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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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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升城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指导“平

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的设计，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沈阳市新建、改建和扩建“平急两用”

城郊大仓基地的设计。

1.0.3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平时”服务城市生活

物资中转分拨，“急时”可快速转换为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

中转调运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

1.0.4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设计除应符合本指南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辽宁省现行标准的规定。

1.0.5 新建建筑应按现行国家规范标准执行。既有建筑改建、

扩建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确有困难时不得低于原建

成时的技术标准并应通过专家论证。



2

2 术 语

2.0.1 城郊大仓基地 Suburban warehouse base

建造于城市郊区，集仓储、分拣、加工、包装、交易等

功能于一体的基地。

2.0.2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 "Both peacetime and

emergency time use" suburban warehouse base

包括物资中转调动枢纽、物资接驳和分拨基地。“平时”

服务城市生活物资中转分拨，“急时”可快速改造为应急物

资和生活物资中转调动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

2.0.3 三区三通道 Three areas and three channels

为满足城郊大仓“急时”基地应急物资接驳、调配和人

员隔离需求的功能布局。三区指外区、内区、缓冲区；三通

道指外来人员通道、本地工作人员通道、货物通道。

2.0.4 外区 Outer area

外来人员休息和“急时”隔离的区域。包括车辆消杀、

垃圾收集、污水处理、外来人员休息及配套用房、外来人员

临时隔离点和货物临时隔离区等场地和设施。

2.0.5 内区 Inner area

本地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区域。包括货车停放、物资装卸、

存储、分拣配送的物流作业、办公管理、后勤服务、本地司

机休息及配套用房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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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缓冲区 Buffer area

设于内区与外区之间的场所。包括货车甩挂、司机交换

场地、检验检疫和卫生通过等场地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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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宜利用中心城区周边的物

流园区、分拨配送中心、批发市场等存量设施。

3.0.2 城郊大仓基地建设宜按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原则

建设。应急转换时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选用当

地绿色建材产品，采用工业化装配式施工，满足应急防控的

需要。

3.0.3 城郊大仓基地“急时”应符合“三区三通道”要求，

合理划分基地功能分区，优化场内动线通道设计，实现闭环

管理的安全防范要求。

3.0.4 既有建筑进行应急转换改造前，应对场地和建筑物按

照“急时”使用功能要求进行评估，并对建筑物的安全性进

行检测，确保改造后符合“急时”使用要求。

3.0.5 城郊大仓基地的“平时”和“急时”建筑功能宜一致

或相近，并应根据转换前后功能要求进行包络设计，确保在

各种突发事件中发挥保障作用。

3.0.6 城郊大仓基地物流仓储场地规模较大时，宜设多个仓

储单元，便于分级响应。

3.0.7 主要机房、设备检修场所不宜设置在临时隔离区域内。

3.0.8 城郊大仓基地宜在内区设置货运直升机停机坪。

3.0.9 建筑材料应选用耐久、防水、环保性能较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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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造措施应科学合理，满足应急防控的使用要求。

3.0.10 城郊大仓基地建筑和场地在满足平时使用的基础上

宜考虑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平时的培训和应急演练等需求，

相关配套设施应能够满足日常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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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与总平面

4.1 选址

4.1.1 选址应符合沈阳市城乡规划要求，宜位于沈阳城郊临

近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交通枢纽节点和陆港、

空港等重点物流枢纽区域，宜避免临近居住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医院、体育场馆、大型商业等人员密集场所。

4.1.2 城郊大仓基地应位于地质条件良好、市政配套条件齐

备、交通便利、常年洪水位以上的地段，不应布局在危险品

仓储设施周边、地质灾害易发地段、能源走廊、生态敏感区、

水源保护区等不适宜建设范围。

4.1.3 选址应优先考虑地势较为平坦，视野相对开阔的场地，

便于紧急情况下直升飞机起降。

4.1.4 选址布局应坚持节约优先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存量建

设用地资源，优化空间结构，提高空间复合利用效率。

4.2 总平面

4.2.1 城郊大仓基地“急时”总平面应符合“三区三通道”

的要求，各区之间的边界应有明显标识和物理隔离设施。

4.2.2 “急时”外区人员和内区人员出入口应完全分开，场

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处，宜面向不同方向。

4.2.3 “急时”货物应经过车辆消杀、消杀缓冲、检疫检验，

货车甩挂后进入内区存储场地；货物检疫检验异常时移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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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临时隔离区。

