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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保通队伍 运输保障队伍

应急队伍保障



应急队伍保障

抢险保通队伍

国家级应急抢险保通队伍

地方应急抢险保通保障队伍



由武警交通部队作为国家应急抢险保通队伍

12个支队分布在全国重点区域

负责国防公路、重点公路桥梁和隧道的管护

负责重大应急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保通工作

国家级应急抢险保通队伍



省、市级公路交通应急管理机构负责应急抢通保障

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以公路养护管理单位、公路养护工程企业为主体

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择优选择公路养护工程企业

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养护和应急抢险保通

地方应急抢险保通保障队伍



抢险保通队伍 运输保障队伍

应急队伍保障



省应急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建立本辖区应急运力

以地市为基本单元，分别组建道路客、货应急运输

保障队伍

依托区域内大型公路运输企业，通过协商达成突发

事件运力调用协议

对于纳入省级储备运力的车辆给予税费减免、燃油

补贴等优惠措施

应急运输保障队伍



运力储备单位应保持应急运输储备车辆处于良好的

技术状况，并强化日常养护与保养工作

车辆技术等级要求达到二级以上

车辆使用不超过5年或行驶里程不超过15万公里

运输装备及技术状况



应急运力的备案管理

建立应急运力储备档案，包括运力单位、车辆及其

吨(座)位数、类型及人员数量等

每年针对储备运力的技术状况、单位及人员变动情

况进行审查，对运力储备及时进行调整、补充、更

新备案。

各省原则上客车不少于300辆、货车不少于500辆。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各级应急管理机构根据属地的实际情况和突发事件

特点，制订社会动员方案，明确动员的范围、组织

程序、决策程序。

在公路交通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

，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



应急人员安全防护

提供不同类型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装

备并发放使用说明，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为应急处置过程中有安全风险的工作人员投保人身

意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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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路交通
应急物资储备

地方公路交通
应急物资储备

应急物资设备储备体系



全国高速公路的分布情况

应急物资调运的时效性和覆盖区域的合理性

各地区的气候与地质条件

覆盖范围约500-800公里

国家公路交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

布局考虑了以下因素



国家公路交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

拟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河北、浙江、

江苏、河南、陕西、湖北、甘肃、四川、云南、贵

州、广东、福建、青海、西藏、新疆等省份建立国

家应急物资储备中心。



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建设本地区公路

交通应急物资储备点

设立的一般原则：

— 辖区内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和特点

— 公路抢通和应急运输保障队伍的分布

— 养护施工企业和道路运输企业的各类设施资源

— 辐射范围约在200公里左右。

省级交通应急物资储备点



应急物资管理制度

国家公路交通应急物资储备实行应急物资代储管理

制度，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监管，物资的调度和使用

须经交通运输部同意。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代储单位，负责具体建设

与管理工作。

代储单位对储备物资实行封闭式管理，专库存储，

专人负责。



应急设备

应急物资

应急物资设备

机械设备

通迅设备

抢通物资

救援物资

应急物资设备种类



应急设备

应急机械设备主要有钢桥（贝雷架）、挖掘机、装

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砼搅拌运输车、撒布机、

汽车起重机、清雪车、空压机、平板拖车、运油车

、消防车、发电机、大功率移动式水泵、雷达地质

探测仪和生命探测仪

应急通讯设备包括车载电台、超短波手持机、海事

卫星手机和便携式发电机



应急物资

抢通物资包括沥青、碎石、砂石、水泥、草袋、麻

袋、融雪剂、防滑料、吸油材料等

救援物资包括防护衣物及装备、帐篷、燃料、安全

标志、应急运输车辆、车辆防护器材及常用维修工

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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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路交通应急平台体系

在充分整合现有交通通信信息资源的基础上，

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管理、多网联动、快速响

应、处理有效”的公路交通应急平台体系。

公路交通应急平台体系包括交通运输部、省、

市三级公路交通应急平台。



交通应急体系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ramework

提高路网效率
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应急能力

To improve road 

net management, 

efficiency, service 

level & rescue 

capacity.

国家级中心
National

Center

省级中心
Province 

Center

路段中心
Road Sector 

Center

日常运行监测

公众出行服务

应急处置调度

Routine Monitoring

Travel Infor Service

Emergency Dispatch



国家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中心



系统功能—基础数据查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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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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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Video Monitoring

 已实现15个省市公路视频接入。

Data communication among 15 provinces/cities including 

road condition images captured by video system



交通部路况信息管理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MOT



央视每日播报的公路交通气象预报
Daily weather forecast by China Central 
TV

公路气象预报和重大公路气象预警

Road weather forecast & bad weather early warning



 路线与附属设施查询
Route/facility 

inquiry
 自驾车导航服务

Driving navigation
 路况信息

Road condition 
infor

 公路气象信息服务
Road weather infor

 出行参考
Travel advice

中国公路信息服务
China Highway Information Service



应急处置功能（正在研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