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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８０９《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分为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建筑物内；

———第２部分：建筑物外；

———第３部分：人员掩蔽工程。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３８０９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９）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铁路局、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永权、白殿一、陈滋顶、陈厦、邹传瑜、张亮、杨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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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２部分：建筑物外

　　重要提示：犌犅／犜２３８０９的本部分电子文件中所呈现的颜色不能当作实际颜色在屏幕上观看或用于

印刷。虽然本部分中颜色的使用符合要求（根据目测检验在容许偏差内），但不能用于颜色匹配。有关

颜色的要求请查阅犌犅／犜２８９３．４，该部分在给出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的同时给出了引自色序系统的颜

色参考值。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８０９的本部分规定了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在规划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规定了信息

元素的类型和使用要求、导向要素的类型和设计要求、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原则与要求以及评测和维护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应对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龙卷风、火山

爆发、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在需要设置应急导向系统时可参照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建筑物内和地下空间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本部分不包括风险评估及应急导向系

统需求分析的有关技术内容。

　　注：ＧＢ／Ｔ２３８０９．１给出了公共建筑物内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原则与要求。ＧＢ／Ｔ２３８０９．３给出了地下空间内应急

导向系统的设置原则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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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８９３．３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３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ＧＢ／Ｔ２８９３．４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４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ＧＢ／Ｔ２８９３．５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５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１３４９５．１　消防安全标志　第１部分：标志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　图形符号　术语

ＧＢ／Ｔ２５８９４　疏散平面图　设计原则与要求

ＧＢ／Ｔ２５８９５．１　水域安全标志和沙滩安全旗　第１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用水域安全标志

ＧＢ／Ｔ３１５２３．１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１部分：标志

ＧＢ／Ｔ３５４１３　应急导向系统　评价指南

ＧＢ／Ｔ３８６０５　应急导向系统　疏散掩蔽用图形符号

ＩＳＯ７０１０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注册的安全标志（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ｓ—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ｌｏｕｒｓ

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ｇｎ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ｇｎ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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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应急避难场所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狊犺犲犾狋犲狉

在灾害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时，用于避灾人员就近紧急或临时避难的安全场所。

　　注：应急避难场所通常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等开阔场地，以及体育场馆、学校等公共建筑。

４　规划考虑的因素

在建筑物外设置和使用的应急导向系统又可称为自然灾害应急导向系统，能够为灾害影响区域内

的人们提供自然灾害的警示信息，并在灾害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时指引灾害影响区域内的人们迅速疏

散到应急避难场所或其他安全区域。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在规划阶段宜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ａ）　危险区的位置；

ｂ）　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和名称；

ｃ）　通往应急避难场所的疏散路线的位置；

ｄ）　救援设备设施的位置（医疗或消防等设施）；

ｅ）　能够完成应急疏散的设备设施（直升机、救生艇等）的位置；

ｆ）　应急通信设施的位置；

ｇ）　饮用水和能源供给等服务设施的位置；

ｈ）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上的辅助文字内容；

　　注：例如，在洪水淹没区域内，可在疏散路线导向标志上通过辅助文字给出该位置在海平面以上的高度信息或洪水

可达到的高度或深度等信息。

ｉ）　疏散路线标志上的辅助文字是否需要使用多种语言文字表达；

ｊ）　预警信息的发布方式（国家或当地的媒体、声音警报等）。

５　信息元素

５．１　图形符号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使用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优先从ＧＢ／Ｔ１０００１中选取，疏散掩蔽用图

形符号应从ＧＢ／Ｔ３８６０５中选取。表示自然灾害类型的图形符号参见附录Ａ。

５．２　安全标志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使用的安全标志应优先从 ＧＢ／Ｔ３１５２３．１、ＧＢ／Ｔ２５８９５．１、ＧＢ２８９４、

ＧＢ１３４９５．１等国家标准中选取。当国家标准中没有所需含义的安全标志时也可从ＩＳＯ７０１０中选取。

安全标志的使用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９３．５的相关要求。安全标志中的自然灾害警告标志参见附录Ａ。

５．３　文字

５．３．１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使用的文字应以中文为主，必要时可增加英文等其他语言文字。文字

表述应简洁、明确。文字中的序号或编号宜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５．３．２　中文应使用简体汉字。中文字体宜选用等线字体（例如黑体）。在使用英文时，英文字体宜选用

无衬线字体（例如Ａｒｉａｌ字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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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宜使用辅助文字增强安全标志的易理解性，与安全标志配合使用的辅助文字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９３．５

的相关要求。

５．４　方向箭头标志

５．４．１　方向箭头标志中的箭头符号应使用ＧＢ／Ｔ２８９３．３中规定的箭头类型Ｄ。方向箭头标志不应单

独使用，应与其他安全标志组合使用。

５．４．２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使用的方向箭头标志仅表示人的行进方向，不同指向的方向箭头标志

