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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经典设计案例及设计实践，对灾后救援安置设施设计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灾后

安置救援提供参考。方法方法 概括介绍救援设施设计的原则及分类，通过选址、结构设计及材料选择等

方面对临时安置房设计进行分析总结；结合项目实践对救助医疗点的设计特点进行把握；通过实例分

析介绍了震后卫生器具的设计要点。结论结论 便携的救援设施、因地制宜的材料和简单的搭建技术，能

为救援安置和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便利，震后救援设施设计要贯彻系统、科学、人性化原则，一切为灾

民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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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Earthquake Rescu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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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analyzes the design of post-earthquake rescue resettlement facilities through the classic

design and design practice，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ttlement rescue after disaster in the future. Methods It first

introduced the principle of rescue facilities design and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site，structural and material selection

introduces the temporary housing design，and it gras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d medical station combined the design

project.Finally，it introduced post-earthquake sanitary ware design by actual cases. Conclusion Portable rescue facilities，

local materials and simple techniques to build can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for the rescue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earthquake.Post-earthquake rescue facilities design should follow the system，scientific and humane principles，all

for victim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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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常常会造成重大的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1]。地震发生时常常伴随着火

灾、水灾、滑坡及海啸等次生灾害，给震后应急救援、

灾民安置及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2-4]。我国是地

震多发的国家之一，目前受技术能力与经济条件的制

约，地震预报概率偏低[5]，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

制和救援安置体系将灾害降到最低。灾难发生时，有

的会造成交通中断、桥梁损坏、房屋倒塌，外来救援帐

篷等物资无法进入灾区；有的安置场所没有很好的医

疗救助设备，容易造成疾病蔓延等次生灾害。便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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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设施、因地制宜的材料和简单的搭建技术能为救

援安置和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便利，因此对震后救

援、重建安置及生活环境设施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现阶段灾后重建研究多集中在安置板房及灾后抗震

住宅建设方面，对便携救援设施及关系到灾民生活福

祉的生活设施的研究还比较少。在此背景下，对地震

灾区救援生活设施设计进行研究，为以后地震灾区的

应急自救和震后生活提供便利。

1 救援设施设计的原则及分类

地震灾难发生后各级政府、志愿者和救援队会运

送物资到灾区进行救援，为灾民搭建临时性生活设施

等[6]，因此救援安置设施首先要方便拆卸，利于运输。

但有时道路、桥梁中断，救援物资无法运达，需要设计

能够快速搭建的临时桥梁设施以供通行。外部支援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避难要求，因此震后临时生活

设施应以灾民自救为主，尽可能因地制宜地使用当地

材料。灾民安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栖身场所，灾民

在灾难发生时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安置区还要尽可

能地营造温馨便利的环境氛围，给灾民以最大的心理

安慰。安置区还需要移动的、可自由组合的卫生防疫

设施、心理干预室、临时洗浴用房及垃圾投放设施[7]等。

2 临时安置房设计

人们在受到突发性灾害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常常出现悲伤、恐惧、焦虑的心理，在这种混乱的社会

