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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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安徽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安徽

省应急管理信息中心）、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玉红、丁斌、魏文斌、马涛、郑思亮、谢辉、徐贵强、刘刚、沈磊、杨中建、

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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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

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制定。根据建设安徽省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规范和规定。 

制定本文件的目的是规范和指导安徽省危险化学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提高建设水平和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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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徽省危险化学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总则、机构配置及人员配备、基础设施、

应急救援物资、培训训练、综合管理的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安徽省危险化学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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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9  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 

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AQ/T 3043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管理人员培训及考核要求 

AQ/T 3052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 

GBZ 221  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 

SY/T 6772  气体防护站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0077、GB 24539、GBZ 221、AQ/T 3043、AQ/T 3052、 SY/T 677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4  总则 

4.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规划和布局应根据危险化学品企业（单位）、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现有应急救援资源的分布情况，在所属企业或所在化工园区内或就近建立。 

4.2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可依托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企业（单位）单独或就近联合建立，或

由所在地政府、化工区（工业园）建立，或由具备危险化学品救援能力的相关单位建立。 

4.3  危险化学品企业救援队伍配备的应急救援物资应满足服务范围内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的需要，且

具备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 

4.4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按照救援能力分为一、二、三级。一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

能力应满足第一类危险化学品单位事故救援需要，二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能力应满足第二

类危险化学品单位事故救援需要，三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能力应满足第三类危险化学品单

位事故救援需要。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别划分方法，应符合附录 A 表 A.1 的规定。 

5  机构配置及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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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机构配置 

5.1.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组织机构设置应能够保障实现消防救援、有毒有害气体防护、工程

抢险、应急救援指挥等功能以及队伍日常管理需要。 

5.1.2  一、二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职能科室应不少于 2 个，负责战训、技术装备管理、

培训等。 

5.1.3  三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战训、技术装备管理、培训等。 

5.2  人员配备 

5.2.1  一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设队长 1 人，副队长 2 人，技术负责人 2 人，并配备必要的工作

人员，可执行 24 小时值班。 

5.2.1  二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设队长 1 人，副队长 2 人，技术负责人 1 人，并配备必要的工作

人员，可执行 24 小时值班。 

5.2.3  三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设队长 1 人，副队长 1 人，工程技术人员 1 人，并配备必要的工

作人员，可执行 24 小时值班。 

5.2.4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队长、副队长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化工相关

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化工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及初级职称。 

5.2.5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应急救援指挥员。一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

急救援指挥员应不少于 10 名，二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指挥员应不少于 6 名，三级危险

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指挥员不少于 4名。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挥员应熟悉危险化学品应急救

援业务及相关知识，从事危险化学品相关救援工作 5 年以上，经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5.2.6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队长、副队长，技术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应取得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指挥员资格。 

5.2.7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员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有技术专

长及经验丰富的人员，可在 45 周岁以下）。 

5.2.8  应急救援队伍人员配置至少按 2 班计，一级应急救援队伍不少于 102 人，二级应急救援队伍不

少于 58 人，三级应急救援队伍不少于 36 人。 

5.2.9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救援范围涉及有毒有害气体的，应按照 SY/T 6772 的要求设立气体防

护站，配备必要的人员。 

6  基础设施  

6.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的基础设施配置应能满足队伍运行管理及保障的需要。 

6.2  业务用房包括：值班室、办公室、业务培训室、装备维修室等。 

6.3  辅助用房包括：宿舍、淋浴房、食堂、车库、配电室、抢险救援器材仓库、训练器材库等。 

6.4  一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础设施至少应有值班室、办公室、会议室、培训室、训练场所和

训练设施、车库、应急救援物资库。 

6.5  二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础设施至少应有值班室、办公室、训练场所和训练设施、车库、

应急救援物资库。 

6.6  三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础设施至少应有值班室、训练场所和训练设施、车库、应急救援

物资库。 



DB34/T 4019—2021 

3 

6.7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救援范围涉及有毒有害气体处置的，应按照化工企业气体防护站工作和

装备标准的要求，配备气瓶充气室和空气呼吸器维修室。 

7  应急救援物资 

7.1  应急救援物资配备   

7.1.1  本文件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的最低要求，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可

