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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

的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发挥人民防空指挥、通

信警报系统和群众防空组织的作用，使其积极参与城市平

时的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工作，大力推进人民防空整体平战

结合，逐步与国际民防接轨”，足可见人防指挥通信的重要

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我国人民防空指挥、通信体系

日趋完善，人防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加上大量的实践经验，

使得人民防空防灾救灾能力日渐雄厚。人防指挥是人防组

织防灾救灾工作的核心力量，在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中具有

绝对优势。

1防灾救灾是人防部门的重要职责

除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采取防护措施，最大限度减

轻空袭带来的危害，人防还同时肩负着防灾救灾的重要职

责。在我国政府的引导下，人民防空防灾救灾一体化建设不

断深入推进，防灾救灾工作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

于人防防灾救灾的职责早在 1997年便纳入了法律的范畴，

人防部门必须主动担负起法律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

挥在指挥通信方面的优势，保证防灾救灾工作的顺利、有序

开展。

过去，我国人防系统仅担负着防空职责，但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加之社会利益的

相互冲击、各种不可避的自然因素，都会导致灾难发生。在

这样的背景下，人防系统必须同时担负起防灾救灾的职责，

通过一体化建设，将人防逐渐转变为民防。经过多年的研究

和实践，我国人防部门在防灾救灾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

形成了一套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系统方法，为构建和

谐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2人防指挥在防灾救灾中的优势

2.1指挥体制优势

为有效发挥人防部门在防空建设以及应对空袭战争等

方面的作用，人防部门同时接受军方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

导，这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中是唯一一个。这种人防指挥体

制满足了我国国情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军方和地

方的优势力量，使得人民防空工作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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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防即人民防空的简称，其承担着应付重大灾害事故，有效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责。在进行防

灾救灾工作时，人民防空发挥着指挥与通信的关键优势，而构建完善的人防指挥体系，能够保证防灾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保护措施应对灾害，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当前，推进防灾防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期人防改

革发展的方向，也是人防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对人防指挥在防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优势进行了探讨，并

提出了几点强化人防指挥优势的措施。

[关键词] 防灾救灾；人防指挥通信；优势

4结束语

950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1卷◆第 7期◆版本 1.0◆2017年 7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在我国，军队和武警是各类防灾救灾活动的核心力量。

仅以 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来说，数万军事力量及时奔赴

灾区，在抢险救灾当中担当重任，其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

喻。在这背后，是军地双方的同心协力、通力合作，才确保了

军事化救灾的有序开展，人防指挥体制就是这种军地双方

联合指挥的机制，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优势，

保证防灾救灾的顺利进行。

2.2防灾救灾预案优势

所谓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就是要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

做好应急预案，防灾救灾工作同样如此。只有提前制定出科

学合理的、充分考虑客观实际的预案，才能够在灾害发生

时，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各方力量，灵活的运用符合实际需要

的方式处置各种问题，保证人防部门面对自然或人为灾害

之时能够掌握主动权，开展防护行动。

为了更好的开展人民防空行动，我国部分城市编有防

空预案，这种完整的、专业的预案不但可以用于防空袭，亦

可以根据客观情况修改成满足实际需要的防灾救灾方案，

用于防灾救灾活动。

2.3指挥平台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人民防空建设，我国的人防部门已具备

大量的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处理突发灾害的能力。在人民

防空重点城市，人防部门建立了多功能人防指挥场所，是十

分完善的指挥平台。当前，部分城市的人防指挥所同时也是

应急救援指挥平台，既能发挥防空袭的作用，又能最大限度

的处理应急事件，且具备强大的防灾救灾能力。

3人防通信在防灾救灾中的优势

3.1机动通信优势

卫星通信和短波无线电台通信是人防通信系统中最具

优势的两种通信方式[1]。卫星通信可实现远距离传输，辐射

范围十分广，传输信息量巨大，且通信稳定、灵活，能够保证

通信质量，不但可以传输语音、图像，还可以进行大量数据

和视频的传输，在应急通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依然已 5.18汶川地震为例，彼时汶川地区受灾严重，有

线通信线路几乎全部被毁，很难在短时间内抢通，灾区与外

界一度失去联系。当时就是利用了卫星通信最先联络上灾

区，将灾情信息传递出去，保证了救援指挥的科学进行。而

短波无线电台通信同样是人防指挥应急通信的重要方式，

其优点是通信速度快、机动性强、成本低。

3.2人防警报优势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用于

人民防空，平时也可用于抵御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的灾情

预报和紧急报知，是进行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

本手段。一旦发生或即将发生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

或重特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灾难时，人民防空警报可以

在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人民群众收到警报后，可尽快做好防

范自然灾害、应对安全事故的准备，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避

免因信息发布不及时造成更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3.3存储信息优势

目前，我国人防部门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信息系统，

并能够熟练运用此系统快速收集、处理防灾救灾信息，有效

促进了防灾救灾活动的高效开展。除此之外，人防的信息系

统在存储信息方面也更具安全性，地下是人防工程的建立

地点，具有十分强大的防护能力，借助这一优势，可以在人

防工程内建设数据备份存储中心，将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要

信息存储于此，能够大大提高信息的安全性。

4强化人防指挥在防灾救灾工作中的优势

4.1强化城市防护工程建设

防护工程是保证人防指挥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也是

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防护工程建设

日益完善，但防灾救灾工作也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

人防工程应进行统一的规划，制定多元化施工方案，推动人

防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建设防护工程时，可以利用修建

工业或民用住宅的机会，建立地下掩体，给予相应的政策和

资金支持。这种以投资主体修建人防工程的方式，可以有效

节约成本[2]。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使人们渐渐将

活动范围扩大到地下空间，这一趋势，无疑强化了城市的防

空职能和防灾救灾能力，同时也节约了土地资源。

4.2完善人防队伍建设

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并且迅速引起重大安全事故，造

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一定要有一支专业的人防队

伍，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损失，有序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完

善人防队伍建设，使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备较强的综

合救援能力，能够大大提升人民群众对灾难的抵抗能力。只

有经过严格、系统的培训，充分掌握专业救援知识的救灾人

员，才能在灾难发生时进行有效救援，发挥正面作用。因此，

在救援人员的日常工作中，要不断强化专业知识传授、专业

技能培训以及救援演练工作的开展，以此提升整个队伍的

防灾救灾能力。

4.3加强人防知识的教育宣传

拓宽人防知识宣传渠道，多元化强化民众对防灾救灾

知识掌握程度，使得人民群众掌握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在

灾难发生时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救，最大限度的减少灾难造

成的损害。在进行人防知识宣传时，要足够深入、细致，可在

校园进行集中教学，亦可在社区等人员集中场所开展应急

演练的方式，使群众能够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5结语

人防指挥通信，是保障防灾救灾信息及时准确传递的

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降低自然灾

害、安全事故损害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人防指挥通信的优

势，能够显著提升防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柯美焱.防灾救灾中人防指挥通信的优势分析[J].

硅谷, 2010(9):133-133.

[2]段继跃.防灾救灾工作中人防指挥的优势探析[J].

通讯世界, 2014(18):39-40.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