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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则与适用范围 

1.0.1  为降低新发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事件对成都市的潜在影响，提

升成都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韧性，指导成都市“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

储基地的建设，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成都市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

既有建筑经评估可改造利用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参照

本导则执行。  

1.0.3 “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平时”应满足城市生活物资中

转分拨需求，“急时”可快速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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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建设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

符合国家、行业、四川省及成都市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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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外区 

在“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以下简称“城郊大仓基地”）

中外来人员休息和临时隔离的区域，包括车辆消杀、垃圾收集、污水处

理、外地司机休息及配套用房、外来人员和货物临时隔离等区域。 

2.0.2  内区  

在城郊大仓基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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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缓冲区  

在城郊大仓基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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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0.4  三区三通道  

指为满足“急时”城郊大仓基地应急物资接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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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人员通道、货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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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0.1  城郊大仓基地建设应符合《成都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及仓储物流相关规划的要求。优先对存量仓储资源按“平急

两用”城郊大仓基地标准实施改造；统筹考虑市域内大型物流基础设施

布局和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合理规划新增“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 

3.0.2  城郊大仓基地“急时”应符合“三区三通道”要求。 

3.0.3  城郊大仓基地物流仓储场地宜按标准化、模块化、立体化原则

建设。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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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有条件的城郊大仓基地可设置货运直升机停机坪。 

3.0.6  推动绿色智慧化建设。提升城郊大仓基地机械化、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推广电动叉车、高层货架、密集型货架等新型配套装备，鼓

励建设智慧仓库。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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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设施在“平时”与“急时”的

使用过程中均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消防设施通用

规范》GB 5503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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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规范》GB 50222、《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 等现

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规范、标准。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为“平急两用”城

郊大型仓储基地设施，应符合《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成都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2022 版）》等相关规范及政

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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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要求 

4.0.1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应符合《成都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的要求。  

4.0.2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4.0.3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宜位于成都城郊，与航空、铁路、港口码头、

高、快速路出入口交通便捷的区域。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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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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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平面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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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断。（详见图 1）  

5.0.2 “急时”外区人员和内区人员出入口应完全分开，避免交叉。场

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宜设于地块不同方向通向城市道路。 

   

图 1 总平面功能区及流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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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急时”货物流线应经过车辆消杀、检验检疫、货车甩挂、司机

交换后进入内区储存场地。货物检疫检验异常时移至货物临时隔离区。 

(详见图 2） 

 

图 2 “急时”外区货物流线示意图  

 

5.0.4 “急时”外来人员检验检疫异常时，送至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

无异常时可至外来人员休息区。（详见图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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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新建项目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宜设在常年主导风的下风向。隔

离点与其他区域之间应设置不小于 20m 的卫生间距。 

5.0.6  内区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5.0.7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设施应设置在外区的临时隔离点，宜

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内区应设置生活垃圾处置区域及垃圾转

运通道。 

5.0.8  场地标高应高出市政道路标高，有洪涝风险的场地应采取可靠

的防洪、防内涝措施。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地面雨水分区排放。建

筑物室内地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场地标高，且高差不应小于 0.15m。 

5.0.9 “平急两用”各功能区宜预留扩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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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 筑 

6.1 外区 

6.1.1  外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6.1.2  外区应设置外来人员休息区、外来人员和货物临时隔离点及生

活配套设施。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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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临时隔离点应设置临时留观房间、留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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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建筑内“平时”“急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

门禁系统的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

打开。 

6.1.6  留观房间应以单人间为主，并配置卫生间，根据需要可设置少

量的家庭房间。 

6.1.7  留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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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新建项目留观房间室内装修面层材料应满足耐擦洗、防腐蚀和

易于维护的要求。踢脚不宜凸出墙面。室内面层不应选用布艺、地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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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应选用有织物表面的家具。改建项目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6.1.9  当留观点建筑为两层及以上时，宜设置专用的清洁电梯和污物

