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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上旬，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

中心区地下空间项目建设现场一片忙碌

景象。“80 多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已初

具规模。”该市人防办副主任易永建介

绍，人防工程巧妙融入整个地下空间的

规划建设、实现浑然一体，是这个项目的

一大特色。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同步修建防空

地 下 室 ，是 人 民 防 空 法 作 出 的 明 确 规

定。中心区地下空间项目筹划之初，有

人提议：按照常规做法，地上建高楼、地

下专门拿出一层建防空设施，这样既能

保证防护面积达标，又便于规划设计。

但是，这个提议很快被否定了。

原来，该项目融商业设施、动态交

通、静态停车等功能于一体，规划建设负

7 层，各层互相联通，如果硬行插入一层

防空设施，不仅会影响地下空间开发的

整体规划，而且也不利于就近就便防护。

该市人防办会同江北新区有关部门

研究决定：规避有开敞空间需求的商业

区，结合平战契合度较高的停车、环路、

地铁空间，同步建设人民防空设施，力求

防护工程融入整体规划。

在多层地下空间内同步规划建设人

防工程，南京市没有先例，设计难度很

大。“人防工程建设是地下空间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二者必须合而为一，决不能

搞‘两张皮’。”江北新区管委会的意见得

到该市规划资源局的认可：即便在规划

设计上多费些心思、多下些功夫，也要实

现二者的融合发展，实现平战结合，力求

一项投入、两种效益。

作为南京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牵头单位，该市人防办带

领江北新区人防部门全程参与中心区地

下空间项目的规划设计。

“项目中的人防工程规划于 2018 年

年初启动，2020 年 5 月审批完成，历经 2

年多时间。”市人防办行政审批处副处长

吴畏介绍，依据规划方案，项目二期工程

也于 2021 年 9 月开工建设。建成后的人

防工程，通过贯彻防护要求的轨道交通

与地下道路联为一体，可为近 10 万人提

供掩蔽空间。

江北新区建设交通局副局长宋晓磊

指着一张《江北新区中心区人防工程规

划图》告诉笔者，建成后的人防工程周边

将设置工程指示牌，指示疏散方向；工程

出入口会设置工程标识牌，内部绘有彩

色人防标识，以便于人员平时熟悉防护

工程、战时快速使用防护工程。

上图：在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空间

项目建设现场，人防部门工作人员检查

防护工程建设质量。 石 伟摄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心区

防护工程融入整体规划
■本报特约通讯员 傅 阳

湖北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长

江、汉江在城中交汇，市内江河纵横、湖

港交织，敷设通信光缆一直是个难题。

人防部门在探索中寻得一条破解之策：

在地铁建设中同步敷设通信光缆。

早 在 2009 年 ，武 汉 决 定 建 设 地 铁

时，市政府决定综合管廊与地铁同步建

设。市人防办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找

到相关部门，要求将人防通信光缆建设

加入其中。

地铁本身就是防护工程。人防通信

光缆随同地铁敷设，既安全，又省事，可

谓一举两得。没想到，相关部门的积极

性不高。当时，地铁建设工期比较紧张，

如果再同步敷设人防通信光缆，相关部

门担心影响施工进程。

“工期再紧张，也要依法依规搞建

设。”市政府通过组织学习人民防空法以

及上级文件，统一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

思想：人民防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方面，在地铁线路中敷设人防通信光缆，

有利于实现国防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的统一。在市政府大力支持下，人防

通信光缆得以随地铁建设同步敷设。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该

办指挥通信处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幸

亏当年力推这项工作，才使人防建设跟

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地铁线路竣

工后才反应过来再另起炉灶，不仅工程

造价昂贵，而且施工时间无法保证：地铁

部门检修线路的时间仅仅限于凌晨三四

个小时，开工就要准备收工，在大武汉的

地下空间敷设人防通信光缆，难度可想

而知。

目前，武汉市与地铁建设同步敷设

的人防通信光缆总长度超过 400 公里。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该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武汉中心城区的人防光