的含义见表１。

表１　方向箭头标志的含义

方向箭头标志 含义 方向箭头标志 含义

ａ）　从此处向前方行进

ｂ）　从此处穿过并向前方行进

ｃ）　从此处向上方行进

从此处向下方行进

ａ）　从此处向左上方行进

ｂ）　从此处向左前方行进

ａ）　从此处向右上方行进

ｂ）　从此处向右前方行进

从此处向左方行进 从此处向右方行进

从此处向左下方行进 从此处向右下方行进

５．５　适用性标记

５．５．１　当同一区域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时，某个应急避难场所可能仅适用于其中一种或

几种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难。此时，为了使避灾人员能够根据灾害类型选择正确的应急避难场所，应在疏

散路线导向标志或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上标明应急避难所适用或不适用的灾害类型。

５．５．２　自然灾害的类型宜使用辅助图形符号表示。必要时，可使用绿色标记“√”表示应急避难场所适

用于某种自然灾害类型的应急避难，使用红色标记“×”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不适用于某种自然灾害的应

急避难。

５．５．３　为了避免适用性标记影响图形符号的辨认，适用性标记不宜与表示自然灾害类型的辅助图形符

号重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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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导向要素

６．１　导向要素的类型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应由以下４种导向要素构成：

ａ）　警告标志：用于警示当地处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内；

ｂ）　疏散平面图：用于展示观察者当前所在位置与应急避难场所之间的地理关系，同时提供疏散路

线和应急避难场所的相关信息、救援和应急疏散所必需的设备设施的位置信息等；

ｃ）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用于提供去往最近应急避难场所的行进方向的有关信息；

ｄ）　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用于设置在应急避难场所的显著位置，表示该场所是能够躲避某种类

型自然灾害的安全场所。

６．２　警告标志

警告标志应设置在可能受特定类型自然灾害影响的位置或区域。当警告标志带有辅助文字时，辅

助文字应给出该标志的含义，当辅助文字中使用英文时，宜包含“Ｗａｒｎｉｎｇ”字样。图１给出了警告标志

的示例，警告标志的设置示例参见附录Ｂ中图Ｂ．１。

图１　警告标志示意

６．３　疏散平面图

６．３．１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使用的疏散平面图应至少包括图名、主图和图例三部分。图名中应包

含疏散平面图所针对的自然灾害类型，例如“洪水疏散平面图”。宜在图名区域使用表示信息服务的图

形符号“ｉ”以增强疏散平面图的醒目性。

６．３．２　建筑物外设置的疏散平面图的设计宜符合ＧＢ／Ｔ２５８９４的设计要求。

６．３．３　疏散平面图应给出以下信息：

ａ）　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

ｂ）　观察者当前所在的位置（例如“您在此”）；

ｃ）　疏散路线的位置。

６．３．４　疏散平面图宜给出以下信息：

ａ）　救援和应急疏散所必需的其他设备设施的位置；

ｂ）　地标性建筑的位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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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使用警告标志或颜色等手段标注的危险区域；

ｄ）　其他方面的警示信息等。

图２给出了疏散平面图的示例，疏散平面图的设置示例参见图Ｂ．２。

图２　疏散平面图示意

６．４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

６．４．１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应由表１所示的方向箭头标志和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组成，可根据需要带有表

示该应急避难场所适用性的辅助图形符号及适用性标记。

６．４．２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上的信息应简洁和清晰，以便避灾人员在紧急疏散过程中能够迅速识读标志

信息并沿着疏散路线快速撤离。

６．４．３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上可给出以下信息：

ａ）　与应急避难场所的距离；

ｂ）　应急避难场所的名称；

ｃ）　表示适用的或不适用的自然灾害类型。

图３给出了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的示例，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的设置示例参见图Ｂ．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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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犫）

图３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示意

６．５　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

６．５．１　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上应使用表示应急避难场所的安全状况标志。

６．５．２　当应急避难场所位于的区域内有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时，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上应

包含辅助图形符号，通过辅助图形符号表明该应急避难场所适用的自然灾害类型或不适用的自然灾害

类型。图４给出了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的示例，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的设置示例参见图Ｂ．４。

图４　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示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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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设置原则和要求

７．１　显著性

７．１．１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的导向要素应设置在视野中较显著的位置。

７．１．２　导向要素在其设置的背景环境中应突出和醒目，导向要素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应保持其可识