电梯。 

6.1.10  当留观点设有多个留观单元时，宜按每留观单元不超过 30 间

设置。 

6.1.11  主要机房、设备检修场所不宜设置在临时隔离区域内。 

6.1.12  有气密性要求的房间、区域边界隔墙应砌筑到梁底或楼板底。  

6.1.13  穿越有气密性要求隔墙的管线周边缝隙及槽口、管口应采用气

密性材料封堵。 

6.1.14  留观房间的空调系统宜采用各室独立空调形式。 

 

6.2 缓冲区 

6.2.1  缓冲区应设于内区与外区之间。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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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卫生通过区(详见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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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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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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运送车辆由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工作准备区时，

应经过洗消、缓冲等区域； 

5  二脱区域宜增加设置 1 个应急职业暴露处置间。 

       

图 4 人员卫生通过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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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卫生通过区可采用一次建成或预留场地一体化安装。  

6.2.5  封闭的卫生通过区的通道门应具有开启互锁功能。 

 

6.3 内区 

6.3.1  内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6.3.2  内区应设置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的物流场地

及本地人员工作、休息区及生活配套设施。 

6.3.3  内区仓储宜设置高标准仓库、自动化立体库、自动分拣等设施，

并完善流通加工、统仓共配等功能。 

6.3.4  内区仓储货物应分批次分区堆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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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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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建筑立面及室内各部位的色彩宜简洁明快，除有警示或其他提

示外，不宜采用对环境和人员产生强烈刺激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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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构  

7.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平时”和“急时”的安全等级、抗

震设防分类等应同时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 

7.0.2  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按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按

同时满足“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要求进行结构包络设计，建

筑、装饰、机电等专业的预留预埋也应做包络设计。  

7.0.3  既有建筑改造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选择结构状况

良好的建筑，并遵循先检测、鉴定，后加固设计、施工与验收的流程。 

7.0.4  既有建筑改造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尽量不改变原结构

的受力体系和构件受力状态，较重的设备宜布置在建筑底层，避免或减

少对主体结构进行加固。   

7.0.5 “急时”新增结构宜与原结构脱开，建筑基础不应对原建筑造成

较大的受力及变形的影响。 

7.0.6 “急时”新增结构宜采用装配式钢结构，结构布置宜标准化、模

块化。 

7.0.7 “急时”新增临时结构的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可按 5 年考虑，设计

标准不低于主体结构的设计标准。 

7.0.8 “急时”重型设备运输通道相关范围内的结构不满足设计要求时，

应增设临时支撑。 

7.0.9 “急时”要搭建和安装临时设施的周边场地，宜“平时”做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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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整和加固工作，其承载力和变形应满足临时设施的搭建和安装要

求。周边场地内可配合机电专业预埋必要的管道沟、井。 

7.0.10 “急时”可能受到污染的埋地检查井、预消毒池、消毒池、化

粪池、污水池等的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 P8，最大裂缝宽度不宜大于

0.2mm。 

7.0.11  平急转换改造应遵循安全可靠、转换便捷、易于恢复的原则。 

7.0.12  平急转换改造应采用方便加工、运输、可快速拼装和拆卸的结

构构件，减少或避免转换过程中的湿作业施工。 

7.0.13  平急转换改造新增的隔断应优先采用轻质隔断，其可变荷载考

虑结构设计工作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可取 0.9；新增隔断应有可靠的节

点连接方式和构造，节点连接方式宜便于现场拆装，连接构造应满足结

构受力和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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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排水  

8.0.1  新建的及改造利用的“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给水排水设

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工业给水排

水系统安全评价标准》GB/T 51188 进行安全评估。 

8.0.2  应预留储存应急期间水量及供水设备的条件。 

8.0.3  给水系统宜按外区、内区和缓冲区分区设置，缓冲区、外区生

活给水系统宜选用断流水箱加增压水泵的供水方式。 

8.0.4  生活给水系统应采取有效防止回流污染的措施，当内区、缓冲

区、外区的给水系统无法独立设置时，接入缓冲区和外区的给水管道上

应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且倒流防止器应设在清洁区域。 

8.0.5  缓冲区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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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  排水管网、消毒和处理设施、提升泵站等均应实现在“急时”