缆已接入军事机关，以及省、市、区三级

人防指挥所的通信机房，一旦需要，可以

迅速联接。

大 江 大 湖 大 武 汉 ，细 细 光 纤 紧 相

联。“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曾多次遭受日

军空袭。”武汉市人防办领导谈到，他们

将以史为鉴、未雨绸缪，从严从细做好人

民防空准备，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上图：在武汉市一处地铁站点，人防

办工作人员测试人防光缆联通情况。

胡 杰摄

湖北省武汉市

人防光缆随同地铁敷设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 健

21 世纪，现代城市的发展越来

越注重向地下要空间。地下空间资

源宝贵而有限，只有科学规划、合理

建设，才能实现最大效益。我国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始于人防工程

建设。人防工程建设投资大、周期

长，靠临战突击来不及，必须与地下

空间开发一并筹划、同步推进，让

“地下长城”随地下空间一同延伸。

以责任意识引领“地下长城”不

断延伸。人民防空既是国防的重要

组成部分，又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

要内容，属于全民性防护工作。一

些地方片面认为人防工作属于涉军

事宜，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不大，因

而重视不够、摆位不高。

应把人防知识教育纳入各级党

校（行政学院）培训内容，纳入各级

地方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公

务员考试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和国家公职人员充分认识到人民防

空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

期战略”，人防工程战时可以保护生

命、平时能够服务生活，强化责任意

识、担当意识，从而把人防建设与地

下空间开发摆上位、自觉抓。

以总体规划保证“地下长城”不

断延伸。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

建设面积超过 24 亿平方米，开发速

度非常快，但各地发展并不平衡，一

些地方仍未把地下空间开发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人防工程建设缺乏全

盘统筹与合理规划；还有的城市人

防工程建设比例过少，导致出现地

下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平战结合不

够有力现象。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规划是龙

头，也是法规。只有搞好顶层设计、

定好总体规划，才能做到“秉纲而目

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国家坚持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容

发展”是我国国防法作出的明确规

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依法行

政的要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

兼顾人民防空需求，依法将人防工

程建设规划融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总体规划，融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人防部门应主动当好参谋、积

极出谋划策，着眼未来城市防空作

战需求，充分考虑已有和新建的政

治、军事和经济目标区域，紧密结合

人口密集区、商贸繁华区、交通枢纽

区地下空间建设，科学编制、及时修

订人防工程建设规划、专项控制规

划，合理确定地下空间内人防工程、

交通工程、综合管廊、工业仓储、市

政工程及其他设施场所的比例、样

式、位置、规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确保“地下长城”建设与地下空间开

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优惠政策助力“地下长城”不

断延伸。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设

“地下长城”，工程量大、施工难度

大，维护成本高，其建设维护资金投

入远远高于一般地面建筑，仅靠政

府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应及时制定

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入。

针对民间资本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出台优惠政策，是目前世界各国的

普遍做法。我国对于投资建设和平

时使用人防工程的企业，也可在贷

款、税收、用地审批、技术攻关等方

面，给予一定的倾斜，以吸引和调动

更多民间资本助力人防工程建设。

以科技支撑“地下长城”不断延

伸。建设人防工程的目的，是为了

让广大群众战时更安全、平时更舒

适。当前，各地人防工程建设中布

局结构不合理、技术标准陈旧、维护

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解决这些问题，根本还要靠科学技

术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国家人防办大力推动

“科技强防”，制定出台《人民防空科

学研究暂行管理办法》，发布《人民

防空科研选题指南》，人防科技创新

活动蓬勃开展、成果喜人。各地人

防部门应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防

护力”的理念，积极引进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努力打造质

量标准一流、设备设施齐全、防护能

力过硬、绿色低碳环保的“地下长

城”，为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打

牢基础。

让“地下长城”不断延伸
■王长伟

英国伦敦：最早建成地铁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开发

地下防护空间的国家。1863 年 1

月,伦 敦 市 建 成 世 界 上 第 一 条 地

铁——大都会地铁。此后，该市陆

续建成地下商场、地下公寓、地下停

车场，大部分住宅建有地下室。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遇德军

猛烈轰炸，伦敦市民依托地铁藏身，

或者在自家地下室内掩蔽，有效保

存了战争潜力。

俄罗斯莫斯科：地下别有洞天

莫斯科地铁埋深 80多米，分为

3 层，纪念馆、博物馆、商场分布其

间，每年客运量达 26 亿人次左右。

战时,地铁可将人员输送至安全地

带，地铁站可掩蔽人员。此外，莫斯

科地下有 130 公里长的共同沟，平

时敷设各种管线，战时可作为防护

工程使用。

法国巴黎：矿井变身防空洞

法国巴黎将废弃矿井改建为城

市共同沟、防空防灾设施,平时在其

中开展商业、体育等活动，逐步形成

地下综合体。地下综合体平时服务

居民生活，战时可防范和减轻空袭

危害。

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形成规模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从地铁

