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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3809《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建筑物内;
———第2部分:建筑物外;
———第3部分:人员掩蔽工程。
本部分为GB/T23809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3809—2009《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与GB/T23809—2009相比主

要变化如下:
———将英文名称中Safetywayguidancesystems改为Emergencyguidancesystems;
———删除了应急导向系统设计示例(见2009年版附录A);
———增加了磷光应急导向要素的可见度和可识别性及其尺寸和位置(见附录C)。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6069:2017 《图形符号 安全标志 应急导向系统

(SWGS)》。
本部分与ISO16069:2017相比,存在如下结构变化:
———各章条下的自然段设为无标题条;
———图1调整为表1,其余表的编号顺延;
———图2的编号调整为图1。
本部分与ISO16069:201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93.1—2013代替ISO3864-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93.3代替ISO3864-3;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93.4—2013代替ISO3864-4;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7000.2代替IEC60598-2-22;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895.33代替IEC60364-5-56;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894代替ISO2360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1523.1代替ISO7010;
● 将ISO/CIE19476从参考文献调整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 增加引用了GB/T15565、GA480.3;

———将5.1.1.3中部分内容移到“第1章 范围”(见第1章);
———由于增加引用了GB/T15565,故“第3章 术语和定义”中删除了部分与GB/T15565重复的

术语;
———删除了描述性条款(见第4章第1段,国际标准中第4章第1段);
———删除了部分重复性条款,如原文5.1.4第1段第2句,与5.2第5段前半句重复,删除5.2中的

内容;原文5.1.5最后一句与5.4.2第4段、6.3.2最后一段、7.3.2最后一段最后一句、7.4.2第

2段重复,完善5.1.5中的内容,删除正文中其他重复性内容;原文5.1.1倒数第二段的内容在

5.2的注、5.3.3的注重复,删除注中重复性内容;5.3.2前两句内容重复,将两句合并;原文5.4.4第

3段与6.3.3第一句、7.4.3第3段重复,完善5.4.4中的内容,删除正文中其他重复性内容;
Ⅲ

GB/T23809.1—2020



———根据原文并结合国家标准起草规则,删除了5.1.1最后一段、将5.1.3最后一段后半句改为

“宜”、5.1.6第二句。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适应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将标准名称改为《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建

筑物内》;
———将表1中“使用辅助文字的示例”中的英文改为中文;
———将原文中部分含义不清的“出口”改为“紧急出口”;
———将原文中所有“紧急出口”标志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统一。
本部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

地震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邹传瑜、白殿一、陈厦、刘家伟、陈永权、张亮、张敬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38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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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应急导向系统的标准化需求也应运而生。标准化的应急导向系统

传递必要的安全信息,能帮助公众迅速撤离危险建筑物,或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帮助公众迅速到指定的安

全区集合。
规范和统一的应急导向系统设置原则,能够更好地帮助公众识别并遵循应急导向系统传递的有关

紧急疏散的导向信息。此外,标准化的应急导向系统有助于应急救援人员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疏散危险

区内的人群。
为跨越语言障碍有效地传达应急导向信息,本部分中的应急导向系统采用了“箭头”等符合国家标

准的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
本部分未涵盖应急疏散照明。某些场合不需要应急疏散照明,而在应急疏散照明不起作用的场合

(如烟雾弥漫时),应急导向系统将会更加有效地协助应急疏散。然而,通常应急导向系统与疏散路线照

明结合使用,以便使整个应急导向系统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制定本部分的目的是规范应急导向系统中所用到的各类要素(含电光源要素和磷光要素)的设计。

使用一致的要素进行设计可以加强公众对应急导向系统的认识,帮助公众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迅速有效

地识别应急导向信息。
本部分并不涵盖风险评估。通常需要针对不同风险情况采用不同类型和布局的应急导向系统。应

急导向系统的具体实践和最终设计要由专业人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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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建筑物内

  重要提示:GB/T23809的本部分电子文件中所呈现的颜色不能当作实际颜色在屏幕上观看或用于

印刷。虽然本部分中颜色的使用符合要求(根据目测检验在容许偏差内),但不能用于颜色匹配。有关

颜色的要求请查阅GB/T2893.4—2013,该部分在给出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的同时给出了引自色序系

统的颜色参考值。

1 范围

GB/T23809的本部分规定了公共建筑物内以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为主要导向要素的应急导向系

统的规划需考虑的因素、设计和设置的原则与要求。本部分未规定应急疏散路线的中轴线上的照明要

求,以及安全设备的垂直照明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共建筑物内应急导向系统中电光源要素和磷光要素的设计与设置,也适用于根据

应急导向系统的使用环境、材料、设计、安装和维护确定应急导向系统中的不同要素。
本部分不适用于触摸式和听觉类应急设施的设计与设置,也不适用于高位的应急照明系统(尤其是

疏散路线照明)的设计和应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水路和海运船舱内、空运机舱内应急导向系统的设计和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93.1—201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

则(ISO3864-1:2011,MOD)

GB/T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T2893.3—2010,ISO3864—3:2006,MOD)

GB/T2893.4—201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

度属性(ISO3864—4:2011,MOD)

GB7000.2 灯具 第2-22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GB7000.2—2008,IEC60598-2-22:

2002,IDT)

GB/T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16895.33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6部分:电气设备的安装和选择 安全设施(GB/T16895.33—

2017,IEC60364-5-56:2009,IDT)

GB/T25894 疏散平面图 设计原则与要求(GB/T25894—2010,ISO23601:2009,MOD)

GB/T31523.1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GB/T31523.1—2015,ISO7010:2011,

MOD)

GA480.3 消防安全标志通用技术条件 第3部分:蓄光消防安全标志

ISO/CIE19476 照度计和亮度计性能的特征(Characterizationoftheperformanceofilluminance
metersandluminance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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