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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灭火救援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0)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消防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公安消防部队山东搜救犬培训基地。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捍东、杨国宏、王治安、何宁、杨千红、张玉升、邵卫国、王坤亮、杜春发、娄磊磊、

李靖、陈荣卿、邵帅、李国腾、魏鹏。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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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搜救犬作为公安消防部队专业救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震及建筑倒塌等各种事故救援中发

挥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安消防部队搜救犬队伍建设,根据我国当

前消防工作实际需要,参考国内外警犬、军犬、搜救犬队建设经验,严格遵循国家基本建设和消防工作的

有关方针、政策,结合我国消防搜救犬队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利于执勤战备、满足饲养训练需要、
方便官兵生活、确保安全实用等建设思路,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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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搜救犬队建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搜救犬队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选址和总平面布局、建
设项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消防搜救犬队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他搜救犬队的建设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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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标152—2011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消防搜救犬 firesearchandrescuedog
经过消防搜救专业训练,通过专业机构认定,能够根据人体和特定生物的气味信息做出规律性应答

反应,达到搜寻被困、失踪人员目的的工作犬。

3.2
消防搜救犬训导员 firesearchandrescuedoghandler
经过消防搜救技术培训,通过专业机构认定,能够对搜救犬进行饲养、管理、训导、指挥、使用的专门

人员。

3.3
消防搜救犬训练设施 trainingfacilityforfiresearchandrescuedog
用于进行消防搜救犬训练的场地、装置和设备等的总称。

4 建设原则

4.1 合理规划

消防搜救犬队的建设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应建项目,合理选择选建项目,提高建设项目

的利用率。

4.2 实用有效

消防搜救犬队的建设应符合所承担任务的实际,满足日常执勤战备、技术训练、饲养管理的需要。

4.3 节约资源

消防搜救犬队的建设应充分考虑资金、土地、配置的消防搜救犬训练设施等资源的合理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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