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临沂军分区司令部 
关于加强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系统 

建设与管理的意见 
临政办发〔2012〕33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临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各县级事业单位，各高等院校，各县区人民武装部： 

为加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建设与管理，为战时防空和平

时防灾提供可靠的预警报知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临沂军分

区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是指用于传递和发放防空防灾警报

信号的专用或兼用通信网络系统，包括警报器终端、中继站、控

制设备、发放警报专用通信线路、频谱资源、广播电视强插设备、

供电设备以及构筑物等附属设施。 

（一）指导思想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建设要坚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

战结合的方针，努力适应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和促进我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人民防空建设现代化，



提高防空防灾综合预警报知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战争空袭和灾

害事故的损失，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设目标 

按照及时、准确、可靠地传递和发放防空防灾警报的要求，

以指挥通信体系建设总体规划为依据，建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

手段多样、设备先进、传递快捷、管理科学、灵敏可靠、具有连

续报警能力的现代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网络。 

二、规划与建设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是以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战时防

空、平时防灾实施组织指挥的基本手段，在进行规划和建设时应

重点关注其快速反应能力、抗毁能力和音响覆盖率，确保建设质

量。 

（一）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建设要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重点建设、平战结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制定警报通信系统建设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国

防和经济建设需要，按照城市防空袭方案和城市市区警报音响全

面覆盖的要求，进行警报器设点布局，逐步扩大音响覆盖面。加

强对新建城区的警报器建设，真正做到警报建设与城市建设紧密

结合。强化重点区域的警报器音响重复覆盖建设，保障重点区域

的警报音响覆盖。 

（二）构建高效、快捷的警报网络体系，提高连续报警能力。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网建设以城市为重点，建成以固定电动、电声



警报为基础，以车载警报、手摇警报、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等为

补充的多种手段警报发放网络体系，并逐步与驻军侦察、预警系

统联网，确保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畅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逐步建立多级警报发放控制体系，不断提高警报设备的抗毁抗扰

能力。在全部实现无线统控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单位可根据重要

目标分布情况，适当增加有线警报控制线路，提高连续报警能力。

车载警报器的使用和管理按照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省公安厅《关

于安装使用人民防空车载警报器有关问题的通知》（鲁防发

〔2007〕17 号）执行。可加装人防警报供电系统，提高警报的

紧急鸣放能力，确保人防警报系统的及时、有效供电，保障人防

警报系统的快捷、稳定、高效。 

（三）依法组织招标建设。人民防空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市场准入要求，在国家确认的生产单位范围

之内进行警报通信系统设备设施的招标采购，确保人防警报设备

的安全保密。根据人防警报通信建设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依法组织安装人防警报通信系统设备设施。 

三、维护管理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维护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

涉及面广，责任重大。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相关保障，切实履行责任，不断提高维护管

理水平。 

（一）强化维护管理职责。人民防空部门在安装警报设备设



施时，警报设点单位应积极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设点单位应

指定具体部门和人员负责警报设备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建立维护

管理档案，确保警报通信系统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发现影响警报

通信系统正常使用的情形时，应主动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向人

民防空部门报告。 

（二）依法按程序实施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

迁移人民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确需拆除和迁移的，必须报县级以

上人民防空部门批准，经过法定程序，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或异

地安装。拆除和重新安装警报设备的费用由申请拆除或迁移的单

位或个人承担。对拟报废的设备，需向县级以上人民防空部门提

出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鉴定

后，作出准许或者不准许报废决定。对准许报废的设备，除按规

定作报废处理外，还应在原址（或附近）安装新设备。设置人民

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建筑物权属发生变更时，人民防空警报设备

设施的管理权随之移交，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到人民防空部门办

理备案手续，确保警报设备维护管理的连续性。 

（三）落实经费和培训等保障措施。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

建设与维护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人民防空部门

应定期组织警报通信系统维护管理业务培训。警报设置单位应当

安排有关维护管理人员及时参加培训。同时，人民防空部门应定

期对警报通信系统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故意损坏人

民防空警报设备设施、威胁或影响其安全等行为的，要依法进行



查处，并按照《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四、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统一领导，人民防空部门负责并具体组织实

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

同做好警报通信系统建设与管理工作。 

（一）供电部门负责优先保障通信警报系统的电力供应；在

调整警报网点、迁移或新建警报设备设施时，应优先办理相关用

电手续，协助和指导电力供应线路的架设。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组

织相关电信运营企业保障警报通信系统建设所需的电路和信道

等，定期对所需通信线路进行测试，确保线路畅通；并利用手机

短信等通信手段，配合人防部门做好年度警报试鸣的宣传通告等

工作。无线电管理部门负责保障人民防空无线电警报网所需专用

频率，对非法使用的频率资源、干扰合法无线电台（站）的行为

按规定进行处理。广播电视部门应为防空警报控制、强插设备提

供所需机房、安装位置和相应接口，协助安装调试并负责日常维

护保养；建立防空防灾警报发放机制，优先传递、发放防空防灾

警报信号；与有关新闻单位共同配合，做好年度警报鸣放的宣传、

通告等工作。 

（二）行政执法、城市管理部门对警报器安装与管理工作应

给予支持配合，提供便利。驻军通信部门应当利用既有通信设施



为当地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 

五、警报信号的使用与发放 

战时或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发生（或即将发生）时，要

利用人民防空警报系统，及时发放防空防灾警报信号，让公众提

前预知，做好应急准备，提高防范和应对处理能力。各有关单位

要科学制定警报信号发放方案，严格执行发放程序，确保及时、

准确发放。 

（一）按照规定程序组织警报发放。战时防空警报信号的发

放由省和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决定；平时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

灾害，要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利用人民防空警报系

统发放灾情警报的通知》（鲁政办字〔2007〕178 号）要求执行，

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确保预警信号按规定

及时发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防空防灾警报鸣

放活动，并于鸣放前 5 日向社会发布公告。 

（二）制定和完善警报发放方案。各级人民防空部门和有关

单位要根据警报信号发放要求和权限，按照规定程序，制订警报

信号发放预案和保障计划（方案）。未经人民防空部门批准，不

得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途径下载或使用防空防灾警报信号；不得以

演习演练为借口，自行发放防空防灾警报信号。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