环境中，让灾民尽快有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对灾民

情绪的安抚有很大的作用。震后临时安置房主要应

对震后一星期到一个月内灾民的安置问题。

地震时通常会伴随余震、暴雨、滑坡、泥石流等次

生灾害，在选择安置建筑场址时，要避免在软弱土、液

化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带等地基上

建造，而尽可能选在开阔的盆地和平原上。选址应避

开可燃材料堆放场，远离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存放处，

尽量靠近干线公路，每个安置点应设置两条以上宽度

不少于4 m的通车道路与外部联系。在设计上尽可能

少对边坡进行开挖。为了防止余震等次生灾害的发

生，临时场所层高不应超过六层，一至三层最适宜。

安置建筑应该降低房屋重量，建筑材料越轻，对抗震

越有利，还应该方便快速搭建，具备较长的使用寿

命。建筑材料、性能应遵循实用原则，临时安置点应

提供饮食加工、生理休息、卫生清洁、遮风避雨的功

能，还必须具备一定的防火防盗功能，防止灾民受到

二次伤害。安置房屋应通过结构设计和建筑材料的

合理使用，保证通风、保暖、隔热、防水防潮、防火等，

最好可进行重复利用，或直接使用现有材料进行改装

和搭建，尽可能采用绿色环保材料。

现阶段临时性救援安置房屋存在一些问题：缺乏

完整的震后重建规划和体系，忽视后期对安置房拆除

及可持续性再利用的考虑；选址不当，易造成洪水、泥

石流等灾害；缺乏适应性强的建筑；缺乏建造方便、造

价经济、绿色环保、可回收利用的意识，容易造成环境

污染，比如大量使用聚苯乙烯等不可降解、易燃烧的

白色泡沫板。

日本建筑师坂茂设计的震后临时纸房屋[8]在日本

阪神大地震后被广泛应用。阪神大地震后坂茂将其

在临时建筑设计实践中的经验用于灾后临时安置建

筑设计上，尝试设计用纸管建造的过渡建筑并付诸实

体搭建，见图1。房屋搭建操作非常简单，一家人几个

小时就可以建好。预制好的纸筒壁厚4 mm，长度根据

需要进行切割，中空，防潮，建造时直接插入卡口节

点。纸管并排围合成墙体，预留门窗洞口，中间用钢

钎横向固定，增加稳定性，纸筒有韧性，承载力大。上

围四角用角铁固定，防止房屋倾斜。屋顶分为屋面和

天花，采用白色的PVC薄膜覆盖，屋顶薄膜可根据天

气情况随时调节闭合，以保证室内温度和空气的清

新。纸筒可以作烘蜡处理，简单、便宜。纸筒防水、保

暖、防潮效果都非常好，安置过后房屋拆除的纸管可

以回收利用，对生态环境几乎没有影响。整个设计追

求快速、廉价的同时兼顾美学需求，室内纯洁的屋顶，

四周亲近的纸管材料界面，阳台投射到纸管上产生的

光影效果，与传统乏味的过渡安置房大相径庭。

旅法设计师野城设计的XBOX灾后临时安置房[9]

运输方便，搭建快捷，非常适合灾区临时安置的需要。

整个设计像一个大礼物盒子，家具和生活用品完全整

合在箱体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犹如一个便携箱

子里面装了一整栋房子，箱子打开就可以立刻使用。

造型很有亲和力，可以给灾区人们以心理安慰，见图2。

设计的主要材料为防火板、帆布、金属折叠骨架

等，材料简单、环保，可以拆卸回收循环使用，安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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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生任何废料，而且体积小，运输方便。单个箱体

尺寸为3 m×1.2 m×2.6 m，适合卡车、飞机和船运

输。生产成本低，可以完全在工厂预制，适合大批量

生产。安装便捷，不需要吊车、脚手架等大型设备，不

需要浇灌水泥等现场作业，安装简单，不受天气影响，

无噪音，无污染。XBOX抗风防雨，能够适合各种恶劣

天气，还可以在上面覆盖麦秆等当地材料增加保暖功

能。根据现场条件，屋顶还可以安置太阳能板和风

车。该设计可以适应各种基地，既可以在平地、坡地

搭建，也可以在水面漂浮。缺水地区还可以通过雨水

收集器收集雨水，解决部分用水问题。

3 临时医疗点设计

灾后房子倒塌，受伤的群众需要及时救治，因此

医疗场所是灾后非常重要的“点”[10]。灾后临时医疗场

所设计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便携性：利于短时间内

建造和拆卸；（2）安全性：建筑为1~2层，位于平坦的地

方，避免灾后的泥石流、塌方等隐患，靠近灾难点，为

救援争取时间；（3）室内环境：通风性好，预防病毒传

染；（4）设备区域：设有手术室、消毒室、隔离室、家属

休息区；（5）交通流线：利于推车和轮椅的进出，防止

交通堵塞影响治疗时间；（6）应急体系：当灾难再次来

临时，有预留的避难场地，如大片绿化场地；（7）建材

及色彩：绿色材料，可回收处理，材料和玻璃都使用素

色，避免医生产生误诊；（8）以人为本：给患者生存的

希望，针对伤害程度的不同，抓住不同种类人群（老

人、小孩、孕妇）在病危时的心理和需要。

笔者设计的移动医疗站见图3，该移动医疗站采

用模块化设计，整个医疗站整合到一个8.2 m×3.6 m

的箱体里面，利用汽车牵引移动。一台医疗车可以独

立开展简单的医疗救助，也可以自由组合，形成快速

反应救援部队为灾区提供医疗救助。该设计的特点

是组合灵活，移动便捷。箱体两旁设置有塑料棚，可

以和后门围合，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延展空间，为简单

治疗和需要输液的伤员提供遮蔽。每辆车都具有基

本的救护功能，越多的箱体进行组合，医疗站的救护

功能就越全面，涵盖的功能就越丰富。

4 临时卫生器具设计

地震灾害发生后房屋倒塌，断水断电，日常生活

中的入厕活动也会非常不便。灾民安置区的卫生状

况需要非常重视，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疾病传染等次生

灾害。震后救援人员、灾民会非常杂乱，入厕也会成

为大问题，因此可以通过简单的、便携式坐便器设计

避免类似的尴尬。灾难发生常常断水断电，因此该坐

便器不用水冲洗，而是用凝固剂使排泄物迅速干燥，

然后用密闭袋子密封，作为可燃垃圾进行处理，避免

造成卫生清洁问题，见图4。

5 结语

地震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也给人

们带来很大的心理伤害。作为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

为震后救援、重建作出自己的贡献。震后救援安置不

图1 临时纸屋

Fig.1 Temporary paper house

图2 XBOX临时安置房

Fig.2 XBOX temporary housing

图3 移动医疗站设计

Fig.3 Mobile medical vehicle design

图4 折叠坐便器示意

Fig.4 Folding toilet sketch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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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地让灾民有一个栖身场所，而是一个能够很好

地满足日常生活、医疗、交流和工作的特殊场所。和

其他城市公共环境相比，震后安置设施设计更需要贯

彻科学、系统和人性化的设计原则。通过对震后安置

房及临时医疗点的设计研究，全面系统地了解震后生

活设施设计理念，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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