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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防汛建设与管理规程》
解读

一、制定背景

目前，深圳市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域总面积近 50%，城市用地

日趋紧张，向地下拓展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定《规

程》，一是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

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践行“两个

坚持、三个转变”的理念，落实和细化国家、省市对地下空间防

汛工作的新要求。二是城市极端暴雨近年来呈现频发重发趋势，

国内部分城市出现多起地下空间水浸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

的财产损失。我市地铁、地下商场、停车场等地下空间密集，面

积超过 1 亿平方米，地下空间与地上建筑相比，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和特殊性，一旦发生水浸灾害，其破坏性更加严重。三是我市

部分地下空间防洪排涝标准偏低，抵御地水浸的防治措施不到

位、监测预警设施不足、应急物资储备配备参差不齐、应急预案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水浸灾害风险较高。四是对于地下空间防

汛工作，现有的规程规范侧重于规划建设方面，对防汛应急管理

措施的指导不足，具体要求偏少。

二、目的及意义

《规程》对当前城市地下空间防汛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具

体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明确地下空间洪涝灾害防治措

施、日常管理、监测预警、应急预案、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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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的储备配备要求，全方位提升地下空间防汛综合能力；为地

下空间权属单位或管理单位完善设施建设、优化管理体系和提高

抢险救援能力等方面提供科学指导，有效应对可能面临的灾害风

险。

《规程》的发布实施补强了地下空间利用程度加深后相关制

度和能力建设的空白；为新建、改建、扩建地下空间的防汛工程

规划建设及防汛管理提供依据、为政府监督管理提供支撑；促进

提高地下空间防洪排涝建设标准，规范地下空间防汛管理，不断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规程》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市基层应急能力，

增强地下空间抵抗自然灾害的韧性，切实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主要内容

本文件坚持科学性、地方性、规范性、协调性的原则进行编

制，主要包括 11 个章和 1 个附录。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

行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规程的内容和适用对象，指明规程的适用范

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列出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内容，包括以下标准：GB

50108—20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689—2011 《通

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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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 51158—2015 《通讯线路工程设计

规范》。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规程编制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地下

城市空间、地下空间地面连通口、设计防汛水位、安全设防高程、

防汛工程、地下空间利益相关者、河道管理范围。术语和定义的

确定主要是根据规程的标准化对象，采用内涵定义的形式，使用

陈述性条款给出。

（四）地下空间的分类及防护等级划分

本章节根据功能特性对地下空间进行分类，结合深圳市的实

际情况，共分为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地下公共服

务设施、地下物流仓储设施四大类。同时根据地下空间的规模、

功能及其对社会经济保障的重要性，并结合各行业的现行标准，

对地下空间防护等级进行划分，以便在本文后续章节中对其进行

针对性的分级分类管控，提出不同的建设和管理要求。

（五）防汛工程本体安全

本章节基于地下空间的建设提出相关技术要求。其中，在总

体要求中对地下空间在选址、建设、防汛设施的选用、地面连通

口的布置等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对设计阶段关于设计洪水、

涝水、潮水以及洪、涝、潮的遭遇分析提出了相关规定。此外，

本章节分别就地下空间常规的挡水设施、排水设施、应急设施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明确了地下空间安全设防高程的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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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各参数的选用原则、抽排流量的计算公式。

（六）监测预警

本章节规定了地下空间监测预警的基本要求及建设内容，并

对监测预警的通讯设施、通讯设备、信息化及预警预报的信息内

容以及信息传播媒介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防护等级为 I 级的地

下空间监测预警内容应包括实时视频监控、连通口处地面水位监

测及地下空间实时水深监测；地下空间防汛设施管理应建立基础

信息、安全监测、视频监视、预警、防汛视频会商等子系统，传

播的媒介包括有线电视、广播警报、网络公布、短信服务、光电

公告牌提示等。

（七）日常管理

本章节在一般规定当中规定了地下空间权属单位或管理单

位应做好地下空间设计及建设过程资料归档、编制应急预案、建

立防汛物资管理台账、定期组织开展汛前、汛后检查、做好防汛

物资特别是挡水设施的存放和管理。在日常管理中，要构建日常

管理体制，地下空间权属单位或管理单位应组建防汛安全管理机

构，明确责任主体、责任人及其任务和职责，编制相关管理制度。

在培训、演练及公众宣传方面，对频次、内容、方式提出了具体

要求和建议。

（八）应急资源

本章节针对地下空间应对防汛突发险情时的救援队伍、应急

物资及防汛装备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救援队伍方面，明确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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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建、人员配备、物资装配的要求，并对救援队伍的管理、培

训及演练作出了规定。在应急物资和防汛装备方面，按照地下空

间不同的防护等级提出了相对应的物资种类配置要求。

（九）应急预案

本章节就应急预案的防汛组织体系、预警级别划分、预警响

应行动、预案内容、预案培训和演练、预案备案提出了具体规定。

同时，针对不同的预警细化了值班值守、预警预报、巡查检查及

应急抢险的相关要求。

（十）应急处置

本章节明确地下空间应急处置的编制内容，规定了应急处置

的应用场景，提出了突发情况下信息报送、处理及发布的具体要

求。应急处置方案的应用场景应包括雨洪倒灌、地面洪水入侵、

排水设施失效、撤离过程出现踩踏或滞留事件、供电和通风系统

故障等。

（十一）防汛能力提升

本章节对地下空间权属单位或管理单位以及应急管理部门

在灾后的救灾救济、抢险救援工作提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灾后

防汛工作评价的内容及报送要求。

（十二）附录 A：地下空间防汛安全评估编制大纲

本附录对地下空间防汛安全评估报告编制的大纲、内容及相

关要求提出了规定。

四、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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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深圳市应急管理

局、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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