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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国防动员指挥保障中心、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项翀、曾智、刘静颖、王娜娜、杨勇、汪洋、胡宇辉、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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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维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空警报设施的基本要求、地址选择与布局、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维护、管理方面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国人防〔2014〕438号)

江西省省本级信息系统建设及运维服务开支管理暂行办法（赣信办〔2019〕41号）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赣人防发〔2021〕2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空警报设施 civil air defence alarm facility

用于战时和应急时传递、发放警报信号的设备设施，包含警报器及其支架、控制设备、终端设备、

后备电源、强插系统、供电线路和构筑物等附属设施。

3.2

控制终端 control terminal

用于接收和发送各种控制指令的设备。应按照指令控制警报设备，并将警报设备执行状态及运行参

数等信息反馈回控制中心。

3.3

电声警报器 electroacoustic alarm

由电子信号发生器产生并经过功率放大，通过扬声器发出音响信号的警报器。

3.4

电动警报器 motor alarm

通过电动机带动叶轮转动切割空气而发出音响信号的警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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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防空警报音响覆盖半径 alarm sound coverage radius

警报信号音响大于环境噪音6dB以上的地点到警报信号音响发声地点之间最大的水平距离。

3.6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 air defence alarm system facilities room

为防空警报设施而设置位于建筑物顶层的专用房。

3.7

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 air defence alarm facility manager

负责防空警报设施日常维护管理的人员。

4 基本要求

4.1 建设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维护和防空警报

信号的传递、发放，其他相关单位做好配合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置车载机动防空警报设施，保障紧急情况

时的防空警报信号发放和指挥调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依法办理专用防空警报车使用手续，并

保障紧急情况时防空警报车的顺畅通行。

4.2 经费保障

4.2.1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将承担的防空警报设施建设费、综合运维管理费、培训费

和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经费列入预算。

4.2.2 防空警报建设经费宜按照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格进行规定。

4.2.3 防空警报综合运维管理费包含人工费、电费、设备维修维护费、通信费等。按照《江西省省本

级信息系统建设及运维服务开支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年度综合管理运维费不应大于项目建设总

投资和运维系数的乘积。运维系数根据行业惯例和系统复杂度确定，原则上不超过建设总投资的 10%。

4.2.4 防空警报培训费、防空警报信号传递、发放经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5 地址选择与布局

5.1 安装地址选择

5.1.1 符合防空警报建设规划要求，根据地形地貌、重要目标、人口分布和防灾减灾工作需要，综合

人口、建筑物高度、音响覆盖效果、安装环境和管理单位等因素确定安装位置。重要经济目标和经济发

达镇布点应密，有人民防空疏散接收任务的乡（镇）、村布点可疏。

5.1.2 充分利用地形地貌，选择较高建筑和制高点，尽量避开主要传播方向上的屏障和风向的影响。

5.1.3 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设置在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学校、医院或者居（村）民委员会等

公共建筑和民用通信塔（站）上。

5.1.4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宜安装防空警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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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音响传播有阻挡的区域；

b) 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或危化品的区域；

c) 强振动源和强噪音源的区域；

d) 强电磁场干扰的区域；

e) 防雷击设施不完善的建筑物；

f) 其他有不利影响的区域。

5.2 布局

5.2.1 以 1kW 以上大功率电声警报器为主，对城市地区进行大面积覆盖，对覆盖不到的地区再以小功

率警报器或网络运营商等其它警报方式予以补充，实现建城区全覆盖。

5.2.2 按 400m～800m 警报音响覆盖半径和警报器功率，以及不同区域环境噪音合理布点。警报音响

覆盖半径可参考表 1。

表1 警报音响覆盖半径参考值

6 防空警报设施建设

6.1 建设注意事项

6.1.1 需在民用通信塔（站）上安装防空警报设施的，安装前，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告知通信运营单位。

