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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18040—2008《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配备》。
本标准与GB18040—2008比较,除编辑性修改之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机场应急救护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机场应急救护保障等级的确定方法(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修改了机场应急救护人员数量的确定方法(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修改了急救站、急救室、应急救护物资库、应急救护车库及车位数量和布局的确定方法(见

第5章,2008年版的第5章);
———修改了药品、器械(材)、设备、物资、救护车辆的种类和数量(见第6章、第7章、第8章、

第9章,2008年版的第6章、第7章、第8章、第9章);
———增加了机场应急救护行业标志、应急救护现场区域标识,调整了应急救护引导标识(见第10章

和附录A);
———修改了机场应急救护制服的样式和要求(见第11章和附录B,2008年版的第10章和附录D);
———增加了对高高原机场应急救护的要求(见第12章)。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梅亮、骆路燕、高斌、刘兆祺、王梅、张小梅、刘瑶、郭伟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8040—2000、GB180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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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运输机场(以下简称“机场”)的应急救护保障等级,应急救护工作机制、组织机构

和人员,应急救护机构用房,应急救护医疗设备,应急救护物资,应急救护车辆,应急救护通信设备,应急

救护标志标识,应急救护制服,高高原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场设计、建设、安全运行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阶段的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机场应急救护 airportemergencymedicalservices
应急救护机构和应急救护人员在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对下列情况采取的应急医疗救护措施,为机场

应急救援的组成部分:
———航空器突发事件、非航空器突发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航空旅客和民航工作人员发生的紧急医疗事件等。

2.2
机场应急救护设施 airportemergencymedicalfacilities
为机场应急救护需要而建立的机构、组织(包括人员)和建筑等。

2.3
机场应急救护设备 airportemergencymedicalequipment
用于机场应急救护的医疗设备、器械(器材)、药品、救护物资、通信设备、车辆等。

3 机场应急救护保障等级

3.1 一般原则

机场应急救护保障等级划分为10级。根据机场运行的种类分为客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和货

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机场应适用客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和货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中的

较高应急救护保障等级。机场应急救护保障等级不应低于1级。

3.2 客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

3.2.1 根据机场运行的最大机型飞机机身长度,按照表1选定客运运行应急救护保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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