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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9_87_8D_

E5_BA_86_E5_B8_82_E5_c61_451318.htm 一、项目背景 吴家农

副市长主持召开市防震减灾工作研究会议第三次会议，就进

一步做好2007年全市防震减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根据会议

精神，由市规划局牵头，市地震局，市预案办等有关部门和

单位配合，制定城市突发公共事件防灾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

划。 在市规划局的委托下，由市规划研究中心承担了该专项

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心项目组经过大量的文献查阅、现场调

研，历时9个多月的辛苦工作，已成功通过项目评审，并获得

了市规划局及市级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肯定。 二、研

究目的 该专项规划目的是提高重庆市防灾应急能力，促进城

市建设与应急减灾能力的协调发展，完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机制，满足重庆市主城区安全保障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

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我市社会稳定，为重庆经济社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重庆提供安全保障。 三、内容简介 从规

划层次上来讲，是《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的

专项规划，是城市防灾内容的深化和细化。指导编制主城区

突发公共事件防灾避难场所分区规划，同时对市域范围内各

区县突发公共事件防灾避难场所规划具有示范意义。 该专项

规划从场所布局、配套设施、救援通道、三方面着手，建立

了系统的防灾避难场所规划标准体系。场所布局方面，结合

人口密度、用地条件、服务半径等各种因素，提出了市、区

、社区三级的避难场所标准。配套设施上，明确指出不同等



级避难场所应配备的各项设施，并就各项设施的布局原则进

行了细化。在救援通道上，依据现有城市道路资源，选择适

当的道路，并加以改造和优化，形成网络。同时结合城市形

态，以水陆空立体交通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完善的立体救援

通道系统。同时，该规划抽出公园、广场、大学、中小学、

高尔夫球场等不同类型避难场所进行了示范性的布局设计。

在保障措施方面，更是明确了各级单位部门在避难场所建设

、维护、使用方面的中应起的作用。 鉴于国内在避难场所规

划方面可参考的资料缺乏，即使是北京和深圳等发达地区也

仅编制了规划纲要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划研究。因而重庆

市在编制完本专项规划以后，不仅对本地区具有较高的实践

意义，同时对全国范围内避难场所的规划编制工作也能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