6.1.2 需安装防空警报设施的民用建筑，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告

知建设单位在建筑物上预留安装防空警报设施的合理位置和空间，提供线路管孔和电源。

6.1.3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在防空警报设施场所、专用房设置警

示标志。

6.1.4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民用通信、广播、电视系统安装防空警

报信号强插设备，通信运营、广播电视单位应当提供所需机房、安装位置和相应接口，并协助安装。

6.1.5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护措施，确保防空警报设施安全，造成防空警报设

施毁损的，应当按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修复、重新安装或者

赔偿。

6.2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建设要求

新建民用建筑应预留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位置，且应符合下列配套建设要求：

a)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应设置在建筑物顶层，应为独立封闭空间，门窗配置应齐全，不应与其

他功能房（室）混用；

b） 室内面积不应小于 10 m
2
，开间尺寸不应小于 2.5 m，室内净高不应小于 2.9 m，可根据主体

结构情况进行调整，确保结构的安全性；

警报器功率 电声警报器 1 kw 电声警报器 2 kw 电动警报器 4 kw 电动警报器7.5 kw

警报音响覆盖半径 400m 500m 600 m 800 m
注：警报音响覆盖半径在环境噪声50dB以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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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门窗可根据主体建筑条件选取适当的材质和型号，应符合消防有关要求，且门应为防盗门，窗

应加设防盗网；尺寸应满足门洞净宽不小于 0.8 m，门洞净高不小于 1.8 m，窗洞净宽、净高

均不小于 1.0 m 的要求；

d) 内、外墙及其他各部装修由主体结构确定，屋面防水应待上部人防设备天线支架完成后进行，

防水等级应较屋面防水提高一级；

e) 所有混凝土构件强度等级采用 C25，砌体结构采用 MU10 灰砂砖及 M5 混合砂浆砌筑；

f) 预留单相三线制交流 220V、输出功率大于 5kW 电源，电源接地电阻阻值小于 4Ω；

g) 室内配置不小于 40 W 灯具 2 盏，单相 2/3 插座不少于 2 个；敷设通联公网的网线和电话线

路以及接口；

h) 应设置避雷接地桩，接地电阻阻值小于 10Ω；

i) 预留 8m
2
～10m

2
的防空设备天线架设平台，平台应根据防空报警系统要求进行设计验算，平台

位置应在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上层，应在设备支架处设置承重梁；

j) 支架宜采用 5cm x 5cm 角钢切割焊接而成，铁架高度为 1.2m，使用不小于 4mm 镀膜不锈钢钢

丝或钢丝绳进行固定。

k)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和支架的示例图见附录 A。

6.3 警报器建设要求

6.3.1 警报器选择要求

应选用符合人民防空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警报器，且符合下列要求：

a） 能在-25 ℃～+55 ℃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

b) 能在相对湿度不低于 95%的湿热环境中正常工作；

c) 室外设备在降雨强度为 0.7 mm/min 的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在经受降雨强度为 6 mm/min、

风速为 20 m/s、淋雨时间为 2 h 后，均无渗水现象，设备正常工作；

d) 采用防腐材料和经防腐蚀处理，警报器能长时间正常工作。

6.3.2 警报器安装位置选择

警报器安装高度应大于警报音响覆盖半径内建筑物平均高度 4m，不宜大于 40m，扬声器或叶轮高度

应大于相对安装面 1.5m 且便于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操作。对于高度超过 40m 的建筑，应根据建筑特点

多层合理增加警报器数量。

6.4 控制系统建设要求

6.4.1 不同生产单位所生产的防空警报控制系统应满足互联、互通要求。

6.4.2 新建防空警报控制系统的中央控制器应与已建警报控制系统的中央控制器互联互通互操作，实

现警报发放控制的统一操作和回示信息的统一显示。

6.5 控制设备生产安装单位要求

控制设备生产安装单位参照《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6.6 后备电源建设要求

后备电源宜使用太阳能蓄电组。使用蓄电池组时应选择耐热性能好，且应具有常规市电电源断电后，

提供正常电能的输出能力，保障警报器正常鸣响时间大于30 min，控制终端正常工作时间大于60 min。

6.7 安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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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安装