根据实际情况增配应急救援物资的种类和数量。 

7.1.2  应急救援车辆及其装备配备标准，见附录 B 表 B.1～表 B.5。 

7.1.3  专用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标准，见附录 B表 B.6～表 B.9。 

7.1.4  应急救援队伍个人专业防护装备配备标准，见附录 B 表 B.10。 

7.2  档案库建设 

各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建立服务区域内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础信息库，内容包括： 

a) 本企业或服务区域内重点企业的生产、储运等基本情况； 

b) 本企业或服务区域内主要危险装置、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c) 事故救援所需的各类技术人员和专家情况； 

d) 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类型； 

e) 重点企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f) 相关救援装备器材； 

g) 危险化学品相关安全技术信息； 

h) 事故和救援案例； 

i) 服务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和主要建构筑物情况。 

8  培训训练 

8.1  培训 

8.1.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人员的培训应符合 AQ/T 3043 的规定。 

8.1.2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挥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实施应急指挥应遵守 AQ/T 3052 的要求。 

8.1.3  应急救援装备的使用、维护、维修人员应实行专业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8.1.4  专职消防车辆驾驶员除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外，还应通过车辆消防系统的操作培训，持证上岗。 

8.1.5  气防员应持证上岗；气瓶充装人员应持国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上岗。 

8.1.6  应急救援队员应经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培训主要内容包括： 

a) 应急救援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b)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c) 个体防护器材的使用和安全防护措施； 

d) 应急装备、器材操作规程和实操能力； 

e) 异常情况的鉴别和事故处置基本技术要求； 

f) 事故处置过程中的自救、互救知识； 

g) 应急通信联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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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危险化学品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 

8.2  训练 

8.2.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训练应包括列队训练、理论培训、技能训练、体能训练、应急救援演

练、心理适应性训练等。 

8.2.2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员身体条件参照 GBZ 221 的规定执行，每年应进行基础体能测试。基础

体能测试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见附录 B 表 B.11。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员基础体能必测项目应

全部达标。 

8.2.3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每月至少组织 1 次实战应急救援演练训练，并进行战评总结。 

8.2.4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每季度至少组织 1 次全体人员参加的心理适应训练。 

8.2.5  设立气防站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编制气防员训练方案、气防事故预案，单独或结合其

他演练进行实战演练。 

9  综合管理 

9.1  队伍及设施、应急救援物资管理 

9.1.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建立健全队伍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制定并严格执行战备值班管

理、计划管理、技术竞赛、业务训练培训、装备设施维护保养、救援演练、信息报送、接警出警、事故

救援总结、技术资料档案等管理制度。 

9.1.2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处置规程、危险化学品安全防护技术

规程、应急装备安全操作规程，并发放到每个岗位。 

9.1.3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每月对装备器材进行性能测试，每季度对车辆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

完好。 

9.1.4  气防站应每季度对气防器材进行 1 次检查，做好检查记录。空气呼吸器气瓶备用压力应不低于

24 MPa。 

9.2  制度管理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及时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进行修订： 

a) 当国家有关应急救援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废止、修订或重新颁布时； 

b) 当服务区内应急救援对象的生产工艺、技术路线和装置、储存设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  

c) 当应急救援演练或实战，发现制度、规程有严重缺陷时； 

d) 当采用新的救援技术、装备时。 

9.3  记录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应建立健全战备值班、各种会议、接警出警、业务培训、安全技术工作、

科目训练、救援演练、装备器材、事故管理、事故救援执行情况等工作记录、台帐，具体包括但不限以

下内容： 

a) 值班记录； 

b) 应急救援、救护工作日志（接处警记录、事故处理记录）； 

c) 培训记录； 

d) 演练训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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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训练应急器材装备应当登记造册，并建立使用维护台帐，技术装备检查维护登记簿； 

f) 会议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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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别划分方法 

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别根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级

别划分，见表A.1。 

表 A.1  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别划分依据 

企业规模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级别 

一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二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三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四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从业人员(X)人： 

20≤X＜300， 

营业收入(Y)万元： 

300≤Y＜2000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三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三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三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从业人员(X)人： 

300≤X＜1000， 

营业收入(Y)万元： 

2000≤Y＜40000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三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从业人员(X)人： 

