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防空基本手段
“鸣、走、藏、消”护你我

人民防空是指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备敌方空中袭击、消除空袭后果
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简称人防。人民防空同要地防空、野战防空共同组
成国土防空体系，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方面，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9月  日，是我国第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海市将在这一天，
进行全市防空警报试鸣，这
也是上海市开展防空警报试
鸣的第  个年头。人民防
空的四个基本手段——“鸣、
走、藏、消”，为人民生命财产
提供安全保障。市民群众也
可以通过线上H5“铸盾强
防”互动小游戏，沉浸式体验
“鸣、走、藏、消”的过程，动动
手指头，就能掌握基本的人
防知识和防护技能。

第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海将于9月  日进行防空警报试鸣

相关链接

今年警报试鸣期间
宣传活动有哪些亮点？

上海市将组织开展以“依法开展

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

的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突出加强市区联

动、部门联动、区域联动,力求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形成聚集放大效应。

本次集中宣教活动首次探索片区

联动,以与长宁区共同牵头,浦东新

区、闵行区、松江区协作的方式进

行。市级主会场设在长宁区网红打

卡地“上生新所”，“9.  ”当天在活动

现场公布全市“爱我国防”主题摄影

大赛获奖名单。充分利用其天然流

量，室内室外联动、线上线下结合，通

过节目表演、互动体验、发放宣传资

料等，展示国防动员、人民防空最新

工作实效。

各区国动办选取具有代表性、标

志性、影响力的场所，结合各自实际

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宣教

活动，如普陀区今年将在上海造币

有限公司及附近苏州河沿线，组织

人防疏散演练并进行电视直播，旨

在守护传统风貌、赓续城市文脉、展

现城市精神、传承中华文化，演练突

出人员防护和文物保护，运用多种防

护手段和救援方式，演练内容包括人

员疏散、文物防护、伪装防护、无人机

巡逻引导、无人机攻防、水上救援以

及医疗救护等科目，旨在全面提高民

众疏散掩蔽能力和人防专业队伍救

援能力。

虹口区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松江

区在松江云间粮仓文创园等,营造全

方位、立体化宣教环境,增强民众的参

与度与获得感。

2002年8月13日9时30分，上海市在长

宁区鸣放防空警报并进行演练，这是我国第一

次在国内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试鸣防空警报。

2007年12月27日，市政府颁布《上海市

防空警报管理办法》，明确在每年的全民国防

教育日组织警报试鸣工作。在2008年5月19

日全国哀悼日成功鸣响防空警报的基础上，

上海市首次将警报试鸣扩大到全市范围。此

后，上海市在每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的

第3个星期六），在全市范围内（除浦东、虹桥

国际机场区域外）组织防空警报试鸣，同时组

织城镇居民和学校师生进行防空演练。

试鸣当天的防空警报共有三种：一是预

先警报，二是空袭警报，三是解除警报，都是3

分钟一个周期。简单来说，就是长间隔、短间

隔和无间隔。

预先警报是长间隔，鸣放36秒、停24秒，

反复3遍为1个周期。

空袭警报是短间隔，响6秒、停6秒，反复

15遍为1个周期。

解除警报没有间隔，长鸣3分钟。

听到预先警报时，如果在学校，首先保持

冷静，听从学校老师指挥，跟随老师到人防工

程等指定地点掩（隐）蔽。如果在家中，立即

拉断电闸，关闭燃气，携带好个人防护器材

（如毛巾、雨衣和口罩等）和必需的生活用品

（如水、干粮和药品等），听从社区工作人员的

指挥，迅速有序地进入人防工程等指定地点

掩（隐）蔽。如果在公共场所，应听从有关部

门人员的指挥，迅速到指定地点掩（隐）蔽。

如果无法及时进入人防工程，要迅速利

用地形地物就近躲避，室内人员可在5层以

上的钢筋混凝土楼房的底层、走廊或底层楼

梯下，或在跨度较小的独立卫生间、厨房等

处藏身。以上条件不具备时，也可趴在床

下、桌子下或蹲在墙角，切忌站在窗口或露

天阳台上。位置尽可能选择在来袭相反方

向一侧，蹲在墙角的方法是：低下头，闭上

眼，双手抱头蹲下，背靠墙角；街上车辆应迅

速靠路边停下，行人应就近进入地下室、地

铁车站或钢筋混凝土建筑底层等处躲避，不

要在高压电线、危险房屋和油库等易燃易爆

危险处停留；在空旷地方的人员可就近选择

低洼地、路沟边、土堆旁或大树下等地迅速就

地卧倒进行躲避。卧倒的方法是避开（背向）

爆炸方向，面部向下，护住耳朵，闭上双眼，用

手肘支撑着地面，胸和腹部不要紧贴地面，防

止身体被震伤。

城市防空袭时，政府组织引导人员、单位

及设备物资，由危险区域向安全区域转移的

行动，是减少空袭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上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人口基数大、

