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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目的

深入研究无人机领域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应用，促

进化学中毒救援无人化装备研发、优化装备性能、提升改进我

市化学中毒采样检测手段，提高我市化学中毒救援效能，提高

我市突发化学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智能化、科技化、信

息化建设水平，提高对各类突发化学中毒事件的人机协同作战

能力和科学应急处置能力，降低突发化学中毒事件造成的处置

人员伤亡和损失，维护公众生命安全与健康，保障社会和谐稳

定。

（二）项目意义

1.对推进“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具有积极作用。《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提出科技创新驱动工程建

设，指出在应急救援领域应用应急救援机器人检测、无人机实

战验证。该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充分激发“传统应急与新兴技

术”有机碰撞，采取中、低空无人机侦查与毒物探测结合的方

式，可实现毒物检测结果更加快速、及时、高效地反馈至医疗

救援中心，为中毒患者医疗救治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保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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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劳动者生命安全与健康。该技术规范的建设符合国家应急体

系建设方向，对推进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具有积极作用。

2.该技术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将进一步促进无人机应用于

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操作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通

过无人机飞控技术与化学中毒采样检测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

实施人机分离的远程操控采样检测新手段，可有效规避传统化

学中毒现场应急处置人员深入核心区的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减

少应急处置人员的伤亡。

3.通过本规范的研究探索，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化学中毒采

样检测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现代化、智能化。实现救援侦查任

务能力扩展和整体应急救援作业效能提升，将大大降低化学中

毒应急处置人员的安全风险，提高应急救援现场中毒事件风险

监测评估的效率，为广州市突发化学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

术科学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

（一）标准的编制主要工作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2022.06-2022.09）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承担标准制订任务后，组织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标准编制组）。标

准编制组召开了工作组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工作进行了整

体部署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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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技术资料及实地模拟（2022.10-2023.05）

开展广泛的文献调研及资料收集，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化学

中毒卫生应急处置及无人机应用的各类文献书籍、影像材料等，

且通过多次实地模拟演练优化技术参数，并广泛征求编写的意

见和完善标准的编写框架。

3.资料整理及启动编制（2023.06-2023.12）

整理分析调研资料及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初步确定标准篇

章的设计，制定标准编制的实施方案，按照计划分工撰写标准

初稿。

4.召开多轮内部研讨会并完善讨论稿（2024.01-2024.03）

根据实施方案分配的具体工作，整理各章节具体内容，形

成初稿，召开了三轮内部研讨会对初稿进行讨论后作进一步的

完善。

5.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2024.04-

2024.08）

标准编制组分别向3名国内卫生应急领域专家、标准化协

会专家及无人机应用专家征求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

完善。专家共提出修改意见31条，其中采纳修改28条，部分采

纳2条，未采纳1条，修改后初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组向市内3家单位发函进行征求意见工作。征求

意见单位均为广州市区级化学中毒卫生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及其

技术专家。征求意见单位共6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8条，其中采



- 4 -

纳修改7条，部分采纳1条。标准编制组根据意见修改后形成送

审稿。

（二）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承担工作

本标准第一负责人为王致，具有16年卫生应急工作和管理

经验，能综合考虑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主要参

与人员均具有中高级职称，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主要起草人及

承担工作如下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所承担工作

1 王致 男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全面负责

2 唐侍豪 男
副主任医师/

科主任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指导

3 张晋蔚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与定义编写

4 苏艺伟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采样检测作业实施

现场勘查部分编写

5 冯玉超 男 主管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附录编写

6 彭志恒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采样检测作业实施

快速检测部分编写

7 麦秋苑 女 主管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基本要求

无人机部分编写

8 麦诗琪 女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基本要求

采样检测部分编写

9 张海 男 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采样检测作业实施

采样部分编写

10 梁嘉斌 男 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注意事项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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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应急管理现代化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相关

标准刻不容缓。

当今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各类灾害

事件突发、频发，我国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也逐渐暴露出对某

些事件预警不及时、应急预案不适用等短板。从我国应急体系

发展现状看，与严峻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还不相适应。主要表

现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准备，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信息资源共享不充分，政策保障措施不