X≥1000， 

营业收入(Y)万元： 

Y≥40000 

第一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第二类 

危险化学品单位 

注1：企业规模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 

注2：没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可作为第三类危险化学品单位。 

 

 

 

 

 



DB34/T 4019—2021 

7 

附录 B 

（资料性） 

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与配置要求 

B.1  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车辆数量配备要求，见表 B.1。 

表 B.1  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车辆数量配备要求 

 

B.2  应急救援队伍常用应急救援车辆品种、数量配备要求，见表 B.2。 

表 B.2  应急救援队伍常用应急救援车辆品种、数量配备要求 

 

 

 

 

应急救援队伍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抢险救援车辆数量 ≥12 ≥8 ≥4 

序号 设备名称 一级应急救援队伍 二级应急救援队伍 三级应急救援队伍 

1 

灭火抢险

救援车 

水罐或泵浦抢险救援车 

4 3 
2 

2 水罐或泡沫抢险救援车 

3 干粉泡沫联用抢险救援车 * 

4 干粉抢险救援车 1 * -- 

5 
举高抢险

救援车 

登高平台抢险救援车 

1 

* -- 

6 云梯抢险救援车 -- -- 

7 举高喷射抢险救援车 * -- 

8 

专勤抢险

救援车 

 

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1 1 1 

9 气防车 1 1 1 

10 
排烟抢险救援车 

或照明抢险救援车 
* * -- 

11 
危险化学品事故抢险救援车

或防化洗消抢险救援车 
1 1 * 

12 通信指挥抢险救援车 1 -- -- 

13 供气抢险救援车 * -- -- 

14 
后勤抢险

救援车 

自装卸式抢险救援车 

（含器材保障、生活保障、

供液集装箱） 

1 1 -- 

15 
器材抢险救援车 

或供水抢险救援车 
1 1 -- 

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配置，本指南不作规定； 

“--"本指南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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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应急救援车辆的技术性能要求，见表 B.3。   

表 B.3  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应急救援车辆技术性能 

 

B.4  应急救援队伍气防车内应急救援器材配备要求，见表 B.4。   

表 B.4  应急救援队伍气防车应急救援器材配备要求 

类别 装备名称 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车辆 气体防护车辆 

根据服务区内的有害气体种类和 

有害气体重大危险源来确定 

车辆类型 

辆 1  

每台 

气防 

车内 

装备 

工具 

空气压缩机 用于向气瓶内填充空气 台 1 备用 1 台 

超声波清洗仪 用于清洗空气呼吸器面罩 台 1  

移动供气源  套 2  

声光报警器  套 1  

应急照明  套 1  

空气充装泵  台 1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具 1具/人 空气瓶按 1：1 备份

防爆对讲机  部 3  

非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套 3  

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套 4  

防酸碱胶皮衣裤  套 1套/人  

生氧式防毒面具  个 10  

有毒、可燃气体检测仪 组合式 个 1个/人  

分析仪器 

（包括有毒可燃检测仪、 

测爆仪、测氧仪） 

 台 

可燃、有毒 

检测仪 

各2台 

根据企业或服务区内 

可燃有毒气体的 

种类配备 

被褥  套 2  

折叠担架  付 2  

急救包  个 1  

安全绳 50 米 组 2  

救生绳 50 米 组 2  

技术性能 一级应急救援队伍 二级应急救援队伍 三级应急救援队伍

发动机功率/kW ≧191 ≧132 ≧132 

比功率/kW/t ≧10 ≧8 ≧8 

水罐抢险救援车 

出水性能 

出口压力/MPa 1 1.8 1 1.8 1 1.8 

流量/L/s 60 30 40 20 40 20 

水罐抢险救援车出泡沫性能/类 A,B A,B B 

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起吊质量/kg ≧5000 ≧3000 ≧3000 

牵引质量/kg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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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续） 

类别 装备名称 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每台 

气防 

车内 

装备 

工具 

防爆灯 充电式，200 米距离 个 2  

救援绳 钢丝芯 付 1  

自紧式绞盘  个 1  

通讯 

器材 
报警专用电话  部 1  

 