站延伸出多条通道，将地铁、郊区铁

路、公共汽车线路、地下步行道以及

近 2000 家地下店铺紧密联系在一

起，构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地下城，为

增强城市防护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波士顿：交通地下化

2001 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

后，美国着眼防护需求，加大地下空

间开发力度。比如，波士顿的中央大

道经历了由高架道路到地下道路的

转变，旨在一旦遭受袭击，能够为行

人提供掩蔽空间，并快速进行疏散。

这项工程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工期

最长、资金投入最多的市政工程,代

表了城市道路及高架道路的地下化

趋势。目前，美国的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与防护工程建设密不可分，成为其

战时人员防护准备的重要一环。

新加坡：地下街作用大

2002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在

地下再建一个新加坡”的构想，并

制定《2030 年土地使用计划》，由此

拉 开 地 下 空 间 大 规 模 开 发 的 序

幕。比如，近年来建成的城联广场

地下街，联接购物商城、滨海广场、

写字楼等多处场所，每年约有 1200

万人次进出。地下街既弥补了城

区步行空间的不足，又便于人员换

乘地下交通工具，还拓展了城市防

护空间。

国外地下防护空间开发概览
■王隆建 乐祥国

在一些城市，水、电、气、暖、网等市

政设施管线全都集纳于地下综合管廊

中。“就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何

为综合管廊筑起安全防线，成为许多人

关注的问题。前不久，广东省广州市开

展的一次抗爆试验，让大家对综合管廊

防护心里有了底。

工作人员将综合管廊口部井盖闭合

后，在其附近引爆炸药，巨大的爆炸声震

耳欲聋。爆炸过后，管廊口部井盖开启、

闭合功能正常，口部设备无变形、无裂缝，

管廊内部各类管线无一受到爆炸影响。

作为全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

广州近年来结合新城扩建、旧城改造和

轨道交通施工，大力推进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不论

建在地上，还是敷在地下，都需要加强防

护。”按照这一思路，广州市人防部门积

极探索综合管廊设防的方法途径。

由于这是一个全新课题，面临“无标

准规范、无可用产品、无成熟经验”等诸

多困难，该市人防部门一度感到“老虎吃

天——无从下口”。综合管廊是现代城

市地下空间的一部分，他们从地下空间

防护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管廊特点因

地制宜，很快打开了思路。

“战时，综合管廊的检修口、逃生口、

通风口都有可能成为敌方攻击的突破

口。”该市人防办人防处副处长唐伟东介

绍，管廊的口部数量多、面积大，战时易

受攻击，应当成为防护的重点。他们整

合社会技术力量，有针对性地设计防护

材料及设备，组织研发 4 种液压型口部

盖板相关产品，综合管廊口部安全系数

因此大幅度提升。

地下综合管廊空间狭长，现场操控

装备十分不便。广州市在管廊内安装智

能化温度监测设备，一旦出现火灾隐患，

设备便可自动报警，工作人员可远程启

动消防设施进行灭火。受此启发，人防

部门按照智能化的要求，设计、制作防护

设备，确保在复杂、恶劣的条件下，管廊

防护设备仍能发挥应有效能。

在探索综合管廊防护过程中，广州

人防部门先后取得 1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专利。下一步，他们将加强与综合

管廊建设维护单位的协调配合，推动防

护设备与管廊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到位、

同步验收，让综合管廊穿上“钢盔铁甲”，

全面提升城市“生命线”综合防护能力。

上图：在广州市区某综合管廊内，工

作人员检查智能化消防灭火设备。

曾 毅摄

广东省广州市

综合管廊穿上“钢盔铁甲”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玉生

6 月 6 日，记者探访重庆轨道交通 9

号线红岩村站。该站埋深 116 米，相当

于 39 层楼的高度，从站台到 4 号出入口，

需要乘坐 8 段电动扶梯，约 10 分钟时间。

“该站也是一处人民防空设施。”重

庆市人防办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1 月，9

号线开通运营，至此重庆市轨道交通通

车里程突破 400 公里。与此同时，线路

沿途人防工程顺利竣工。

轨道交通隧道埋深大、相互联通的

特点，使其成为人防设施绝佳的基础载

体。在轨道交通建设部门逢山开洞、遇

水架桥的过程中，同步建设人民防空设

施，不失为一条上策。然而，轨道交通主

要为平时出行为建，人防设施主要为战

时防空而建，实现二者的协调联动特别

是融合发展，需要做大量工作。

重庆市人防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

等法律法规，协调市政府、重庆警备区印

发《重庆市人民防空建设实施方案》，协

调相关部门编制《重庆市人防工程建设

总体规划》以及数个专项规划，为在全市

重大项目建设中兼顾人民防空要求提供

了具体遵循。

重庆市人防办全程参与轨道交通可

行性研究论证，提出按照战备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完善轨道

交通建设贯彻人防要求总体方案，获得

相关部门一致认可。近年来，从轨道交

通建设的立项、方案设计，到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发改、规划、住建等部门均征

求人防部门意见，形成了轨道交通配建

防空设施的协调联动机制。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

持续轰炸，给山城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

损失。每年结合“重庆大轰炸”惨案纪念

日，人防部门协调媒体开展人民防空主

题宣传活动，讲好新时代人防故事，营造

全社会关心支持人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重庆市人防办主任郑平告诉记者，

轨道交通和人防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投入使用，在重庆已经成为常

态。“十四五”时期，重庆市将形成约 600

公里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人防部门将

乘势而上，让轨道交通成为人防工程体

量的重要增长点。

上图：在重庆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铁

山坪站调度室，该市人防办平战结合处

工作人员调阅区间人防门监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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