防空警报设施安装应包括警报器主机、控制终端、后备电源、室外警报器(扬声器、电机)、天线、

固定基础支架、线缆和防雷、防风等安全设施的安装，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现场环境和实际需要，确定室外警报设施的方向和高度；

b) 控制终端安装应包括设备主机、数据线、天线、馈线和避雷设施等；

c) 后备电源安装应包括后备电源主机、电池组、电缆和外部供电设施等；

d) 室内外的线缆和馈线应规范安装，使用线槽和管线等防护措施；

e) 防空警报室外设施应有防台风等安全措施；

f) 防空警报室外设施应设置安全避雷接地装置，接地线应与建筑物避雷系统接地线可靠

连接；室内设施的金属外壳应有接地保护，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6.7.2 调试

6.7.2.1 调试范围

调试的警报设备应包括警报器、控制终端和后备电源，其各项功能应符合相应产品技术参数指标要

求，操作规程应与产品说明书一致。

6.7.2.2 警报器调试

电声警报器应调试预先警报、空袭警报、灾情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四种警音，其音响效果应符合产

品技术指标参数的规定。

电动警报器应调试电动机转动的灵敏度及音响效果，其音响效果应符合产品技术指标参数的规定。

6.7.2.3 控制终端调试

控制终端应进行控制输出执行状态、警音类别控制正确度、信号接收测试等内容的调试，调试结果

应符合产品技术指标参数的规定。

6.7.2.4 后备电源调试

后备电源应进行市电断电后相应能力的测试，在待机状态时应能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保障电源的正

常供给。后备电源所具有的各项功能的调试结果应符合产品技术指标参数的规定。

6.8 验收

6.8.1 防空警报设施安装竣工后，应组织竣工验收。

6.8.2 验收应准备下列资料：

a) 验收申请报告（附合同）；

b) 安装施工方案；

c) 现场各安装点位、主体建筑的实景图；

d) 测试和调试情况；

e) 防空警报设施安装情况登记表，登记表见附录 B；

f) 培训记录；

g) 移交清单(出厂检测报告、合格证、说明书和钥匙等)；

6.8.3 验收的内容和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文件和国家、省、市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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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

7.1 基本要求

7.1.1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落实维护责任，确保防空警报设施能够随时正常鸣响。

7.1.2 防空警报设施设置点所在单位负责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如调整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应向所

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备并做好交接，应做到专人负责、建立档案、定期检查、及时保养，使防空警

报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7.1.3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建立各类防空警报设施登记。登记的内容不允许篡改，如有变更应及时使

用登记表进行记录；防空警报设施损坏应及时维修，警报设施维修表见附录 C。

7.1.4 维护单位应落实警报维护管理制度，设立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按要求落实管理责任，并如实

填写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月维护登记、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季度测试登记和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

年度试鸣检查登记，登记表分别见附录 D,附录 E,附录 F。

7.2 维护内容和要求

7.2.1 维护类别

7.2.1.1 防空警报设施巡检应包括周巡检、月维护、季度测试和年度试鸣检查。

7.2.1.2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季度测试和年度试鸣检查。

7.2.1.3 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应定期对防空警报设施进行周检、月维护，发现可能影响防空警报设施

正常使用的情况，应采取必要措施并及时报告。严禁擅自启动警报器，避免误鸣现象的发生。

7.2.2 周检

周检应按表2的要求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表2 周检要求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1 控制终端、电源、备用电源 开机统控检查：电源系统上下电，回示信息是否正常。

7.2.3 月维护

月维护应按表3的要求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表3 月维护要求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警报器

静态检查：机箱内元器件、线缆有无断路、短路、锈蚀和老化等。

通电检查：仪表、指示灯显示状态是否正常，有无告警； 开关、按键操作是否准确

灵敏。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故障的警报器进行维护或维修；进行防潮、除锈、除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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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月维护要求（续）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2
控制终端

静态检查：机箱内元器件、线缆有无断路、短路、锈蚀和老化等。

通电检查：仪表、指示灯显示状态是否正常，有无告警； 开关、按键操作是否准确

灵敏；控制信号接收是否正常； 回示信号是否正常传回控制中心。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故障的控制终端进行维护或维修；