状态下产生的污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过程控制。 

8.0.7  内区污废水管道应独立设置；其他区域管道宜独立设置，确有

困难时可合并设置；外区、缓冲区应预留预消毒及污水处理装置的安装

位置及条件，外区、缓冲区的污废水在预消毒前不应与内区的污废水合

并排放。 

8.0.8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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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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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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常排水部位的排水管道及附件，应采取防止水

封干涸的措施； 

3  存水弯水封高度不得小于 50mm,且不得大于 100mm。 

8.0.9  外区、缓冲区的卫生排水系统通气管应单独设置，通气管出口

应预留安装消毒设施的条件。 

8.0.10  外区、缓冲区的室外污水排水管道在接入预消毒池之前应以全

密闭方式敷设。 

8.0.11 “急时”应在车辆出入口设冲洗和消毒设施，冲洗和消毒废水

应排入污水系统。 

8.0.12  污水处理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保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急时”污水处理设施应采用强化消毒处理工艺，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水处理应在化粪池前设置预消毒工艺，预消毒池水力停留时

间不应小于 1h；污水处理设施的二级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h； 

2  污水处理从预消毒池至二级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总时间不应小于 

48h； 

3  化粪池清掏周期不应小于 360d； 

4  污水处理设施应密闭,尾气应统一收集消毒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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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风与空调 

9.1 通风 

9.1.1  通风系统应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筑类别以及外区、缓冲区、内

区按洁污分区独立设置并确保气流方向。 

9.1.2  基地内仓储、物流等工艺性建筑的自然通风、机械通风系统、

事故通风系统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9.1.3  机械送、排风系统的启停应联锁控制，通风系统启动先后顺序

为外区→缓冲区→内区，对于外区及缓冲区应先启动排风机，再启动送

风机，对于内区应先启动送风机，再启动排风机。系统停止运行时，关

机顺序相反。新建项目应一次设计安装实施到位。 

9.2  空调 

9.2.1  应根据工艺及功能、使用需求，合理选择基地内仓储、物流等

工艺性建筑及办公建筑的空调及冷热源方式，并宜采用分体机、多联机

等分散式或局部空调系统。 

9.2.2  当需要设置集中式空调系统时，宜结合成都市能源结构实际情

况，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空调系统冷（热）源。 

9.2.3  空调室内设计温度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应规范的规定，空调系

统新风量应满足室内正压需求及工作人员和工艺系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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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有洁净度要求的城郊大仓基地工艺建筑净化系统应根据工艺需

要，合理进行送回（排）气流组织，保证工艺对压力梯度的要求。 

9.2.5  冷库的制冷系统应独立设置，且应满足“平时”和“急时”冷

冻、冷藏的工艺及使用需求。 

9.3  临时隔离点 

9.3.1  各留观房间的空调应独立设置。 

9.3.2  临时隔离点设置的临时留观房间、留观通道以及垃圾暂存间、

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当条件不满足时，应设

置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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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 气  

10.0.1  电气系统应按“平急两用”功能进行设计，同时满足转换前后

对负荷分级及电源的要求，预留“急时”所需的电源容量。 

10.0.2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除满足“平时”用电的负荷等级要

求外，临时隔离点和缓冲区的通风系统、消毒用水处理加药设备、污水

消毒处理设施等供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安全防范系统应按一级负

荷供电。 

10.0.3  当未设置自备柴油发电机组时，应在变电所或总配电房、配电

总箱等适当位置预留临时柴油发电机接口。 

10.0.4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应按内区、缓冲区和外区分区设置。 

10.0.5  外区和缓冲区的配电箱（柜）、控制箱（柜）宜设置在专用配

电间或管理用房内。 

10.0.6  电线电缆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消防配电线缆和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缆的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10.0.7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计应兼顾“急时”情况，方便

进行转换。 

10.0.8  不能满足转换时限要求的设备、管道及附件等“平急两用”设

施应一次安装、预埋到位。 



 

