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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队组成

· 轻型救援队：轻型救援队可以进行最初的地表搜索与救援
· 中型救援队：可以在建筑物内进行技术搜索与救援，有能力突破、打
破及切割混凝土。
· 重型救援队：可以在坍塌建筑物内进行复杂的技术搜索和救援，尤其
是加固的钢结构建筑物内。

      轻型救援队四至五人一小队：一般四至五人一小队，第一名是救
援队长（总体把握情况并记录信息，与指挥部联络沟通，描述细节和提
出建议），第二名是安全员，其余两人或三人是医护人员。救援队长是
第一安全责任人，安全员是第二安全责任人。 

   
      



搜索前准备工作

•   现场警戒：队长确定任务区域并划出警戒线，清出非救援人员，安抚
伤员家属，组织志愿者协助。

•  侦察：明确搜索任务，侦察搜索区域的出入口（怎样进入，发生二次
灾害时可快速撤离）、面积、地图（详细）、可能出现伤员的位置。

•  安全评估，消除公用设备：安全员、建筑结构专家与有毒物质专家评
估并消除公用设备（水、电、燃气），记录潜在危险（松动的砖头、汽
油、爆炸、玻璃等），确认安全后开始搜救。

•  搜集信息：队长询问周围群众寻求当地政府帮助，得知建筑物功能及
结构，建筑物内总人数及受伤人数，判断受困人员大致分布情况，现场
施救过程潜在危险性，根据救援队伍能力确定搜索目标和顺序。



搜索区域的选择

•   1.分配资源至搜索区域：根据受灾区域面积的不同和可支配资源的
数量。可以根据街道划分搜索区域，按照面积比例，即将资源配置到每
个搜索区域。这种区域划分的方式对于面积较小的搜索区域较为适用，
但是对于较大的区域例如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来说，由于资源限制，这
种方法则并不实用。（见后图）

•    2.确定受灾区域的搜索优先级。应优先考虑对被困人员较多的区域
进行搜救，在最可能有幸存者的地区及潜在幸存人数最多地区优先展开
营救；例如学校、医院、疗养院、高层建筑、住宅区和办公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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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

区域内标示：
1.进入后应安全   
可进入（Go）

2.进入后绝不安全    
不可进入（No Go）



·明显可见的危害，评估建筑物的稳定性，决定是否要进入
·现场的整体规模，包括是否存在公共设施及确定其位置
·当绘制地图时，需要标出基本地理标识尽可能尚存的街道名称，建筑
物编号。如果不可能，可以使用路标且必须被所有人员熟知。
·关闭或是隔离所有的公用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和水等。以上设施都会
对援救人员造成现实的和或潜在的风险。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都应收到
有关公用设施状态的简明信息。
·路人/目击者可能提供有关建筑物的额外信息等
·现场潜在的资源、工具
·侦察时间不能太长，当有人呼救时切不可因救治伤者而耽误侦察或汇
报时间。 
·侦察者一定要安全地回来！

侦察注意事项



搜索的方式
   1.人工搜索：搜寻废墟表面和埋压浅层被困者的高效，快捷方法。弊端
：搜救人员踩踏废墟引发坍塌造成人员伤害、人多气味杂影响搜救犬判断
力、人多杂音大影响声波仪。

   2.搜救犬搜索：嗅觉是人数百倍，听觉是人18倍，视野开阔，现场搜救
时一般由搜救犬大范围搜救，确定目标后用生命探测仪准确排查。弊端：
长时间工作兴奋度降低（可以工作20分钟休息5分钟）；分辨不出尸体与
活人气味（对尸体气味更加敏感，用生命探测仪准确排查）

   3.仪器搜索：光纤成像探测仪、声波振动探测仪、红外生命探测仪。

综合搜索



人工搜索方法（本次培训班主要方法）
主要有三种方法：

   １.人工一字形搜索法：主要用于开阔空间地形的搜索。队员呈一字
形等距排开，从一边平行搜索至另一边，到另一边后可以反方向搜索，
再回到出发的一边，达到反复搜索的目的。



      2.人工弧形搜索法：当开阔区的一边存在结构不稳定的倒塌建筑
物时，通常采用这种搜索方法。当搜索小组人数有限，无法一次性形成
一个环形围住搜索区域时，也可采用这种方法。它是采用多次使用多段
弧形连接的方法，起到与环形搜索相同的效果。队员沿着废墟的边缘呈
弧形等距展开，等速搜索前进，从废墟的边缘逐渐向弧所在圆的圆心点
收缩，直至将任务区搜索完毕。



      3.人工环形搜索法：主要用于已大致判断受困者所在区域要继
续缩小范围确定位时的搜索。队员沿废墟四周或搜索区域边缘呈圆形等
距排开，进行向心搜索，直至将任务区搜索完毕。使用该法搜索时动用
人数较多，以保证形成一个能围住搜索区域的完整圆弧。通常被用于对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搜索。