4.2.4 内区应靠城市主城区一侧，并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

的上风向。

4.2.5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设施应设置在外区的临时隔

离点附近，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内区宜设置生

活垃圾处置区域及垃圾转运通道。

4.2.6 选址应考虑用地“平时”的远期发展和“急时”的抗

灾冗余性，宜预留扩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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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外区

5.1.1 外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5.1.2 外区应设置外来人员休息室或休息区、外来人员和货

物临时隔离点及生活配套设施。

5.1.3 外区的临时隔离点应明确标识限制边界，并有防止无

关人员进入的实体隔离措施，外来人员或货物隔离时不宜过

夜。

5.1.4 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应设置临时隔离房间、隔离通道

以及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临时设施宜采用轻

型装配式建筑，以模块化方式组装，便于“急时”快速转换

使用。

5.1.5 人员临时隔离房间应以单间为主，宜配置独立卫生间。

5.1.6 隔离房间应设可自然通风外窗，阳台、窗户应具备隔

离转换时安装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的条件。隔离通道应具备自

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条件。

5.1.7 隔离房间的室内装修材料面层应满足耐擦洗、防腐蚀

及易维护的要求。

5.2 内区

5.2.1 内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置独立出入口。

5.2.2 内区应设置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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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场地及本地人员工作、休息区和生活配套设施。

5.2.3 内区仓储设计应按标准化、模块化设计，货物应分批

次分区堆放。

5.2.4 防疫物资场所应自成一区，并与其他货物保持一定的

防护距离。

5.2.5 应急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宜采用“智能化无人

操作”技术措施。

5.3 缓冲区

5.3.1 缓冲区设于外区与内区之间。

5.3.2 缓冲区应设置检验检疫、人员及车辆的卫生通过区、

货车甩挂区和司机交换场地。

5.3.3 卫生通过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通过区的工作人员进入和返回通道应严格分开；

2 工作人员进入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应经过更

衣、穿戴防护装备、缓冲等房间；

3 工作人员经由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工作准

备区，应经过一脱、二脱、缓冲等房间，设立单向作业流程；

4 物品运送车辆由外区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

内区时，应经过车辆消杀、消杀缓冲等区域；

5 二脱区域宜设置应急职业暴露处置间。

5.3.4 卫生通过区可采用一次建成，也可预留场地，采取集

装箱拼接或模块化快速搭建形式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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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封闭的卫生通过区的通道门应具有开启互锁功能。

5.3.6 物品运送车辆由外区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

内区时，应经过车辆消杀、消杀缓冲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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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0.1 城郊大仓基地应根据使用要求、地形地貌等地质条件

合理规划布局。不应建在抗震危险地段，不宜建在抗震不利

地段。

6.0.2 结构的安全等级和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应同时满足“平

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

6.0.3 应按“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确定荷载取值，

并进行包络设计，宜减少平急转换中的结构主体改造。

6.0.4 应对“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的建筑、装饰、

机电等专业的预留预埋做包络设计。

6.0.5 “急时”新增结构应遵循安全可靠、转换便捷、易于

恢复的基本原则。应采用方便安装的装配式结构，结构布置

宜标准化、模块化。转换结构构件应妥善保存，注意养护，

定期检查，如有损毁应及时更换。

6.0.6 “急时”新增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可按 5 年考虑，结构

安全等级可按三级考虑。

6.0.7 利用既有建筑改建、扩建时，应根据转换前后功能的

要求，对建筑物进行房屋安全性鉴定及抗震鉴定。

6.0.8 “急时”加建临时设施宜与原结构脱开，新建建筑基

础不应对原建筑造成较大的受力及变形的影响。临时设施宜

建在硬化地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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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急时”新增较重设备宜布置于建筑底层，振动性较

大设备宜独立于主体结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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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水排水设计

7.0.1 新建工程给水排水设计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急

时”给水排水系统不应影响“平时”功能使用。对于改建、

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给排水设施，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小的成本实施改造和建设，满足“急时”功能要求，并

兼顾后续恢复原建筑使用功能的需求。

7.0.2 给水排水系统宜按外区、内区和缓冲区分区设置。

7.0.3 接入外区、缓冲区的生活给水系统应依据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的有关规定，分析供

水系统产生回流污染的危险等级，并采取防止回流污染措施，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产生回流污染的风险较高时，应采用断流水箱供水

方式；

2 当改建项目采用断流水箱供水确有困难，且产生回流

污染的风险较低时，供水系统应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并

应满足供水压力要求。

7.0.4 外区、缓冲区的卫生器具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并应采

取防止污水外溅的措施。

7.0.5 外区、缓冲区的污废水在预消毒前不宜与内区的污废

水合并排放。

7.0.6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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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规定：

