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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的分类与编码、符号样式、符号使用方法及符号扩充原则和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突发事件应急标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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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4354 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突发事件 emergency
需要立即采取应对行动的突发、紧急的(通常意外的)事故或事件。

3.2 
应急 emergencyresponse
为应对突发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3.3 
标绘符号 plottingsymbol
处理突发事件时用以标示和绘制应急管理信息的图形符号。

3.4 
危险源 hazard
可能导致人员伤害或疾病、物质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因素。
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类风险隐患区(点)、事故灾难类危险源、公共卫生类危险源、社会安全类风险隐患区(点)等

四大类。

3.5 
防护目标 protectedtarget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由于面临风险而需要对其进行保护的对象,通常包括重要部位、关键基础设施

及其中人员等。
注:重要部位主要包括:重点政府部门、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广播机构、国防目标、公众聚集场所、金融机构、重要场

所、监测台站、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场所、重要生态安全区、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等;关键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通信系

统、公路基础设施、铁路基础设施、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民航交通设施、水利设施、电力基础设施、石油天然气设

施、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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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急保障资源 emergencyresource
为有效开展应急活动,保障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设施、信息、技术等各

类资源的总和。
注:主要包括应急机构、应急人力资源、应急物资与装备资源、应急通信资源、应急运输与物流资源、医疗卫生资源、

应急避难场区、应急财力保障等。

4 符号的分类与编码

4.1 符号的分类

4.1.1 符号几何形态分类

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从几何形态应分为点状、线状及面状标绘符号,其中:

a) 本标准所涉及的点状标绘符号均为不依比例尺符号,线状标绘符号均为半依比例尺符号;

b) 线状及面状标绘符号的主体部分线划长度依比例尺变化,而宽度维持不变;

c) 线状及面状标绘符号中包含的非线状要素,如三角形、圆形、开口夹角等,其尺寸不随比例尺

变化。

4.1.2 点状标绘符号分类

点状标绘符号宜分为突发事件符号、危险源符号、防护目标符号及应急保障资源符号四大类。

4.1.3 线状标绘符号分类

线状标绘符号宜分为隔离符号,交通工具、道路及基础设施符号,以及行动路线符号三大类。

4.1.4 面状标绘符号分类

面状标绘符号宜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标识符号。区域标识符号宜包括但不限于警戒区域符号、事故

控制区域符号及事故蔓延区域符号。

4.2 符号编码规则

4.2.1 编码结构

×

第一级,1位大写罗马字符

 ×

第二级,1位阿拉伯数字

 ××

第三级,2位阿拉伯数字

 ××
第四级,2位阿拉伯数字

图1 应急标绘符号编码结构

应急标绘符号编码应由6位等长代码构成,结构见图1。
应急标绘符号编码应分为四级,其中:

a) 第一级代表符号大类,包括突发事件符号、危险源符号、防护目标符号、应急保障资源符号等,
用1位大写罗马字符(A~Z)表示,为避免与数字0,1,2相混淆,字母中不出现I,O,Z;

b) 第二级代表符号中类,用1位阿拉伯数字(1~9)表示;

c) 第三级代表符号小类,用2位阿拉伯数字(01~99)表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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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级代表符号子类,用2位阿拉伯数字(00~99)表示,当前为小类符号时,取值“00”。
示例:突发事件编码为A,自然灾害类事件编码为1,水旱灾害事件编码为01,洪水事件编码为01,则水旱灾害符号

编码为A10100,洪水符号编码为A10101。

4.2.2 编码扩充规则

应急标绘符号编码扩充应遵循以下规则:

a) 本级分类采用1位数字表示时,如果分类不超过10,首先是采用数字1~9表示,不够表示时,
采用字母A~Z扩充(即:1,2,3,4,5,6,7,8,9,A,B,C,…,Y);

b) 如果分类采用两位表示时,如果分类不超过100,则用两位数字表示,如果超过,则顺次添加字

母(即:99,9A,9B,9C,9Y,A1,A2,…,AY,B1,B2,…,YY),有特殊说明除外。

5 符号样式

5.1 点状标绘符号

点状标绘符号样式见附录A。点状标绘符号由外框、符号主体以及标识文字(非必备要素)构成,
其中:

a) 外框的形状分为圆角正方形(代表突发事件符号)及直角正方形(代表危险源符号、防护目标符

号、应急保障资源符号);

b) 符号主体表示符号所属的具体小类;