密度高，战时人员防护任务重、压力大。现代

战争条件下如何动员和组织人员防护，为人口

疏散提供保障，是需要长期考虑的问题。根据

不同的时机，防空疏散从专业上分三种：早期

疏散，临战疏散，紧急疏散。

近年来，上海市国动办贯彻落实“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坚持把人口疏散准备作为人民

防空准备最基础性工作。结合防空警报试

鸣，组织防空演练，举办各类国防、人防宣传

教育和知识技能普及活动，现在每年有200

多万人参加人防疏散演练，预计到2025年全

市能有1000万人次至少参加一次防空演

练。根据城市人口分布和城郊区布局实际，

上海积极推进人防疏散地域建设，按照防空

防灾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做好人员疏散相关

演练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在全市9个郊区和

城郊区有序开展。近年来，上海市国动办也

在积极做好跨省市疏散和演练工作。

在现代空袭条件下，人员听到预先警报后，

迅速进入人防工程掩蔽或就近就地隐蔽，是留

城人员防御空袭最简单、最有效的防护行动。

上海在很多配建了人防工程的居民小区

都已设置人防工程指示牌。指示牌橙底白

字，配有英文，上面有一个箭头和人形奔跑图

案。2021年“民防地图”在上海“随申办市民

云”APP和“随申办”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正式

上线，它汇聚人防工程、人防宣传教育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等人防设施信息，并提供地址

查询和地图路线导航等服务，帮助市民群众

自助式获取附近人防设施信息。现在“民防

地图”已全面升级，增加线上打卡、一键收藏等

功能，以用户群众感受度为标尺，进一步营造

群众沉浸式体验。同时，“随申办”微信、支付

宝小程序端支持分享和转发功能，方便市民将

自己收藏和打卡的场所分享给身边人。

除了人防工程，还有兼顾设防工程也具

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可以作为临时性的掩蔽

场所。主要有3类：一是轨道交通工程。轨

道交通工程由于其建设的形态、主体结构本

身具备防护能力，只要在口部等薄弱环节增

加一定的设施设备，就能达到战时防空袭的

要求。这次俄乌冲突中，面对空袭，很多城市

平民也都是选择了地铁站点等场所进行掩蔽

防护的。上海从轨道交通2号线地下工程开

始，逐步实现轨道交通兼顾设防。在保证交

通运输干线功能的同时，地下轨道交通每一

站、一站一区间都安装有防护密闭门，启用后

可构成防护单元用于人员掩蔽。平时大家可

能观察不到，因为这个防护密闭门在隧道的

两边，紧贴墙面，战时关闭之后能起到很好的

防护作用。二是隧道工程。进入比较长的隧

道时，隧道两头会有很大的防护门，起到兼顾

设防的作用。三是大型地下空间。也按照兼

顾设防要求进行建设。

空袭后果包括直接毁伤以及由空袭引

发的次生灾害。为有效消除空袭后果，目前

上海市已经建立了数万人的人防专业队

伍。包括抢险抢修、医疗救护、防化防疫、

对空观察、信息防护、心理防护、空中救援、

电磁频谱管控等专业队伍，主要是针对空

袭直接损害和间接后果加大快速恢复和抢

险抢修能力。

防化专业队是人防专业队伍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他们主要担负防化侦（观）察、监测、

化验、消毒、洗消，市、区两级人防指挥所及人

防工程的防化保障，对受染人员、装备、物资、

工事、道路和重要经济目标等进行洗消。他

们的工作服也很有特色，不光有“小黄人”（身

穿化学防护服），还有“绿巨人”（身穿气密性

防护服）、“铠甲战士”（身穿辐射防护服，含

有铅橡胶复合材料）。除了战时要负责消

除空袭后果，平时还参与核化事故的应急

救援及反恐相关工作。

人民防空疏散

消除空袭后果

人员物资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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