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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国社会福利协会、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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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素英、冯晓丽、王辉、刘有学、彭嘉琳、田兰宁、雷洋、李绍纯、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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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体系、设备设施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医疗护理安全、人

身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安全教育与培训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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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2008  安全色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495-1992  消防安全标志 

GB/T 13869-2008  用电安全导则 

GB 15630-1995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5-1995（2005 版）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2-19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340-2003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GB 50437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JGJ 50-2001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老机构   senior care organization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综合性服务的各类组织。 

3.2 

安全  safety 

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GB/T 28001-2001，定义 3.16]  

3.3 

特种设备 special type equipment 

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等。 

注：改写 AQ 7002-2007，定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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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职业健康安全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影响工作场所内员工、临时工作人员、合同方人员、访问者和其他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GB/T 28001-2001，定义 3.10] 

4   安全管理体系 

4.1  安全管理部门及职责 

养老机构的安全责任人应是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养老机构应依法建立安全管理部门，安

全管理部门由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员、相关部门和具体实施安全工作的专（兼）职人员组成，逐级

负责本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 

4.2  安全管理人员要求及职责 

4.2.1  安全管理人员要求 

4.2.1.1  养老机构应按照机构总人数及服务内容配置相适应的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4.2.1.2  安全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应熟悉国家和地方安全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并取得相关

部门认可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具备必要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变处置能力。 

4.2.2  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职责 

4.2.2.1  安全责任人应全面负责本机构的安全工作，依法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安全管理部门和组

织（含义务消防组织）；审查批准安全制度、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研究、督导安全

问题；及时、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安全事故。 

4.2.2.2  安全管理人员应负责本机构主管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年度安全工作

计划，组织实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工作；定期向安全责任人报告安全工作情况，

及时报告涉及安全的重大问题。 

4.3  安全管理制度 

4.3.1  养老机构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安全责任制度； 

b) 安全教育制度； 

c) 安全操作规范或规程； 

 d) 安全检查制度； 

e) 事故处理与报告制度； 

 f)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g) 考核与奖惩制度。 

4.3.2  安全管理制度应明确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及要求，应建立健全

岗位操作规范。 

4.4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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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发生意外或可能引发意外的过失行为后，应按要求逐级上报。 

4.4.2  报告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发现设施、服务过程或服务对象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应向安全管理人员报告，安全管理人 

员应及时组织力量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隐患，并向上级报告；  

b) 发生安全事故后，工作人员应立即向安全管理人员报告，并进行事故详细记录;安全管理人员 

应迅速向安全责任人报告；安全责任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 

4.4.3  发生重大疫情，应及时向机构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5   设备设施安全要求 

5.1  消防安全 

5.1.1  养老机构建筑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应通过公安消防机关的消防验收。 

5.1.2  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2006第 5、6、7、8、9、10、11章的规定或 GB 50045-1995（2005

版）第 3、4、5、6、7、8、9章的规定。 

5.1.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及使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 GB 50222-1995第 3章的规定。 

5.1.4  应按照 GB 50016-2006第 8、9、11章或 GB 50045-1995（2005版）第 7、8、9章的规定设置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或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及防排烟设施，并按照 GB 50140-2005第 3、4、5、

6、7章的规定配置相应的灭火器材。 

5.1.5  任何单位、个人不应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应埋压、圈占、遮挡

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应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

门窗不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并对消防设施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5.1.6 养老机构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牌及其照明灯具等应符合 GB 15630-1995第 8章的规定,应定期检

查与维修，至少半年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应及时修整、更换或重新设置。 

5.2  电气安全 

5.2.1  养老机构应正确选用各类用电产品的规格型号、容量和保护方式（如过载保护等），不应擅自更

改用电产品的结构、原有配置的电气线路以及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等。 

5.2.2  选择用电产品应确认其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环境要求和使用条件，并根据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描述，了解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需采取的预防措施。 

5.2.3  电器线路、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由专业人员实施，安装完成后，依法进行检测。用电产品的安装、