别性。

７．２　连续性

７．２．１　为确保将避灾人员安全指引到目的地，导向要素应按照一定间隔连续设置。尤其在道路交叉口

处，应通过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的设置指示出疏散路线的正确前进方向。

７．２．２　连续设置的疏散路线导向标志，应确保避灾人员在当前标志位置时能够看到下一个标志。

７．３　耐久性

７．３．１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的导向要素在预期使用环境条件中应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７．３．２　确保导向要素的耐久性宜考虑如下影响因素：

ａ）　标志板基材的耐久性；

ｂ）　颜色的选择和耐光性；

ｃ）　抵御反复清洁导致的磨损；

ｄ）　防水性能；

ｅ）　抵御海水喷溅引起的腐蚀；

ｆ）　阻燃性能；

ｇ）　标志配件的类型和适宜性；

ｈ）　抗风压性能；

ｉ）　耐紫外线和潮湿的性能等。

７．４　设置位置

在设置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时：

ａ）　应使导向要素在其所设置的背景环境中突出和醒目；

ｂ）　同类型导向要素的安装高度宜保持一致；

ｃ）　在安装位置上，导向要素本身不应带来任何潜在的风险；

ｄ）　应确保导向要素的可见性和清晰性；

ｅ）　导向要素前方不宜存在障碍物，以便视力不好的观察者可以走近察看；

ｆ）　在观察者的视野盲区内或不便竖立疏散路线导向标志的位置，可将个别疏散路线导向标志设

置在地面上，此时需要考虑到雨雪天气对地面标志可见性的不利影响。

７．５　安装高度

导向要素安装高度可分为三类，宜分别符合以下要求：

ａ）　低位：安装在地面上或不超过地面以上０．３ｍ的位置。

ｂ）　中位：安装高度介于低位和高位之间，即地面以上大于０．３ｍ且小于１．８ｍ范围内的位置。其

中，视线的水平高度位置约为１．６ｍ。

ｃ）　高位：安装在地面以上不小于１．８ｍ的位置。

　　注：安装高度指从地面到标志或标记下边缘的高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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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光源

７．６．１　夜晚条件下，为确保导向要素的可识别性，导向要素可使用磷光材料、借助外光源或使用内置光

源。当使用人造光源时，应考虑到自然灾害发生时电力供应可能中断的情形。

７．６．２　日光条件下，导向要素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９３．４的要求。黑暗环境中，磷光

材料发射光颜色的分类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９３．４的要求。

７．６．３　应避免使用显色性较差的光源。例如，使用低压钠灯的路灯由于显色性较差，不适合作为应急

导向要素的照明光源。

８　评测和维护

８．１　评测

８．１．１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设置完成后，宜对整个应急导向系统进行评测，以确保建筑物外应急导

向系统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８．１．２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的评测宜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１３给出的原则和程序。

８．２　维护

８．２．１　应定期对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进行清洁和目视检查，严重损坏或褪色的标志应予以更换，不

再需要的标志宜及时拆除。

８．２．２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的维护周期应按照相应的规范或规章执行。当没有规定时，维护周期宜

至少每年一次。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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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警告标志和辅助图形符号

　　图Ａ．１所示是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ＧＢ／Ｔ２４３６２—２００９（Ａ０１）：应急避难场所

图犃．１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表Ａ．１给出了常见自然灾害类型的警告标志。

表犃．１　警告标志

序号 警告标志 名称 说明

１
当心洪水

Ｗａｒｎｉｎｇ；Ｆｌｏｏｄ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２
当心泥石流

Ｗ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３
当心滑坡

Ｗａｒｎ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４
当心龙卷风

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ｒｎａｄｏ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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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警告标志 名称 说明

５
当心活火山

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６
当心海啸

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ｓｕｎａｍｉｈａｚａｒｄｚｏｎｅ
ＧＢ／Ｔ２５８９５．１—２０１０（５１４）

　　表Ａ．２给出了表示常见自然灾害类型的辅助图形符号。

表犃．２　辅助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含义

１
洪水

Ｆｌｏｏｄ

２
泥石流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３
滑坡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４
龙卷风

Ｔｏｒｎａｄｏ

５
火山

Ｖｏｌｃａｎｏ

６
海啸

Ｔｓｕｎａｍｉ

　　注：附录Ａ中给出的安全标志和图形符号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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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建筑物外应急导向要素的设置示例

　　图Ｂ．１～图Ｂ．４给出了建筑物外应急导向系统中各种导向要素的设置示意。其中，图Ｂ．１所示是设

置在山脚下路旁的泥石流警告标志，图Ｂ．２所示是设置在路旁显著位置的疏散平面图，图Ｂ．３所示是在

立柱和路面上连续设置的疏散路线导向标志，图Ｂ．４所示是设置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标志。

图犅．１　警告标志设置示意 图犅．２　疏散平面图设置示意

图犅．３　疏散路线导向标志设置示意 图犅．４　应急避难场所位置标志设置示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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