20 
 

10.0.9  当利用既有建筑进行改造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原有电气系统。

当原有电气系统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改造。改造设计时新增临时配电

箱等电气设备宜选用成套产品，确保转换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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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能化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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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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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应设置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室内应实现手机信号、WiFi 全覆

盖，提供设备无线接入网络的条件。  

11.0.3  信息网络系统应按照区域化、模块化的架构设计，方便系统的

拓展、升级及改造。 

11.0.4  公共广播系统宜按照内区、缓冲区和外区等功能分区划分广播

回路。 

11.0.5  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在内区（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

分拣配送的物流作业）、外区（车辆洗消、垃圾收集、污水处理、人货

隔离）、缓冲区（甩挂或司机交换场地、检验检疫与卫生通过）三区人

员出入口、车辆出入口、室外出入口、主干道、周界、重要机房等区域

均应无死角设置监控摄像机。外区及缓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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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隔离区域设置，采用非接触

式控制方式。卫生通过区应设置互锁功能的门禁控制系统。出入口控制

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具有解除门禁控制的功能。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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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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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预留安装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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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人货隔离区应预留双向对讲系统管线，宜在隔离区的值班室预

留对讲主机使用的网络通信点位和电源插座。 

11.0.9  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急时”使用的通风系统应采用集

中控制及工作状态远程监测的方式。 

11.0.10  当利用既有建筑进行改造设计时，应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设施

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人口控制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智能

化系统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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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急转换 

12.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的设计应包含“平时”使用设计图

纸、“急时”隔离设计图纸、接口及场所预留设计图纸等，并编制平急

转换设计专篇（包括“急时”“三区三通道”分区示意图和流线组织、

机电运行、隔离措施，以及平急转换技术措施说明、转换工程量、转换

设备材料清单等）。 

12.0.2 “急时”功能宜与“平时”功能同步建设，确有困难且施工周

期短的设施可预留场地、预留接口，“急时”可采用移动方舱或装配式

部品安装施工。 

12.0.3 “平”转“急”时，应按照“急时”设计图划分总平面“三区

三通道”的边界，设置物理隔断或明显标识，完成“急时”场地分区。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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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区可以采用不同颜色标识区分。 

12.0.5 “急时”情况结束后，可快速、便捷地恢复建筑原有功能，满

足日常运营需求。 “急时”恢复“平时”时，移动围栏、标识牌等“急

时”特有的物品存放在专用库房内。 

12.0.6  建筑外墙预留的应急移动发电车供电接口套管，“平时”应做

好防火封堵处理，“急时”接入应急电源电缆至变电所发电车进线柜。  

12.0.7  结合“平急两用”需要，将“急时”所需的配电桥架、线槽、 

保护管等先期预埋到位，但不应影响“平时”正常使用功能和建筑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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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根据“平急两用”需要，应结合项目规模、应急隔离人员数量，

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配置男女公共卫生间数量及专用清洁、清洗场所。 

12.0.9  对于改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给排水设施，短时间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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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0  根据“平急两用”需要，在保证“平时”高效运行的前提下，

为“急时”预留水箱容积、设备容量、安装空间等。“急时”可以迅速

满足储存水量要求并将设备安装到位。 

12.0.11  污水处理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保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12.0.12  在平急转换后：不应占用原有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室

外场地应满足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及相关消防设施的设置要

求；不宜改变建筑原有防火分区的划分，应尽量利用原建筑中的消防疏

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应急公共基础设施与其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

间距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12.0.13  临时设备、设施的摆放严禁占用疏散通道，不得影响疏散通

行宽度。仓储堆场等不应占用消防车道，不得影响消防车的正常通行。 

12.0.14  应急期间的临时板房、物理隔断、设施等使用的材料：其耐

火性能、污染指标应符合相关消防、环保的标准和规定；其装修构件和

材料应选用难燃或不燃材料，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 55037 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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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运行与维护 