进行防潮、除锈、除尘处理。

3
扬声器、电机和叶

轮

静态检查：扬声器有无变形、积水、破损、松动和锈蚀； 电机有无锈蚀，转动是否灵

活；叶轮转动有无卡阻；防雨罩是否完好，有无锈蚀；支架是否牢固，有无锈蚀；防雷接地有

无松动、锈蚀，连接是否牢固。

通电检查：检查机箱内扬声器是否能够正常鸣响；检查室外扬声器、电机和叶轮是否能够正

常鸣响（应尽量减少鸣响频次和时长）。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故障的扬声器、电机和叶轮进行维护或维修；扬声器、电机和支架

除锈刷漆每2年不少于1次。

4
天馈线、线缆

静态检查：天线支架是否锈蚀，是否紧固；天馈线、线缆有无破损和老化，接头连接是否良好，

接头防水是否良好；天馈线防雷模块是否连接良好。

通电检查：天线驻波比、增益等参数是否正常。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故障的天馈线、线缆进行维护或维修。

5

电源、后备电源

静态检查：电源、后备电源箱内元器件、线缆有无断路、短路、锈蚀和老化等。

通电检查：电源、后备电源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指示灯显示状态是否正常，有无告警；

漏电保护器工作是否正常；电源接地、防雷接地是否正常；后备电源充放电是否正常，蓄电

池有无馈电；电源连接点有无接触不良，触点有无氧化；电源输出、运行是否正常。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故障的电源、后备电源进行维护或

维修；后备电源蓄电池按产品要求及时进行更新。

6
其他设施

静态检查：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是否配备，是否过期失效； 警示牌、爬梯、门窗、支架

等设施是否完好；周边环境是否干净整洁；

巡检登记本等资料是否完好，并做好巡检登记。

维护：通过检查，对有损坏或老旧的设施进行维护、维修或更新；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按产品要

求及时进行更新；对设施设备进行防潮、除锈、除尘处理，对环境卫生进行清扫。

7.2.4 季度测试

季度测试可结合月维护进行，并按表4的要求执行，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表4 季度测试要求

序号 测 试 项 目 测试内容

1 控制终端 警报控制信号接收与回示情况。

2 警报器 运行是否正常，警报音响能否正常发出。

7.2.5 年度试鸣检查

年度试鸣检查应按表5的要求执行，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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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年度试鸣检查要求

8 管理

8.1 警报器编码

警报器编码是对警报控制终端和与其对应的警报器的编码，宜标注于控制终端机箱外面板。警报

编码应由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编码规则应符合图1的规定：

36 XX XX XXX

第7、8、9位：警报终端编码
第5、6位：区（县、市）编码
第3、4位：市编码
第1、2位：江西省

图1 警报编码规则

示例：360102001，为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001 号警报终端。

注 1：编码按国家行政区域编码和本级实际情况执行。

注 2：第 1、2位为江西省的编码；

注 3：第 3、4位为市编码；

注 4：第 5、6位为区（县、市）编码；

注 5：第 7、8、9位警报终端编码，由国防动员主管部门统一编码。

8.2 人员管理

8.2.1 对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进行操作维护专业性培训，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防空警报设施的结构、性能、工作原理；

b) 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细则及操作流程；

c) 警报器原理及维护检测内容、操作规程；

d) 警报信号和发放要求；

e) 防空警报设施的维护管理；

f) 电源和后备电源的维护管理；

g) 简单故障的排除和维修；

h) 注意事项、安全措施；

序号 检 查 项 目 检 查 内 容

1 防空警报控制系统
检测防空警报控制系统整体运行状态，检测防空警报设施整体回

示状态。

2 防空警报设施 检验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

3 防空警报设施档案资料 检查档案资料是否完整，更新是否及时，管理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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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其他应培训的内容。

8.2.2 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应熟悉防空警报设施的操作方法、日常维护保养、简单故障排除和安全防

护等内容。

8.2.3 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应积极配合做好警报设施季度测试、年度试鸣检查等工作。

8.2.4 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员应履行职责，加强设施管理，确保防空警报设施工作正常。

8.3 设施管理

8.3.1 街道办事处、各相关人员在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配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做好本辖区的

防空警报设备管理工作。

8.3.2 防空警报设施拆除、迁移和报废应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进行，并做好相关记录，登