c) 标识文字表明符号对应其所属小类中的特定对象,文字标识区域应限制在符号外框下部四分

之一范围内,标识文字数量限定为2~4个汉字;

d) 根据符号所属类型,对于不需要文字说明即可明确表示其含义,且不会导致二义性的点状标绘

符号,可不包括标识文字(如:新闻广播机构符号);

e) 应按照附录A中的文字标识要求进行。其中,“符号样式”内标识文字代表当前符号所属小

类。需要标识相应子类符号时,应使用“子类文字标识”一栏中相应子类名称作为文字标识。
点状标绘符号的构成示例见表1。

表1 点状标绘符号构成示例

符号名称
符号构成示例

外框 符号主体 标识文字 点状标绘符号

生产安全

危险源符号

5.2 线状标绘符号

线状标绘符号样式见附录B。线状标绘符号由线条主体及辅助元素构成,其中:

a) 线条主体包括直线、折线及曲线,线条形态可为实线或虚线;

b) 辅助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箭头、圆形、短线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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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标绘符号的构成示例见表2。

表2 线状标绘符号构成示例

符号名称
符号构成示例

线条主体 辅助元素 线状标绘符号

通信光缆线路

5.3 面状标绘符号

面状标绘符号样式见附录C。面状标绘符号应由闭合的符号主体及各类辅助元素构成,其中:

a) 符号主体包括由直线、折线或曲线构成的闭合图形;

b) 辅助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箭头、圆形、短线等。

6 符号使用

6.1 符号颜色

6.1.1 色彩模式

本标准所涉及标绘符号,均采用三原色红、绿、蓝(记作 RGB)色彩模式,按色阶(256色阶)记数

设置。

6.1.2 符号颜色设置

点状标绘符号颜色应按照表3中的要求设置。线状及面状标绘符号显示颜色应为红色(R:255,G:

0,B:0)。

表3 点状标绘符号缺省颜色设置

符号类别 颜色 R值 G值 B值 色块示例

突发事件符号 红 255 0 0

危险源符号 黄 255 255 0

防护目标符号 蓝 0 0 255

应急保障资源符号 绿 0 2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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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符号尺寸

6.2.1 点状标绘符号的尺寸

点状标绘符号应符合以下最小尺寸设置要求:
a) 点状标绘符号大小:32×32像素;

b) 基础图形边框粗细:1像素;

c) 圆角矩形圆角半径:5像素;

d) 文字标识区域大小:8×32像素;

e) 标识文字字体:黑体;

f) 标识文字字号:7pt,bold(加粗)。
注:本标准对尺寸的规定基于可视分辨率,与比例尺无关。

6.2.2 线状标绘符号的尺寸

符号线划粗细、交叉线段的夹角等,没有特殊要求的均以本标准附录B中要求为准。一般情况下,
线状标绘符号线宽应不小于2像素。

6.2.3 面状标绘符号的尺寸

面状标绘符号边线宽度应不小于2像素。

6.3 符号定位

符号定位要求应符合GB/T24354的规定。

6.4 动态标注

标绘可采用引线标注的方式,针对当前标绘对象(如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等)
的动态演变,对其状态实时进行说明。动态性标注文字的具体要求见表4。

表4 符号动态性标注示例

标注类型 标注示例 说  明

引线标注

缺省轮廓线颜色:红色(R:255,G:0,B:0)

缺省填充色:白杏仁色(R:255,G:235,B:205)

缺省字体:黑色宋体

缺省字号:12

6.5 符号透明度

点状及面状标绘符号不应压盖底图重要地物,并应以百分比的形式提供透明度设置。

7 符号扩充

7.1 扩充原则

扩充新的应急标绘符号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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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继承性:在现有类别基础上增加符号,应保持符号构成规则及符号类别原则的统一;

b) 通用性:新增符号应注意与国内外现有地图或标准符号样式间的联系与区别;

c) 易读性:新增符号应准确反映表达信息的性质和特征,通过简化和抽象保持符号的清晰易读;

d) 系统性:新增符号的类别体系应与本标准已有的符号分类体系相协调。

7.2 扩充方法

7.2.1 色彩拓展

对于新增加的点状标绘符号大类,应使用RGB方式定义色彩,并与本标准已有符号颜色进行区分。

7.2.2 图形拓展

对于附录A、附录B及附录C中尚未包含,或新分类方式的新增符号,应根据表达对象的特征,在
遵循本标准已有符号构成规则的前提下设计新符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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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点状标绘符号样式