完善，应急管理基础能力亟待加强；应急队伍救援装备和核心

能力不足等问题。但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卫生应急现代化能力建

设是我国当前一项长期且紧迫的任务。

目前，应急产业、应急装备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技术

保障，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广东省突发中毒、核辐射卫生应急处置队伍核广东中毒急救

中心等建设管理工作方案》（2018版）就将无人机纳入应急救

援体系专业装备，为充分发挥无人机在化学中毒应急救援处置

及紧急医疗救护等领域的应用，因此加快无人机应用于毒物采

样检测技术规范制定刻不容缓。

（二）无人机专业救援设备应用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规范

无人机采样检测应用场景，对提高无人机救援实战化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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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无人机在消防救援、灾害救援方面的应用有一定

的普及率，但现阶段无人机在化学中毒事件中的应用还处在初

步发展阶段，目前在航空应急救援领域或低空应急救援领域并

没有形成无人机专业救援队伍。加上各地、各部门管理模式不

同，专业救援设备参差不齐，救援人员即使有无人机驾驶证，

也可能缺乏救援经验不能有效开展救援任务。由于应用无人机

开展化学中毒采样检测工作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决定了开展该

项工作需要具有无人机专业操作基础技能，同时也需具备专业

的化学中毒应急处置能力的复合型高水平专业人才。目前熟练

掌握无人机操作且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仍然缺乏

，特别是参与化学中毒应急救援任务时的操作，需要应对复杂

多变的情况，更加需要经过系统专业培训和技术熟练的专业技

术人员来操作，因此建立无人机应用于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

技术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三）目前我国暂未出台无人机应用于化学中毒现场采样

检测技术规范，建立无人机应用于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

规范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涉及无人机救援，现有的

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

理规定》，其中关于无人机救援的内容都只是概括性描述，没

有具体的规定。且在化学中毒应急处置中没有无人机作业操作

标准。其次，无人机自身的安全问题也不能忽视，很多化学中

毒救援场景往往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而无人机飞行高度较低，

化学事故现场环境复杂多变，现有的无人机自动避障功能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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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完善，在空中很可能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产生二次衍生

危害。该标准规范的制定，对填补无人机化学中毒采样检测技

术规范空白，提高无人机化学中毒采样检测技术应用的安全性

、有效性、规范性，促进化学毒物采样检测技术在无人机飞行

控制系统的智能融合，加快广州市突发化学应急处置能力科学

化、智能化发展，控制化学中毒事故危害最小化，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无人机应用于化学

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规范具有紧迫性、必要性。

（一）按标准要求编写标准的原则

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本标准。

（二）符合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号，2018年11月29日第四次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

九号，2007年8月30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6号，2011年1月8日修订）、《

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2003年11月27日施行）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国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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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卫生

部2006年1月1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

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

例》《广州市突发化学中毒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等进

行制定。

本标准依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 159）、《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

（WS/T 679）等标准进行编写。

（三）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无人机参与化学中毒现场应急处置中空气样

品的采集和检测作业。

（四）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对化学中毒事件现场无人机空气样品的采集和检测

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无人机采样检测作业实施、注意事

项等内容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五）广泛参与的原则

在调研过程中，广泛征询了应急救援领域专家、化学中毒

卫生应急处置责任单位技术骨干、无人机应用专家、标准化协

会专家的权威意见，确保本标准具有实用性。

（六）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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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制定时规范性引用了多个已经颁布的卫生应急相关

标准。同时，本标准中使用的定义、术语、符号和概念，力求与

相关标准相协调。

目前我国暂无《无人机应用于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规

范》。另外我国关于无人机应用的标准，如《道路交通事故现场

无人机勘测技术规范》（DB34/T 2925-2017），《消防用电动

多旋翼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条件》（DB50/T 1119-2021），均

是其他领域上的应用。此外，在标准信息平台上检索到的《无人

机服务规范》（DB5101/T 79.1-2020）和《民用轻小型无人机

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GB/T 38924.1-2020），

均未体现在医疗行业上的应用。查阅《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

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硫化氢环境应急救援规

范》（SY/T 7357-2017）、《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危险化学品》（DB11/T 1908-2021）等文件，应用“无人机”