13.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当结合基础设施条件和日常使用

情况，及时完善平急转换方案，并制订“平时”和“急时”的运行管理

方案，确保能够及时应急启用。  

13.0.2  鼓励采取“专班统一规划+辖区合理引导+企业自主运营”的运

营管理体系，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注重发挥政

府在“平时”统筹规划标准引导，“急时”运行维护监督等方面的作用。 

13.0.3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当定期检查相应系统、设备的状

态，并定期开展必要的演习，保证各系统、设备及应急处置体系处于正

常状态。  

13.0.4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满足紧急情况时国家、地方、行

业的相关规定、标准、导则等相关要求。 

13.0.5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征用期间不得作为它用，征用结束

后，应对该建筑作为“急时”大仓基地设施时使用的区域进行全面检查、

消杀，经综合安全评估后方可恢复建筑原有使用功能。经评估可重复利

用的材料、构件宜清理编号后存放于专用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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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程示例 

案例一  

一、项目概况 

成都某城郊大仓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建设生鲜冷链物

流中心、符合 GSP 标准的医药冷链物流中心，高标准公共仓库及配套服

务中心。 

 

图 1  项目鸟瞰图（红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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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平时”功能图 

项目建成后“平时”将用于服务城市的进口食材和 GSP 医药仓储

中转，“急时”可快速改造为医药类应急物资和肉类应急仓储中转，项

目的建设有利于打造针对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医疗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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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储备、产能动员“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确保医疗机构相关救治

设备和应急物资的储备安全，减少医药及其他战略应急物资到达时间，

抵御战争、地震、疫情或其他公共事件发生的不利影响。  

二、平急转换预案  

1. “急时”功能分区： 

“急时”严格区分三区：外区，缓冲区，内区。各区之间的边界有

明显标识和隔断。“急时”外区人员和内区人员出入口完全分开，场地

出入口分设。 

“急时”转换及新增： 

(1)  外区：新增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可板房搭建）；新增车辆消杀和

临时货物隔离区域。将原有一栋办公楼改造为外来人员休息及配套区。 

(2)  缓冲区：改造检验检疫功能，新增人员卫生通过区（可板房搭建）。 

(3)  内区：划分“急时”防疫物资场所，与其他仓库保持一定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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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急时”功能分区图 

 



 

30 
 

2. “急时”功能流线： 

(1) “急时”外来人员流线：检验检疫异常时，送至外来人员临时隔离

点；无异常时可至外来人员休息区。 

(2) “急时”内部人员流线：内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内区

工作人员进出缓冲区时应经过卫生通过区，进入和返回通道应严格分

开。 

(3) 货物流线：“急时”货物流线应经过车辆消杀、检验检疫、货车甩

挂、司机交换后进入内区储存场地。货物检疫检验异常时移至货物临时

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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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急时”功能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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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一、项目概况 

成都某城郊大仓基地位于成都近郊，已建建筑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

拟新建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为大型农产品交易中心。已建部分划

分为蔬菜交易区、果品交易中心、副食品及干调交易中心(食品城）三

个区域，规划新建冻品中心、保鲜冷库配送中心、陆港冷链物流中心。 

        

                 

        

图 1  

 整个项目“平时”功能为展示交易、仓储、分拣配送、物流集散等，

“急时”作为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分为市外保供区和市内保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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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时”功能布局图

 

二、平急转换预案  

1. “急时”功能分区： 

“急时”市外保供区划分为蔬菜区、果品区、食品区；市内保供区

为拟建的冷库区及农产品分拨配送中心。由于项目规模较大，每个区均

有自己独立的出入口。因此在每个区都按照“急时”三区的要求，分别

设置外区、缓冲区、内区。（详见图 3） 

在已建成区域，“急时”在外区新增移动板房、移动厕所等用于外

来人员临时隔离等使用，同时增加车辆消杀和货物临时隔离区等场地。

在缓冲区增加检验检疫、人员卫生通过区，并划分货车停放和货车甩挂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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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急时”功能布局图 

2. “急时”功能流线： 

“急时”外区人员和内区人员出入口完全分开,避免交叉。场地出入

口设于地块不同方向通向城市道路。（详见图 4） 

 

 

图 4 项目“急时”  

 

（注：以上案例不作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项目建设具体实

施依据，仅作类似项目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