    人工搜索通过询问周围群众是否有人被埋压，直接搜索幸存者，呼
叫幸存者，监听幸存者的声音（主要采取喊、敲、听方法）。

•     攀爬瓦砾堆时，应一字排开，上
方不得有人。一点动三点不动（必须
设安全员）。下撤时亦如此。遇余震
或危险时八点不动，等待安全官指令。

•      搜索密闭黑暗空间时，注意
与前方队员保持距离，有情况时随
时报告，一侧肢体向前方伸出左右
摆动探明情况，注意裸露电线与坠
落杂物。



•     夜间搜索空旷建筑物，拉开门
和推入门不要站在门后，（防止气
体爆炸或火苗窜出），打太极进入，
手背向外，沿墙边行进，上楼梯时，
不得在楼梯扶手侧上楼和扶楼梯扶
手。行进一周后，再择路进入中央
区。如遇危险，原路返回。未探查
区域不得进入，不许入电梯。

•     多房间搜寻，采用“从右
开始，并保持右边”，回到原点。 



搜索标记





人工搜索注意事项
   1.初步搜索接受到疑似受困者回应后，要在该位置做好标记，等待仪器
确认后营救。

   2.安全搜救是重要原则，密切注视随时发生余震，滑坡及二次坍塌，遇
到危险及时撤离。

   3.搜索幸存者必须在希望没有消失之前都要搜索，绝不能轻易放弃或延
迟搜索。（受困人员没有开放性伤口，没有大量失血，没有水及食品可以存
活3天以上）。

   4.废墟清理完毕，搜索救援结束后做好标记，避免后续救援队伍重复搜
索。

不抛弃!不放弃!



救援技术

搜索确定幸存人员被困情况和所处位置后汇报指挥部：
1.制定营救方案
2.建立营救通道
3.营救伤员
4.心理安抚
5.医疗救护
6.队伍撤离



救援装备



救援技术

进入深层废墟要清除瓦砾及搜索空洞，有下面方法：

   1.扩孔掘进技术：营救时要进入深层废墟，用液压扩张器将倒塌建筑形成
的孔缝扩大，并沿孔缝向里钻，边扩边钻，边钻边搜，边搜边救同时利用废
墟结构(梁、柱等)形成的空隙逐层向下层掘进，尽量向四周扩张。
      



   2.防护固定技术：加强被埋压者上方的支撑，防止上方重物的塌落；
评估卡压结构及其支撑原理，先使用切割器、救援斧破碎水泥，再用液
压剪、无齿锯等工具将大块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进行分割，然后用建筑构
件、千斤顶和起重气囊等将卡压物顶起，形成施救空间。
常用：⑴木质支撑
      ⑵顶撑器材支撑



⑴.木质支撑实用技术



⑵.顶撑器材支撑



    3.机械起吊技术：使用大型设备进行机械作业，加快营救速度。可以
利用吊车和地震救援车的起吊功能，将压在被困者身上的坍塌物缓缓吊起
，同时用顶杆、木柱不断配合支撑，防止坍塌物掉落伤及被困人员。



总结：搜索救援流程

1.评估搜索区域：警戒、侦察、评估及确保安全。

2.迅速、安全地转移地面幸存者。

3.利用各种搜索方法（人工、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发现被埋压人员并
确定位置，搜索前可以先通过喊话看有无回应。

4.确定幸存者位置后，有选择性地清除瓦砾，通过挖孔掘进、加固支撑
、机械起吊等方式救出幸存者。同时深入搜索并发现是否有另外幸存
者。

5.确定所有幸存者全部救出后开始大规模清理废墟，安置好废墟内尸体
。



营救伤员原则与顺序

•　营救原则：救命为先，先救活人；先易后难，逐层深入；先小型工
具，后大型机械；先救危重伤员，后救一般伤员

•　营救顺序：
　　1.根据人员埋压深度营救：埋压上层的人员，生存概率大，受到的
冲击小，易于搜寻和营救，要给予优先营救；埋压深处的人员，生存概
率小，搜索难度大，救援时间长，要在埋压浅层人员全部救出后再实施
营救。

　　2.根据埋压人员病情状况营救，可以分为四个等级：急需营救、需
要尽快营救、需要营救、暂时放弃营救，相对应 Triage伤员分类红黄绿
黑四色。
　　
　　具体救援顺序要根据救援资源与地震搜救现场情况进行综合的考虑
。



被埋压伤员救援中的处理

•发现幸存者，在救援队员救援同时，医务人员要与患者沟通安慰，
与伤员交流，“我们是医生，是来救你的，你要坚持住，要有信心，要
努力与我们配合。”通过狭窄通道接近被困人员为其补充盐水及流食，
利用空气呼吸器储气瓶用导管输送新鲜空气。

•挤压综合征：在救出伤员前尽早液体复苏；如果不能液体复苏，在解除
压力前，可用止血带捆绑受压肢体，直到能进行液体复苏。

•震后72小时黄金时间内，科学使用急救知识和设备，自救互救，安全救
援（自身及伤员安全）。唐山大地震经验教训：很多幸存者被生拉硬拽
出来，不使用颈托、脊柱板造成截瘫。

    



培训班个人防护装备：



帐篷

单
兵
装
备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