，针对事先设置的突发事件情景及其后续的发展情景，通过实际决

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应的过程。 

3.3  

人员密集场所 assembly occupancies 

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包括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

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其中，公众聚集场所，包括

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

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3.4  

人员密集场所管理单位 the management in assembly occupa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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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集场所内实际负责安全管理的组织或机构，包括产权单位、使用单位或受委托管理单位等。 

4 一般要求 

4.1 应急疏散演练（以下简称“疏散演练”）按组织形式分为桌面演练和实战演练。 
4.2 人员密集场所管理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宜开展实战演练，并按照先桌面演练后实战演练的顺

序实施。 
4.3 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的内容要求开展疏散演练。 
4.4 单位应制订年度疏散演练计划，对演练目标、规模、频次、内容和组织实施等进行安排。各部门

宜按照计划制定本部门的疏散演练方案并组织实施。 
4.5 单位应开展疏散演练培训，培训内容应涵盖以下内容： 

a) 组织体制； 

b) 工作机制； 

c) 基本原则； 

d) 应对措施。 

5 频次与范围 

5.1 单位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疏散演练，员工变动频繁的单位应增加演练频次。 
5.2 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人员密集场所应每半年组织一次疏散演练。 
5.3 学校应每学年至少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开展一次疏散演练。 
5.4 商场、集贸市场等商业零售经营单位在举办预计参加人数达到 1000人以上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如

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展览、促销活动等，应由活动承办方组织开展一次疏散演练。 

6 演练内容 

6.1 单位宜根据应急预案和场所的特性，包括建筑特点、环境、人员、安全意识水平和人员密集程度

等条件确定疏散演练的内容。 

6.2 疏散演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不同场景和环境下的疏散路线； 

b) 逃生方式与防护； 

c) 应急设施与器材的操作使用； 

d) 信息报告与报警； 

e) 应急指挥； 

f) 疏散组织、人员集合与清点； 

g) 医疗救治； 

h) 保障措施。 

7 组织与实施 

7.1 组织与实施步骤应按 AQ/T 9007进行，包括计划、准备、实施、评估、总结和改进六个阶段。 
7.2 组织单位在实施疏散演练前，应成立演练组织机构，组织协调参演部门和人员，宜聘请专业人员

或专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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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同一建筑物内组织疏散演练时，统一由一个单位组织。明确每

个单位职责及其在演练中的重点任务。 
7.4 实战演练实施包括以下环节： 

a) 熟悉疏散演练任务和角色。参演单位和人员应按演练方案开展准备工作； 

b) 组织预演：宜按照演练方案组织桌面演练或预演，熟悉演练实施环节； 

c) 安全检查：疏散演练前确认演练所需的设备设施完好，组织疏散演练单位人员到位； 

d) 发出信号：疏散演练前，应发出信号； 

e) 疏散实施：接到信号后，场所内的人员根据预案开展实施；  

f) 引导疏散；疏散引导人员负责引导、组织与搜救，通过喊话等方式引导或帮助场所内人员疏散，
保持疏散秩序、控制速度、有序疏散； 

g) 人员清点：人员疏散至指定区域后，应有专人维护秩序。需清点人数的疏散演练，在清点人数
后应向现场指部挥报告并做好人员登记、统计工作； 

h) 医疗救治；对受伤人员开展医疗救治； 

i) 现场评估：应急疏散演练结束后，应组织现场评估，宜聘请专业人员或专家指出演练中存在不
足并提出改进意见。疏散演练评估的方法与程序宜参照 AQ/T 9009进行； 

j) 演练结束：疏散演练结束后应做好现场恢复工作，包括：组织参演人员有序返回、对场地进行
清理恢复及回收整理演练物资装备。 

7.5 根据演练参与人员的熟悉程度，疏散演练实施宜由有实施组织方案向无实施组织方案过渡，由提

前通知演练时间向不通知演练时间逐步过渡。 
7.6 每次演练前应明确告知参加人员疏散为演练活动。 
7.7 应指导人群靠近疏散通道右侧依次疏散。如遇特殊情况，疏散方向发生变化，应宣传并反复强化

演练。 
7.8 定期组织的疏散演练，在场景设置发生变化时，应加强宣传，强调演练变化内容。 
7.9 桌面演练内容应参照实战演练内容实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