记表分别见附录 G，附录 H。

8.3.3 控制设备、电声警报器（不含喇叭）的可更新年限为 6～8 年。电动警报器可更新年限为 8～

10 年，已超过使用年限的防空警报器设施，经评估符合要求的可继续使用，不符合继续使用的应该报

废处置。报废处置参照《江西省人民防空行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涉密部件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处置，其他设施按国有资产处置有关规定执行。

8.4 档案管理

8.4.1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警报维护单位应建立防空警报设施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警报器管理的记

录和信息应纳入省级统一的信息化平台。

8.4.2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警报维护单位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落实安全措施，实现专人负责。

8.4.3 下列资料应进行归档：

a) 设施设备安装档案；

b) 警报设施维护管理维护档案、管理人员和信息变更记录；

c) 故障维修记录、设施运行维护记录；

d) 拆除（报废）、迁移记录。

8.5 上报管理

8.5.1 设区的市、县（市、区）上报防空警报设施建设情况数据统计，各市防空警报器基本情况汇总

表参见附录 I.1，各县区防空警报器基本情况汇总表见附录 I.2，警报工作有关情况统计计划表见附录

I.3，必须做到严肃认真，逐级核对，力求内容完整，准确无误，并保守秘密，按时上报。上报数据结

果，必须经本级国动办相关部门审核、签署后方可上报。

8.5.2 防空警报建设情况统计数据应每年的 12 月底前上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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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和支架示例图

A.1 图A.1～图A.3分别给出了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的平面图、顶部平面图和剖面图。

图A.1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平面图

图A.2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顶部平面图



DB36/T 1856—2023

11

A.3 防空警报系统设施用房顶部剖面图

A.2 图A.4～图A.6分别给出了支架的立体图、侧面图、扬声器安装示意图和扬声器安装尺寸图。

图A.4 支架立体图

警报器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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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5 支架侧面图

图A.6 扬声器安装示意图

图A.7 扬声器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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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警报设施安装情况登记表

表 B.1 警报设施安装情况登记表

基本

情况

所属单位 承办人

警报编码 设备类型 电声［ ］电动［ ］

安装地点

离地高度 米 经度 纬度

安装性质 新装［ ］重装［ ］ 警报类型 电声［ ］电动［ ］

警

报

器

设备型号 警报编码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工作电压 AC： V / DC： V 音响功率 W

控制方式 无线［ ］有线［ ］手动［ ］其他［ ］

功能情况 正常：是［ ］否［ ］ 运行情况 正常：是［ ］否［ ］

紧固情况 防雷接地 已接［ Ω］未接［ ］

安装日期 安装人员

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控制

终端

设备型号 配套情况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工作电压 AC： V / DC： V 控制类型 电声［ ］电动［ ］

功能情况 正常：是［ ］否［ ］ 运行情况 正常：是［ ］否［ ］

紧固情况 设备［ ］线缆［ ］支架［ ］ 接 地 已接［ Ω］未接［ ］

安装日期 安装人员

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电

源

设备型号 配套情况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充电方式 配套情况

输出电压 AC： V / DC： V 总 容 量

功能情况 符合：是［ ］否［ ］ 运行情况 正常：是［ ］否［ ］

应急切换 正常：是［ ］否［ ］ 接 地 已接［ Ω］未接［ ］

安装日期 安装人员

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其他

设备

管

理

管理单位

负责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管理员 职 务 联系电话

管理员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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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警报设施维修情况登记表

表 C.1 警报设施维修情况登记表

所属单位 警报编码

故障设备 设备型号

安装地点

管理单位 管 理 员

是否保修 是［ ］否［ ］ 维修人员

维修结果 正常［ ］ 不正常［ ］ 维修日期

故

障

原

因

维

修

情

况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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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警报设施维护管理月维护登记表