B.5  应急救援队伍工程抢险车装备配备要求，见表 B.5。 

表 B.5  应急救援队伍工程抢险车装备配备要求  

类别 装备名称 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车辆 抢险救援车  辆 不少于1  

装备 

工具 

隔热服  套 1套/人 1用1备 

非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轻型防化服） 
 套 1套/人 

1用1备 

满足 GB 24539 的技术要求

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重型防化服） 
 套 1套/人 

1用1备 

满足 GB 24539 的技术要求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套 1套/人 
配备 

空气瓶1个/套 

耐酸碱、耐热手套  付 1套/人 1用1备 

有毒可燃气体检测仪  台 
可燃、有毒 

检测仪各2台 

根据企业或服务区内 

可燃有毒气体的种类配备 

防爆对讲机  对 1  

消防水带  根 10  

开花水枪  把 1  

剪切扩张二用钳  把 1  

液压破拆工具组 灾害现场破拆作业 

套 

 

1 

 
 

无齿锯 切割金属和混凝土材料 

机动链锯  

手动破拆工具组  

汽油抽水机  台 1  

拖线盘  只 2  

防爆工具  套 2  

内封式堵漏袋  套 1  

外封式堵漏袋  套 1  

捆绑式堵漏袋  套 1  

钢带堵漏工具  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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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续） 

类别 装备名称 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注入式堵漏工具  套 2  

粘贴式堵漏工具  套 1  

气动吸盘式堵漏工具  套 1  

木制堵漏工具  套 1  

电磁式堵漏工具  套 2  

无火花工具 
易燃易爆事故现场的手动

作业，铜制材料 
套 1  

金属堵漏套管 
各种金属管道裂缝的密封

堵漏 
套 1  

阀门堵漏套具 管道断裂堵漏作业 套 1  

干电池手持钻  把 1  

防爆型头盔  个 1个/人  

排烟 

照明 

移动式排烟机 
灾害现场的排烟和送风，

配有相应口径的风管 
台 1  

移动照明灯组 
灾害现场的作业照明，照

度符合作业要求 
组 1  

坑道小型空气输送机   1  

移动发电机 灾害现场等的照明  1  

通信 

器材 

报警专用电话  部 1  

移动电话 易燃易爆环境应防爆 部 2  

对讲机 易燃易爆环境应防爆 部 2  

抢险救援车配置的个体防护用品，按每台车参加救援的人员数量配置。 

 

B.6  应急救援队伍救生物资配备要求，见表 B.6。  

表 B.6  应急救援队伍救生物资配备要求 

序号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或技术要求 配备 备注 

1 缓降器 高处救人和自救；安全负荷不低于1300 N，绳索防火、耐磨 2套  

2 逃生面罩 灾害事故现场被救人员呼吸防护 10个 备份10个 

3 折叠式担架 
运送事故现场受伤人员；为金属框架,高分子材料表面质材，

便于洗消，承重不小于100 kg 

1架 

 
 

4 救援三角架 
高处、井下等救援作业：金属框架，配有手摇式绞盘，牵引

滑轮，最大承载 2500 N，绳索长度不小于 30 m 

1个 

 
 

5 救生软梯 登高救生作业 1条  

6 安全绳 灾害事故现场救援，长度 50 m 2组  

7 救生绳 救人或自救工具，也可用于运送消防施救器材，长度 50 m 2组  

8 医药急救箱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等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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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应急救援队伍输转物资配备要求，见表 B.7。 

表 B.7  应急救援队伍输转物资配备要求 

序号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或技术要求 配备 备注 

1 输转泵 吸附输转各种液体；易燃易爆场所应为防爆 1台  

2 有毒物质密封桶 装载有毒有害物质；防酸碱；耐高温 2个  

3 吸附垫吸附棉 小范围内吸附酸、碱和其他腐蚀性液体 2箱  

4 集污袋 装载有害物质 2只  

 

B.8  应急救援队伍洗消物资配备要求，见表 B.8。 

表 B.8  应急救援队伍洗消物资配备要求 

序号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或技术要求 配备 备注 

1 强酸、碱清洗剂 手部或身体小面积部位的洗消 5瓶 酸碱环境下配备 

2 强酸、碱洗消剂 化学灼伤部位的洗消 2只 酸碱环境下配备 

3 洗消帐篷 消防人员洗消；配有电动充气泵、喷淋、照明等系统 1套  

 