A.1 突发事件符号

A.1.1 自然灾害符号

自然灾害符号样式见表A.1。

表 A.1 自然灾害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10100 水旱灾害

洪水、内涝、水库险情、堤防险情、凌汛灾害、山
洪、农 业 干 旱、城 镇 缺 水、生 态 干 旱、饮 水 困

难等

A10200 气象灾害

台风、龙卷风、暴雨、雪灾、寒潮、大风、沙尘暴、

低温冻害、冻雨、高温天气、热浪、干热风、下击

暴流、雪崩、雷电、冰雹、霜冻、大雾、霾、风切

变等

A10300 地震灾害 人工地震、天然地震等

A10400 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崩塌、塌陷、地裂、地面沉降、火
山喷发、海(咸)水入侵等

A10500 海洋灾害 海啸、风暴潮、海冰、巨浪、赤潮、绿潮等

A10600 森林火灾 境内火灾、跨境火灾、境外威胁等

A10700 草原火灾 境内火灾、跨境火灾、境外威胁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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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事故灾难符号

事故灾难符号样式见表A.2。

表 A.2 事故灾难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20100 煤矿事故
瓦斯、顶板、运输、水害、机电、放炮、

火灾事故等

A20200 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事故
顶板、运输、水害、中毒窒息、尾矿垮

坝、火灾、机电、火药爆炸等

A20300 建筑业事故 施工安全等

A20400 危险化学品事故 爆炸、泄漏、火灾、中毒窒息、灼烫等

A20500
烟花爆竹和民

用爆炸物事故
生产爆炸、运输爆炸、民用爆炸等

A20600 火灾事故
一般工业、特种工业、一般民用、高层

民用、地下建筑、公用建筑、隧道等

A20700 道路交通事故
撞车、翻车、坠水坠沟、车辆起火、校
车等

A20800 水上交通事故
碰撞、触礁、搁浅、风灾、火灾、船舶失

踪、海上遇险、渔业设施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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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续)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20900 铁路交通事故 脱轨、追尾、撞车、撞人、火灾、爆炸等

A21000 城市轨道事故 脱轨、追尾、撞车、撞人、火灾、爆炸等

A21100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 坠机、撞机、刮蹭、航班延误等

A21200 特种设备事故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
重机械、客运索道、游乐设施等

A21300 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事故

公路设施、铁路设施、城轨设施、桥梁

隧道、水 运 交 通、民 航 设 施、水 利 设

施、电力设施、油气设施、通讯设施、

金融设施、生命线、建筑垮塌等

A21400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水域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海上

溢油、供 水 中 断、种 群 死 亡、生 态 破

坏、危险废物等

A21500 农业机械事故

行驶事故、作业事故、碾压事件、碰撞

事件、翻 车 事 件、落 车 事 件、火 灾 事

件、机械事故等

A21600 踩踏事件 活动踩踏、校园踩踏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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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公共卫生事件符号

公共卫生事件符号样式见表A.3。

表 A.3 公共卫生事件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30100 传染病事件 鼠疫、霍乱、肺炭疽、非典、禽流感等

A30200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药品安全、食品安全等

A30300 群体性中毒、感染事件 职业中毒、重金属等

A30400 动物疫情事件
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狂犬病、动
物炭疽等

A.1.4 社会安全事件符号

社会安全事件符号样式见表A.4。

表 A.4 社会安全事件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40100 金融突发事件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

A40200 信息安全事件 病毒传播、网络攻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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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A40300 恐怖袭击事件 —

A40400 核辐射事故 —

A40500 大规模集会事件 —

A.2 危险源符号

A.2.1 事故灾难危险源符号

事故灾难危险源符号样式见表A.5。

表 A.5 事故灾难危险源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B10100 生产安全危险源

贮罐、库区、生产场所、压力管道、锅
炉、压力容器、煤矿、非煤矿山、尾矿

库、气瓶充装、加油站、油气田等

B10200 运输安全危险源 危化车辆、危化船舶、油轮等

B10300 环境污染危险源 污染源、放射源、危险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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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防护目标符号

A.3.1 重要部位符号

重要部位符号样式见表A.6。

表 A.6 重要部位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C10100 党政机关 —

C10200 学校 —

C10300 新闻广播机构 —

C10400 公众聚集场所 —

C10500 金融机构 —

C10600 重要场所
重点居住、外交场所、文物保护、储备

物资等

A.3.2 关键基础设施符号

关键基础设施符号样式见表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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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关键基础设施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C20100 铁路基础设施 —