表 D.1 警报设施维护管理月维护登记表

警报编码 警报型号

安装地点 巡检日期

巡检人员

检查维护内容

警报器

断路、短路：

锈蚀、老化：

开机：

按键操作：扬

声器切换：

其他：

维护：

防潮、除锈、除尘：

控制终端

断路、短路：

锈蚀、老化：

开机：

按键操作：

控制信号接收：

回示信号发送：

其他：

维护：

防潮、除锈、除尘：

扬声器、电机和叶

轮

变形、破损：

积水、锈蚀：

叶轮、防雨罩、支架：鸣

响：

其他：

维护：

防潮、除尘：

除锈刷漆：

天馈线、线缆

变形、破损：

积水、锈蚀：

防雷：

防雷接地:地阻［ ］Ω

天线驻波比：［ ］ 增

益：［ ］

其他：

维护：

防水、除锈、除尘：

电源、后备电

源

断路、短路：

锈蚀、老化：

漏电保护：充

放电：

电源接地:地阻［ ］Ω

输入电压：［ ］V 输出电压：［ ］V

蓄电池电压：［ ］V

其他：

维护：

后备电源蓄电池更新：

其他设施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警

示牌、爬梯、门窗： 巡

检登记本等资料： 其

他：

维护：

防潮、除锈、除尘：

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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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警报设施维护管理季度测试登记表

表 E.1 警报设施维护管理季度测试登记表

警报编码 警报型号

安装地点 测试日期

测试人员

测试内容

预先警报

接收：

回示：

停止：

其他：

空袭警报

接收：

回示：

停止：

其他：

灾情警报

接收：

回示：

停止：

其他：

解除警报

接收：

回示：

停止：

其他：

语音播报
播报：

其他：

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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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警报试鸣情况登记表

表 F.1 警报试鸣情况登记表

警报编码 警报型号

安装地点 试鸣日期

管理员 联系电话

检查内容 情况记录

防空警报设施

检查

警报器、控制终端、扬声器、电机等设施

外观检查。

电源开关是否打开，指示灯是否显示正常。

外扬声器、电机开关是否打开。

控制信号接收情况，是否手动。

警报试鸣

情况

预先警报鸣响起止时间。 时 分 秒至 时 分 秒

预先警报鸣响情况。

空袭警报鸣响起止时间。 时 分 秒至 时 分 秒

空袭警报鸣响情况。

灾情警报鸣响起止时间
时 分 秒至 时 分 秒

灾情警报鸣响情况

解除警报鸣响起止时间。 时 分 秒至 时 分 秒

解除警报鸣响情况。

其 他

关闭外扬声器、电机开关。

登记表格和管理手册。

关闭并锁上机箱门。

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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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警报设施拆除（报废）情况登记表

表 G.1 警报设施拆除（报废）情况登记表

所属单位 警报编码

管理单位 安装地点

拆除（报废）

设施名称
安装时间

拆除（报废）

原 因

处理情况

施工时间 完成时间

施工单位 施工负责人

主管部门

意 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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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警报设施迁移情况登记表

表 H.1 警报设施迁移情况登记表

所属单位 警报编码

迁移设施

名 称
设施状态

迁移原因

迁 移 前 迁 移 后

安装地点 安装地点

管理单位 管理单位

管 理 员 管 理 员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迁移情况

施工时间 完成时间

施工单位 负责人

主管部门意

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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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防空警报工作情况统计汇总表

表 I.1 _____市防空警报器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盖章）：

序号

区域

（区

县）

年初数

固定警报器(台） 移动警报器（台）
小计

（台）

年增

长率

统控

（套）

工作状态

完好率 覆盖率 型号及数量
电动 电声 多媒体 车载 便携式 升降 正常 有故障

1

2

3

4

5

6

7

8

…

合计

说明：警报器数据截止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

核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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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2 警报器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盖章）：

序

号

安装地址
警报器

编号

警报器型

号

警报器

类别
生产厂家

生产日

期
安装日期 额定功率

控制方

式
安装高度 经纬度

工作状态
备

注

覆盖

率市
区、

（县）
路 号 正常

无法使

用

1

2

3

4

5

6

7

…

说

明

1.此表填写包含固定警报器、移动警报器、中继站、统控（中继站、统控备注标明），地址详细准确。

2.今年新增的防空警报器“备注”栏写新增。

3.警报器数据截止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

核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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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3 xxx 市、县（市、区）防空警报工作有关情况统计计划表

市、县（市、区）
防空警报器建设

中心城区面积（建成区面积） 应装警报器数量 现有可用警报数量、安装时间、品牌型号 缺额数量 完成计划安排 备注

应装警报器数量为中心城区面积除以每台控制器半径，每台控制器半径为 500m。控制面积为 0.78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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