使用及维修应符合 GB／T 13869-2008第 6、7章的规定。 

5.3  燃气安全    

5.3.1  燃气安全的管理应符合 GB/T 50340-2003第 5 章的要求，使用燃气的设备及场所应设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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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养老机构不应私自拆、移、改动燃气表、灶、管道等燃气设施，不应私自安装燃气热水器、取

暖器和其他燃气器具。 

5.3.3  养老机构选择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和壁挂炉等燃气器具应经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并

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了解产品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需采取的预防措施。 

5.4  特种设备安全 

5.4.1  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天内，养老机构应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

记。登记标志应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5.4.2  养老机构应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并定期自行检查。应至少每月进行 1次

自行检查，并做出记录。在自行检查和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及时处理。电梯维护单

位应至少每 15 天对养老机构在用电梯进行 1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并作记录。 

5.4.3  养老机构应指定机构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检验。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1个月应向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应继续使用。 

5.5  健身器材安全 

5.5.1  健身器材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应设置在活动区显著位置。 

5.5.2  养老机构应定期对在用健身器材进行清洁、润滑、调整、检查并维护，并作记录。发现情况异

常，应及时处理。 

5.6  建筑安全 

5.6.1  养老机构的选址及规划布局应符合 GB/T 50340-2003和 GB 50437的要求。 

5.6.2  养老机构应有无障碍设计，无障碍设计应符合 JGJ 50-2001第 5、6、7章的内容要求。 

5.6.3  养老机构应对本机构建筑设施进行定期维保。 

5.7  安全标志 

5.7.1  养老机构应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部位和有关设备、设施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牌的型号选

用、设置高度、使用要求应符合 GB 2894-2008 第 7、8、9 章的规定，安全标志的颜色表征应符合

GB 2893-2008第 4章的要求，便于服务对象及社会公众识别。 

5.7.2  养老机构应对安全标志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如发现有破损、变形、褪色等不符合要求的应

及时修整或更换。 

5.7.3  养老机构中的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3495-1992第 3、4章的规定，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原则

与设置要求应符合 GB 15630-1995第 5、6章的规定。 

5.7.4  养老机构中的应急设备安全标志与设置应符合 GB 2894-2008第 6章中的规定。对在紧急情况下

使用的通信设备（这种通信设备应设在每个呼叫点和电话机所在位置）应使用安全标志醒目地标示，对

设备的背景区域应标记或照亮。 

5.7.5  养老机构的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楼梯口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应设在安全

门顶部或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 1 米以下的墙面上，且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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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疏散走道的地面应设置蓄光型疏散导流标志，并保证疏散导流标志视觉连续。在走廊通道墙面明

显处设置疏散路线示意图。 

5.7.6  安全玻璃门、玻璃墙应有警示标志并设置在显著位置。  

5.8  监控设备 

5.8.1  养老机构应设置监控设备，做到重点公共区域全覆盖。 

5.8.2  设置监控系统的养老机构应有监控系统控制室，并应有专（兼）职人员 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

要坚守岗位，做好运行和值班记录，执行交接班制度。控制室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标志。 

5.9  其他 

养老机构应明确设备设施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并在显著位置公示。 

6  食品安全要求 

6.1  养老机构应遵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6.2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保证食品安全。 

7  消防安全要求 

7.1  养老机构应遵守国家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相应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7.2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建立消防安全定期检查、自查自纠及第三方评估制度。

对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进行安全评价，并实施有效监控。 

8  医疗护理安全要求 

8.1  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应遵守国家医疗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照卫生部门的规定，建立相

应的医疗护理安全管理制度，对护理照料、医疗等重点安全问题进行监控。 

8.2  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应接受卫生部门定期的监督检查。 

9  人身安全要求 

9.1  养老机构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相应的人身安全管理制度。对故意伤害、走失、交