C20200 水运交通基础设施 —

C20300 民航交通设施 —

C20400 通讯基础设施 —

C20500 水利设施 —

C20600 电力基础设施 —

C20700 石油天然气设施 —

A.4 应急保障资源符号

A.4.1 应急机构符号

应急机构符号样式见表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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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应急机构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10100 现场指挥部

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地质灾害、森林

防火、民 航 事 故、公 共 卫 生、动 物 疫

情、食品安全、粮食应急等

D10200 应急临时机构
临时安置、物资发放、临时医疗、临时

取水等

A.4.2 应急人力资源符号

应急人力资源符号样式见表A.9。

表 A.9 应急人力资源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20100 军队 —

D20200 武警 —

D20300 人民警察 —

D20400 救援队
矿山救护、危化救援、地震救援、海上

搜救等

A.4.3 应急物资与装备资源符号

应急物资与装备资源符号样式见表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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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应急物资与装备资源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30100 物资储备库 粮食储备、医药储备等

A.4.4 应急运输与物流资源符号

应急运输与物流资源符号样式见表A.11。

表 A.11 应急运输与物流资源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40100 运输场站 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汽车站等

D40200 救援车辆 客运车辆、货运车辆、专用作业等

A.4.5 医疗卫生资源符号

医疗卫生资源符号样式见表A.12。

表 A.12 医疗卫生资源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50100 医疗机构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社区

医疗等

D50200 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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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应急避难场区符号

应急避难场区符号样式见表A.13。

表 A.13 应急避难场区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子类文字标识

D60100 避难场所 避难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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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线状标绘符号样式

B.1 隔离符号

隔离符号样式见表B.1。

表B.1 隔离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符号说明

E10100 隔离线

“ ”高度:6像素;

“ ”中间距:2像素;

两端突出部分高度为2像素;

应自行掌握合理间距,间断进行标记

E10200 生态隔离线

“ ”箭头高度:10像素;

“ ”箭头夹角:20°;

隔离线主体夹角:90°;

主体折线部分,“ ”内线划长度应为20~25像素

之间

B.2 道路及基础设施符号

道路及基础设施符号样式见表B.2。

表B.2 道路及基础设施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符号说明

E20100
通信光缆

线路

“ ”直径:20~25像素;

“ ”线条宽度:1像素;

箭头部分长度应为12像素,高度应为8像素;

应自行掌握合理间距,间断进行标记

E20200 输电线路

“ ”直径:20~25像素;

“ ”线条宽度:1像素;

应自行掌握合理间距,间断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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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续)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符号说明

E20300 疏通道路

上下短线均匀分布,长度应为25~30像素,间距为

10~15像素;

短线距离箭线主体距离为10像素;

箭头部分长度应为12像素,高度应为8像素

E20400 危险路段

双短线“ ”高度:6像素;

双短线“ ”间距:2像素;

每组双短线之间距离:15~20像素

E20500
遭破坏的

道路

“ ”高度:6像素;

“ ”中各个“ ”间距:4像素;

应自行掌握合理间距,间断进行标记

B.3 行动路线符号

行动路线符号样式见表B.3。

表B.3 行动路线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符号说明

E30100
救援车辆

行进路线

“ ”长度应限制在35~45像素之间,左侧竖

线划高度不超过20像素;

箭头部分长度应为12像素,高度应为8像素;

应自行掌握合理间距,间断进行标记

E30200
灾民撤离

线路

“ ”长度应限制在25~30像素之间,高度不应

超过20像素;

箭头部分长度应为12像素,高度应为8像素;

每两个“ ”为一组,应自行掌握各组间合理间

距,间断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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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面状标绘符号样式

区域标识符号样式见表C.1。

表 C.1 区域标识符号表

符号编码 符号名称 符号样式 说 明

F10100 警戒区域

采用点划线表示警戒区域边缘,点划线每

段长划长度约6~8像素,作为点的短划长

度为1~2像素,短划及长划间隔为1像素

F10200 事故控制区域

箭头共4个,均匀分布;

箭头高度:20像素;

箭头夹角:40°

F10300 事故蔓延区域

箭头共4个,均匀分布;

箭头高度:20像素;

箭头夹角: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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