1 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应大于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规定值的 0.7倍；

2 地漏宜采用无水封地漏加 P 型存水弯，宜采用洗手盆

排水给地漏水封补水的措施；不经常排水区域的排水管道及

附件，应采取防止水封干涸的措施；

3 存水弯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且不大于 75mm。

7.0.7 外区、缓冲区排水系统的通气管出口应高于屋顶高空

排放，并预留安装空气净化消毒设施的条件。

7.0.8 接入预消毒池前的室外排水检查井应采用密封井盖，

通气管间距不大于 50m。

7.0.9 外区、缓冲区的空调冷凝水、消杀废水应统一收集，

设置水封排入室外污水管网。

7.0.10 污水处理应满足“急时”不同病原体的处理要求，并

应采用二级强化消毒处理，消毒剂投加设备宜设置备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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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

8.0.1 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考虑平急时建筑

使用类别，应在设计时预留“急时”所需排烟设施用房及排

烟管道位置，并应向结构专业提供“急时”设备、管道的荷

载要求。改建、扩建城郊大仓基地，应注意“急时”仓储性

质，并完善“急时”防排烟系统，且外区、内区、缓冲区的

排烟设施应独立设置。

8.0.2 新建仓储用房“平时”未设置供暖、空调设施，应根

据“急时”存储物资需求，预留增设所需供暖、空调设施的

条件。改建、扩建仓储用房“平时”未设置供暖、空调设施，

应根据“急时”存储物资需求，按需增设供暖空调设施。

8.0.3 仓储用房冬季、夏季室内温度按存储物资确定，各功

能房间室内设计温度宜为冬季 18℃~20℃、夏季 26℃~28℃。

8.0.4 外区、内区和缓冲区应分区设置独立的通风、空调系

统。

8.0.5 人员工作区宜设计新风系统，新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2

次/h；设置新风系统的隔离房间，新风量宜按 50m3/（h·人）

计算。

8.0.6 一脱、二脱、淋浴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送排风，并应控

制周边相通房间空气流向一脱房间；各脱衣室房间排风换气

次数不应小于 20次/h，室内气流组织应上送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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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一脱和二脱宜在门口 1.5m高度设微压差显示装置并标

示安全压差范围。

8.0.8 “急时”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室外排风口应高于屋顶高空排放，排风机入口应设置

净化消毒装置或高效过滤装置，如暂不安装，应预留增设净

化消毒装置或高效过滤装置的条件；

2 外区的排风机应设置在室外并设置于排风管末端；

3 “急时”排风机宜设置备用风机，且应能保证 24小时

不间断运行；

4 垃圾暂存间及污水处理等设施房间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排风系统的排风出口不应邻近人员活动区，排风宜经净化消

毒后出屋面高空排放；

5 室外排风口与新风进风口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或垂

直距离不应小于 6m，且排风出口不应低于进风口。

8.0.9 隔离房间的排风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隔离房间配套的卫生间应设置机械排风，排风量不低

于 12次/h，且排风量应大于房间人均新风量 150m3/h；

2 排风立管不应与送风立管共用竖井；各卫生间接至水

平干管的支风管上应设置止回阀，各层水平排风干管接入竖

井时应采用单独立管高空排放；

3 改建利用原有空调和排风系统时，独立卫生间排风量

不应小于 120m3/h且排风量应大于新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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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生间排风机宜集中控制。

8.0.10 仓储空间设置全空气空调系统时，新建项目应在空调

系统循环回风侧设置或预留消毒系统；改建、扩建项目应在

空调系统循环回风侧增设消毒系统。

8.0.11 外区走廊设置可开启自然通风窗时，外窗开启应设置

医务人员控制装置，未经医务人员许可不得开启。

8.0.12 隔离房间的送、排风支管上宜安装手动或电动密闭阀，

密闭阀的开关应方便操作并有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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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设计

9.0.1 城郊大仓基地应同时满足转换前后对负荷分级、供电

电源、供电容量等要求。

9.0.2 新建建筑按“平急两用”设计时，应具备应急状态下

的改造条件，预留相关转换接口。既有建筑改建、扩建设计，

应充分利用原有电气系统，确保转换方便快捷。

9.0.3 不满足“急时”转换时限要求的设施、设备和管线，

应于“平时”安装或预埋到位。

9.0.4 室外应预留箱式变电站、移动柴油发电车或箱式柴油

发电机组的位置。

9.0.5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应按外区、内区和缓冲区分区设置。

9.0.6 备用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设置自动和手动的

启动模式，在市电停电 30s内应自动启动并供电，容量应满

足所有特级负荷、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用电要求，连续供电

时间不小于 24h。

9.0.7 配电箱（柜）、控制箱（柜）宜设置在专用配电间或

设备机房内。

9.0.8 照明应兼顾“平时”与“急时”状态，“急时”状态

宜在重点区域设置专用照明灯具，并宜采用分区、分组的集

中控制方式。

9.0.9 应急照明应兼顾“平时”与“急时”状态，方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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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能化设计

