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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重
大公共安全系统建设迫
在眉睫•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加强航空应急
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应
急救援空域保障机制

• 应急管理部印发
《应急救援航空体
系建设方案》• 应急管理部组建

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完善应急救援空域保障机制。



应急管理部组建后的管理格局

应急管理部成立前，我国应急管理存在严重碎片化的问题。

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在应急管理机制、指挥协调体系、救援队伍及响应方面均有了较大提升。



应急管理分类、分级要求

我国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年11月施行

p 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p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
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
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006年1月实施

p 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
级：Ⅰ级（特别重大）、
Ⅱ级（重大）、Ⅲ级
（较大）和Ⅳ级（一般）

p 并依次采用红色、橙色、
黄色、蓝色来表示突发

事件预警分级。

突发公共事件

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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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响应主体：
I  级，由省政府报国务院启动；
II  级，省政府；
III  级，市政府；
IV  级，县政府 



应急管理分类、分级要求

国际上通常将航空应急救援按任务类型分为四类，其中自然灾害救援与事故灾难救援是我国航空应急救援
的主要应用领域

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此类航空应急救援占比大、

作业类型繁多，是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作业的主要应用领域

我国各类事故一直处于高发态势，航空应急救援在我国各

类工业事故及重大交通事故救援中具有极大的需求空间

我国不同突发事件占比



航空救援力量及其分工

我国航空应急救援现已形成国家力量为主、民间力量为辅的国家救援与企业救援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航空救援力量

军方 交通运输部
救助飞行队

警用航空机队 民间救援力量森林航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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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航空救援力量及其分工

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森林航空消防力量，包括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应急管理部北方航空护林总
站、森林消防局直升机支队等专业化航空消防力量

p 南北方航空护林总站重点进行组织协调，并由各地方航空护林

站主要承担森林消防任务的执行；

p 南方、北方航空护林总站总计年租用飞机近200架（次）

p 除森林消防任务外，各航空护林站还承担了包括地质灾害、抗

洪抢险等在内的各类灾害救援任务。

森林航空消防

南方护航空林总站

北方航空护林总站

森林消防局直升机支队

p 装备国产大型直升机18架

p 执行森林灭火、地震等航空

应急救援任务

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直升机支队



航空救援装备

与保障基础差距较大

应急救援

专业队伍严重缺乏

低空空域管理模式

制约航空救援响应效率

法律法规体系

与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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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导机制 设立工作领导机构 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 相关部门的职责与定位

2  协调机制 数据协同 空域协调 实景演练综合预案

3  救援力量
常规核心力量

（自有常备能力）
支援力量

（其他政府力量）
后备力量

（社会能力）



构建指挥响应体系

l 构建“垂直领导，水平管理”的

分层级航空应急救援指挥体系

l  形成“统一指挥、逐级上报”

的航空应急救援响应流程

建立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l 构建灾害监测、分析、预报、预警服务

平台，实现灾前、灾中、灾后全生命周

期动态管理

l 提升相关单位对突发灾害的分析、预警、

处置和服务能力

构建航空应急救援综合评估体系

l 灾害日常评估

l 灾害损失评估

l 灾后人员心理评估

l 救援实施后评估

完善安全防护体系

l 确保救援飞行安全

l 确保救援作业安全

l 保障人员防护安全



重视行业协会的综合能力

理顺社会力量救援参与机制

完善社会力量救援保障机制

l 引导社会力量有序高效参与救援行动

l 构建并完善社会力量沟通与动员机制

l 统筹社会力量信息化建设

l 建立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

l 明确航空应急救援社会力量常态化工作机制

l 提供基础设施使用、低空空域协调及配套保障等便利

l 付费机制

l 补贴、补偿机制

l 激励机制



规划“中心基地-区域基地-应急起降点” 三大层级 , 确定航空应急救援基地网络布局

：覆盖区域内各类应急救援需求，建

设成为航空应急救援网络中心节点。统筹协调各类可用救援资

源，发挥航空应急指挥调度作用。

：重点依托已有基础设施，包括通用

机场、应急基地、物资储备库等建设，接受航空应急救援中心

基地调配。

：根据需要，做好应急救援空地衔接的最后

一公里，实现航空应急救援的全覆盖与常态化运营。



机队

设备 物资
统一物资储备

快速及时调拨

水源调查更新

机载航空设备

救援任务设备

应急处置设备



救援机组队伍

专业技术队伍

特勤救援人员

可动员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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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担的救援任务

根据国家《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方案》，航空应急救援主要担负以下八类任务：

空中侦察勘测 空中指挥调度 空中消防灭火 空中紧急输送

参加国际救援空中应急通信空中特殊吊载空中搜寻救助



根据航空应急救援任务类型，以及我国灾害事故发生频次，航空应急救援主要应用场景为以下八类：

森林航空消防 地震灾害救
援

气象、地质
灾害救援 海上救援 矿山事故救

援
危化品安全
事故救援

交通事故救
援

公共卫生事
件救援



任务分解

灾情侦查

空中调度指挥

实施消防灭火

空运空投人员物资

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输入指标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灾情侦查

被困人员搜索与联系

被困人员转运

空运空投人员物资

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输入指标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灾情侦查

被困人员救助

空运空投人员物资

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建筑构筑物抢修

输入指标

河流

湖泊

台风登陆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海上灾情侦查

空中调度指挥

救援目标搜寻

遇险人员救助

空运空投人员物资

输入指标

海岸线长度

海洋灾害统计

海事灾害统计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灾情侦查

被困人员转运

空运空投人员物资

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输入指标

矿山密度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灾情侦查

人员疏散

伤员转运

火灾扑灭

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物资与人员精准投放

危害检测

2015年“8·12”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航拍

输入指标

重大危险源数量

危化品风险点

危险源企业

需求测算



任务分解

空中巡逻与搜索

救援人员与设备准备

空中调度指挥

直升机索降

高速公路现场医疗救援

直升机伤员运送

直升机空中医疗救治

输入指标

经济水平

路网密度

需求测算



根据公共卫生事件航空应急救援任务特征，将救援任务进行分解。

医疗物资转运

任务分解

医疗物资投送

喷洒消毒剂

空中巡查

空中广播

空中远程体温检测

病患运送

输入指标

人口密度

需求测算



将八大救援需求叠加，综合分析全省应急救援需求分布

29

森林消防

地震灾害

气象、地质灾害

矿山救援

危化品救援

交通事故救援

公共卫生事件

海上救援



全省三大需求区：中部山脉森林消防需求区、半岛综合性救援需求区、北部沿海危化品需求区。

30

森林消防

地震灾害

气象、地质灾害

矿山救援

危化品救援

交通事故救援

公共卫生事件

海上救援



需求分析 理论依据 现状条件 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合理化覆盖

中心地理论

颁证通用机场

航空护林站/基地

民用运输机场

专业应急救援中心

根据救援需求统筹各应急救援基地职能分工



01 03

全域规划 基地建设 设备集成 运行服务

02
机队

设备 物资

04

p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规划

p 通用机场、起降点布局

规划

p 各部门三年行动计划

p 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规划

p 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可研

p 通用机场及其服务设施

工程建设

p 救援机队建设

p 救援设备配备

p 应急物资储备

p 航空应急救援指挥平台、
响应平台

p 航空应急救援商业模式
设计

p 应急救援及其设备展暨
高峰论坛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