通安全等重点安全问题进行监控。  

9.2  养老机构应对生活照料、日常管理、服务活动中涉及到的有关人身安全问题进行安全评价，并实

施有效监控和防范。 

10  财产安全要求 

养老机构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相应的财产安全管理制度。对偷窃等重点安全问题进

行有效监控和防范。  

11  信息安全要求 

11.1  养老机构应建立各类信息、档案资料保管制度。 

11.2  应严守国家保密法和保密守则，不泄密。不外泄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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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信息应包括机构内部形成和采集的文字信息（包括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工作档案等）、图片信

息、影像信息等。收集的信息应符合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时效性的原则。 

11.4  应有专（兼）职人员负责信息管理，各类信息经过筛选和整理后，应当分类保存。重要的照片、

影像等信息资料应采用适当的媒介保存。 

11.5  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活动应有效地利用相关信息，作为工作的参考依据。 

12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要求 

12.1  应急管理部门及其责任 

12.1.1  应急处置责任人应由养老机构的安全责任人担任。  

12.1.2  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担负信息汇总上传和综合协调的职责。 

12.2  应急预案 

12.2.1  养老机构应制订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

案，并结合本机构实际情况制订处置专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宜包括火灾处理预案、食物中毒处置预案、

传染病处置预案以及机构认为有必要制订的其他预案。 

12.2.2  应急预案的内容应至少包括：    

a) 指导思想； 

b) 组织机构； 

c) 职责分工； 

d) 处置原则； 

e) 预案等级； 

f) 处置程序； 

g) 工作要求。 

12.2.3  养老机构内全体工作人员应掌握应急预案内容并履行应急预案规定的岗位职责。 

12.2.4  应急预案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 

12.2.5  各类应急预案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不断补充、完善。 

12.3  运行机制 

12.3.1  监测与预警 

12.3.1.1  应建立统一的安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对监测工作的管理

和监督，保证监测质量。  

12.3.1.2  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部门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按照应急预案的程序及时研究

应对措施，做好应急准备。 

12.3.2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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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1  养老机构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应按照突发事件报告的相关规定逐级报告。事件发

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安全管理人员或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应按照相关规定立

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及当地政府报告。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最迟不得超过 4小时。应急处置

过程中，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12.3.2.3  对重大突发事件不应瞒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不应阻止他人报告。 

12.3.3  信息发布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12.3.4  应急处置 

12.3.4.1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部门应及时对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进行筛选、整理、评估，由安全责任人

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分类分级规定，依级启动预案。 

12.3.4.2  重大级别以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由本机构安全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超出本级应急处

置能力时，要及时报请上级安全管理部门提供指导和支持。 

12.3.4.3  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处置、事态平息后，经组织专家论证后，安全管理部门根据突发事件处置

情况终止预案。 

12.3.5  评估与改进 

    应急处置结束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部门对原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和完善，修订后的预案应报主管部

门备案。 

13  安全教育与培训要求 

13.1  安全教育与培训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安全工作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b) 本部门或岗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或规程； 

c) 设备设施、工具和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养知识； 

d) 安全事故的防范意识、应急措施和自救互救知识； 

e) 应急预案的演练； 

f)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13.2 教育与培训的组织实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安全责任人负责对安全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使之全面掌握养老机构安全监测、控制、管 

理的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指导实际工作； 

b) 安全管理人员应组织本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之掌握安全知识和相关安全技能； 

应对老年人进行重点安全问题预防知识教育； 

c) 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d) 应对教育和培训效果进行检查和考核。 

13.3  接受教育与培训的人员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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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员,每年应接受在岗安全教育与培训； 

b) 新员工,上岗前应接受岗前安全教育与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 

c) 换岗、离岗 6个月以上的，以及采用新技术或者使用新设备的，均应接受岗前安全教育与培训。 

13.4 养老机构应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职业病防范、工作防护的安全教育，应符合 GB/T 28001-2001中

的要求。 

13.5 养老机构应对新员工或换岗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安全教育，应符合 GB/T 28001-2001中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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