10.0.1 “平急两用”智能化系统主要包括信息网络系统、通

信网络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公共广播系统、对讲系统、

应急响应系统等，系统设计应兼顾“平时”与“急时”，做

到技术适用、配置合理、安全高效，并符合电磁兼容的要求。

10.0.2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至少双路由进线，保证应急状态

下网络环境的正常运行。设置应急专用网络时，专用网络应

与公共网络物理隔离。应预留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疾控中

心、应急指挥中心、相关医疗机构等的专用通信接口。

10.0.3 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和无线 AP系统，

实现 4G 或 5G、WiFi 无线网络全覆盖，提供设备无线接入

网络的条件。

10.0.4 信息网络系统应按照区域化、模块化的架构设计，不

同区域（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应设置独立汇聚点，

每个区域设置网络汇聚交换机，并单独敷设光纤，在应急状

态下，按照划分区域新建组网。

10.0.5 公共广播系统应兼顾“平时”和“急时”状态。系统

宜按外区、缓冲区、内区功能分区划分广播回路，并宜在内

区设置公共广播系统音量调节装置及本地音源输入接口。当

发生火灾时应强制切换至消防应急广播状态。

10.0.6 城郊大仓基地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内区摄像机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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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异动侦测及联动公共广播喊话功能，入口处宜预留人脸识

别系统接口，人脸识别前端设备宜具有体温监测功能。

10.0.7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区域设置，采用非

接触式控制方式。宜与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等联动。

卫生通过区应设置互锁功能的门禁控制系统。隔离通道门宜

安装门磁或报警探测器，能在门开启时延时报警。对设置门

禁系统的消防疏散门等逃生设施应具备联动功能，当火灾等

紧急情况发生时自动解锁。

10.0.8 卫生通过区有穿戴和脱卸功能的房间内应设置双向

对讲系统，可实现穿戴和脱卸间内与本地控制室实时双向对

讲功能，对讲功能宜通过非接触式方式开启。内区应预留双

向对讲系统管线，宜在内区的管理室预留对讲主机使用的网

络通信点位和供电电源。

10.0.9 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于作业人员密集及污染

废气较多的临时隔离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采用集中和联

动控制及工作状态远程监测的方式。

10.0.10 智能化机房工程设计，应兼顾“平急两用”功能，

统筹考虑，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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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平急转换设计

11.0.1 “平急两用”设计应编制平急功能转换设计专篇，包

括平急两用设计说明（包含急时的建筑空间重新划分说明、

急时的管制要求等）、平急转换总平面图（图中标明建筑物

或构筑物急时可用区域范围或转换区域范围）、急时的人流

和车流路线图、平时运营设计图纸、急时隔离设计图纸及平

急转换、急平恢复的工程量、设备清单等。

11.0.2 “急时”设施宜一次建成验收，确有困难且施工周期

短的设施可预留接口，“急时”采用装配式部品安装施工。

11.0.3 “急时”应明确“三区三通道”的边界，边界应有物

理隔断或明显标识。

11.0.4 “平急”转换后的室内外导视牌标识应符合平急使用

场地导视牌标识要求。

11.0.5 “平急”转换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平急”转换时应充分利用原平面格局，便于复原可

逆；

2 “平急”转换时宜尽量沿用原有建筑构件；

3 应考虑应急状态下功能转换对楼面结构荷载的要求；

4 在原建筑外增设临时使用功能时，宜采用装配式模式

贴邻原建筑进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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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规范性文件名录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GB 51157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

《物流术语》 GB/T 18354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1334

《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4358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GB/T 24616

《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 GB/T 28581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估指标》 GB/T 30334

《物流园区统计指标体系》 GB/T 30337

《立体仓库货架系统设计规范》 GB/T 39681

《粮食物流园区总平面设计规范》 LS/T 8009

《自动化立体仓库设计规范》 JB/T 9018

《库区、库房防火防爆管理要求》 WB/T 1028

《关于印发大型隔离场所建设管理卫生防疫指南（试行）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2021〕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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