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安全“两手抓” 
——连云港徐圩新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连云港市徐圩新区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及基础设施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项目”是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第二批省级试点项目。

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徐圩新区安全生产责任重大，

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应急救援体系成为迫切现实需求。 

2016 年 6月，徐圩新区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旨在通过管

廊将片区各产业板块与重大公用工程、重点配套服务设施连接，

串联地上、地下指挥中心、救援中心、工业邻里中心等应急救援

单元，构建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 

根据计划，项目将用 20 年左右时间，在 153 平方公里的淤积

盐滩上建设约 52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截至目前，已建成一期综

合管廊 15.3 公里，最大截面宽度达 15.35 米。项目一期工程于

2021 年 5月获评住房城乡建设部市政公用科技示范工程。 
 

 

徐圩新区实景图 

地上地下联动 

项目在充分挖掘地上地下空间防灾潜力的基础上，借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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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行业“灾备”理念，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提前建立系

统化数据应急方式，以应对灾难发生，将地上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灭火救援应急中心、医疗救援应急中心等与地下数据中心、指挥

中心、人防等互联互通，构建地上——地下联动的“灾备”中心

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快速有效疏散 

项目建设结合所在地石化产业发展实际，修建的地下综合管

廊与沿线应急救援医疗中心、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管廊运营调度

 

地上灾备中心实景图 

 

灾备中心体系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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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建筑连通，沿线设置了10个疏散口，可通过步梯直接通往

地面，实现人员向救援地点快速疏散、救治及躲避。同时，建立

智能管理模块，利用智能化管理系统进行疏散管理，依据监测系

统反馈信息对疏散过程进行合理优化，并进行及时调控，保障疏

散行动中每一环节的有效控制。 

 
地下综合管廊与地上应急救援中心连接通道 

 

地下综合管廊横断面示意图 

全线智能管控 

项目积极探索高标准、智能化建设，全线覆盖各类传感器、

监控、消防等监测设备，对廊内温度、湿度、氧量、有害气体等

实时监测，同时实现机电设备本地和远程控制，极大提高了管廊

安全系数，减少运维工作量。引进智慧线技术，实现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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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报警、视频联动等功能，切实保障廊内人员安全。 

在管廊结构病害监测方面，项目地处富水软土环境中，地质

条件较差，为减轻不均匀沉降和结构变形等问题，全线进行了粉

喷桩地基加固，同时部署了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对管廊不均匀沉

降、伸缩缝变形量、断面扭转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超过规范

预警值情况将及时报警，帮助运维人员判断结构病害发展趋势并

采取相关措施。 

 
地下综合管廊三维可视化监控实景图 

构建应急队伍 

打造专业应急救援工作队伍。其中，地下综合管廊应急疏散

任务由徐圩新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负总责；新区消防大队、新区

应急救援抢险大队（186大队）负责各企业向地下管廊疏散的地

上组织工作；运营单位负责执行廊内应急疏散工作。通过建立完

备的应急队伍，制定反应及时、科学决策、处置有序的应急工作

预案，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常态化

开展地下综合管廊防汛，爆管、触电应急及中毒窒息等各项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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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及抗风险能力。 

推动多线入廊 

徐圩新区地下综合管廊已容纳给水、原水、污水、热力、

电力、通信等多类市政管线，不仅美化了市容市貌、节约了

用地，更提升了管道使用的安全性和维护的便利性，综合效

益明显。其中，污水管道入廊有效解决沿海地区软土地基沉

降不均匀导致的污水管道接头渗漏问题，为后续管线入廊提

供宝贵经验；原水管线管径1.4米，可实现45万吨/天的原水

供给，有效保障石化产业用水需求；给水管线沿地下管廊主

干线全线敷设，贯穿核心区、科技园区、石化园区等地区，

为新区生产生活用水提供安全稳定的条件。 

 
给水管线入廊实景图 

 
污水管线入廊实景图 

 
地下综合管廊科普教育展馆 

 
小记者团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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