B.9  应急救援队伍警戒器材配备要求，见表 B.9。  

表 B.9  应急救援队伍警戒器材配备要求 

序号 种类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或技术要求 配备 备注 

1 

警戒 

 

各类警示牌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警示 5套  

2 隔离警示带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双面反光 10盘 备用2盘 

3 手电筒 易燃易爆场所，防爆 1个/人  

4 对讲机 易燃易爆场所，防爆 4台  

5 手持扩音器 灾害事故现场指挥 2个  

 

B.10  应急救援队伍个体防护专业装备配备要求，见表 B.10。 

表 B.10  应急救援队伍个体防护专业装备配备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备注 

1 消防头盔 头部、面部及颈部的安全防护 1顶/人 4:1  

2 
非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轻型防化服） 

化学灾害现场作业时的躯体

防护 
1套/人 4:1 

1)以值勤人员数量确定 

2)至少配备2套,满足 GB 24539 

的技术要求 

3 
气密性化学防护服 

（重型防化服） 
重度化学灾害现场全身防护 4套/队 2:1 

1）满足 GB 24539 的技术要求

2）配备相应的训练用气密性化

学防护服 

4 灭火防护服 灭火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1套/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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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续） 

 

B.11  应急救援队伍队员基础体能测试要求，见表 B.11。 

表 B.11  应急救援队伍队员基础体能测试指标 

项目 
年龄 

18～24 25～29 30～34 35～39 40～ 

基础体能测试必测指标 

俯卧撑（次） 40 35 30 25 20 

1 分钟仰卧起坐（次） 40 35 30 25 20 

引体向上（次） 10 8 7 4 3 

100 m 跑 14″00 14″10 15″20 16″00 16″50 

3000 m 跑 13′30″ 14′10″ 14′50″ 16′00″ 18′00″ 

基础体能测试选测指标 

身体 

形态 

BMI 18.5～23.9 18.5～23.9 18.5～24.2 18.5～25.0 18.5～26.0 

体脂百分比（％） 11.0～13.5 11.3～14.4 11.3～15.2 11.5～15.4 11.9～16.0 

腰臀比 0.74～0.80 0.75～0.83 0.75～0.88 0.76～0.90 0.77～0.91 

生理 

机能 

台阶试验指数 85 75 70 65 60 

肺活量（ml） 4250 4100 4000 3800 3700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备注 

5 避火防护服 
进入火焰区短时灭火或关阀

作业时的全身防护 
1套/人 3:1  

6 隔热防护服 强热辐射场所的全身防护 1套/人 3:1  

7 防静电内衣 

可燃气体、粉尘、蒸汽等易燃

易爆场所作业时的躯体内层

防护 

2套/人 4:1  

8 防化手套 手部及腕部防护 2副/人  
应针对有毒有害物质穿透性选

择手套材料 

9 防化靴 
事故现场作业时的脚部和小

腿部防护 

2双/人 

 
4:1 易燃易爆场所应配备防静电靴

10 安全腰带 登梯作业和逃生自救 2根/人 4:1  

11 
正压式 

空气呼吸器 

缺氧或有毒现场作业时的呼

吸防护 
1具/人 5:1 

1) 以值勤人员数量确定 

2)备用气瓶按照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总量 1:1 备份 

12 
佩戴式 

防爆照明灯 
单人作业照明 1个/人 5:1  

13 轻型安全绳 救援人员的救生、自救和逃生 1根/5人 4:1  

注1：表中“备份比”是指应急救援人员防护装备配备投入使用数量与备用数最之比。 

注2：根据备份比计算的备份数量为非整数时向上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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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体能测试选测指标 

身体 

素质 

握力（kg） 50 48 45 42 38 

腰背肌力（kg） 120 118 116 110 100 

纵跳（cm） 50 48 46 44 40 

坐位体前屈（cm） 46 44 42 40 38 

闭目单脚站立（s） 90 80 60 50 40 

注：台阶指数在海拔 3000 m 地区测量时，标准降低 10％，海拔高度每增加 100 m，标准再递减 1％。 

示例：在海拔 3200 m 时，标准降低 12％。在海拔 4000 m 以上地区考核时，标准降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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