作为相关检测设备并未列入。

本标准规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地方标准无冲突。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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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

有效实施。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

生与中毒控制所、广州市化学中毒卫生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广

州市标准化协会等相关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

感谢。

附件：《无人机应用于化学中毒现场采样检测技术规范》（征求

意见稿）附录A、附录B、附录C填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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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 录 A

（资料性）

表 A.1 现场作业记录表

一、现场勘查情况

二、实施人员情况

三、采样检测项目所需设备和实施条件

注：无人机飞行参数包括无人机型号、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

四、采样检测地点设置示意图

现场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县）大沙街（乡）XXX有限公司

相关联系人 王先生（XXX有限公司安全经理） 联系人电话 131*****888

时间 2024年07月08日16时28分

气象条件 温度：30.5（℃）；气压：101.3（kPa）；湿度：78（%）；风向：东南

事件概况

2024年07月08日10时XXX有限公司将16桶（约200kg/桶）苯胺临时存放在生产车间，当天下午

14时工人用叉车转运苯胺水桶，其中1桶不慎掉落在车间门口，桶盖掀翻，桶内液体洒出地面

，先后由7名生产工人进行清洁，其中3人出现头晕乏力，口唇、面色紫绀等症状，4人无明显

症状。

疑似化学毒物 苯胺、苯、甲苯、二甲苯

技术负责人 张XX 单位 XX市职业病防治院 联系方式 131*****555

无人机操控员 李XX 单位 XX市职业病防治院 联系方式 131*****666

采样检测项目 仪器设备 空气收集器 采样体积 无人机飞行参数

苯胺 空气采样器 硅胶管 3L/6L 大疆M350RTK，飞行高度

10m，飞行速度5m/s苯、甲苯、二甲苯 空气采样器 活性碳管 3L/6L



- 12 -

附 录 B

（资料性）

表 B.1 空气中有害物质采样记录表

采样任务编号：J2024001 第 1 页，共 1页

现场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县）大沙街（乡）XXX 有限公司

检测项目 苯胺、苯、甲苯、二甲苯

仪器名称、型号 SP500 空气采样器

空气收集器 □采气袋 ☑活性炭管 ☑硅胶管 □其他

气象条件 温度：30.5（℃）； 气压：101.3（kPa）； 湿度：78（%）

样品

编号
仪器编号 采样内容

飞行相对高度

（m）

采样流量(L/min) 采样时间
采样体积

Vt/V0

（L）

备注

采样前 采样后 开始 结束

J2024001B1-1 SP500-1 事故现场空气 3.2 0.2 0.2 17:10 17:25 3.0 活性炭管

J2024001B1-2 SP500-2 事故现场空气 3.1 0.2 0.2 17:10 17:25 3.0 活性炭管

J2024001B25-1 SP500-3 事故现场空气 3.3 0.2 0.2 17:10 17:40 6.0 硅胶管

J2024001B25-2 SP500-4 事故现场空气 3.3 0.2 0.2 17:10 17:40 6.0 硅胶管

注：采样体积包括现场采样体积（Vt）和标准采样体积(V0)，V = × ， 0= × × ，当 t＜5℃或 t＞35℃，或 P＜98.8Kpa 或 P＞103.4KPa 时，需计算

V0。

记录人：XXX 复核人：XXX 2024 年 07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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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表 C.1 空气中有害物质现场检测记录表
监测任务编号：J2024001 第 1 页，共 1 页

现场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县）大沙街（乡）XXX 有限公司

监测项目 CO

监测仪器，编号 德尔格气体检测仪 X-am5600

气象条件 温度：30.5（℃）； 气压：101.3（kPa）； 湿度：78（%）

样品

编号

仪器

编号

监测地

点

监测区域/

时机
监测时间

飞行相对高度

（m）

监测结果

ppm ☑mg/m
3

备注

J202

4001

-001

X-

am56

00-1

车间出

入口

事故中心

区（隔离

区）

30min 5m <0.1

注：监测区域分为事故中心区（隔离区）、防护支援区（温区）、安全支援区（冷区）

操控员：XXX 2024 年 07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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