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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快速响应平台! 现场行动协调中心 ""#"$$# 在突发紧急情况或复

杂紧急突发事件发生快速变化时为国际响应行动提供协调服务$ 同时! 为现场

应急响应协调提供方法与工作场所$ "#"$$不仅可用于支持受灾国家的政府!

也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 在应急响应 "特别是在现场#

中执行协调和信息管理任务的一个工具$

"#"$$为国际响应组织和政府的其他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提供协调工

具$ %"#"$$指南& 可供以下组织或队伍使用' 建立和管理 "#"$$的组织或

响应队伍 "例如! 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 "'()&$##! 在"#"$$工作的组

织或队伍 "例如! 城市搜索与救援 "'#&*# 队( 境外医疗队 "+,-#( 组群

协调员#( 与"#"$$联系的组织 "例如! 请求援助的国家的政府部门( 地方应

急事务管理机构 "./,&#( 组群协调员#$ 本指南也可由国家或地方应急管理

部门根据现场应急响应协调需求使用和改编$

本指南为建立( 管理"#"$$! 及在"#"$$内部或与"#"$$发生互动时提

供指导$ 本指南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提供了 "#"$$概念建立的基础和其

行动发生的人道主义背景$ 第二部分给出了运行 "#"$$系统四个组成部分

"虚拟"#"$$( 接待和撤离中心 "*)$#( "#"$$( 次级 "#"$$# 的指南! 并

提供与其他更详细指导性文件的链接$ 第三部分是一个附件! 为实际操作运行

"#"$$提供实用工具$

本指南以电子方式进行维护! 以便于对第二部分做定期修改! 以及根据经

验对作为支持工具的第三部分做不定期改进$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用于现场

的基本工具! 建议工作人员在响应行动中携带纸质版本$

"$%&紧急服务分部 "/#0# 的现场协调支持部门 "+$### 负责开发本指

南! 并作为管理方负责指南的修订和发展$ 本指南内容取材于各种国际和地区

组织( 响应队伍和政府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指南基于其所应用的人道主义背

景! 并体现了国际响应界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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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背景和框架

"#$!历史背景

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 "5(#&*&6# 建立于 3773 年! 并制定了 %5(8

#&*&6指南&$ 该指南描述了现场行动协调中心 ""#"$$# 的概念! 该理念

是为了提高给予受灾国政府支持的国际援助间的协调! 特别是协调国际 '#&*

的行动$ 联合国大会 1221 年 31 月 39 日第 :;<3:2 号决议 )加强国际城市搜索

和救援援助有效性和协调性* 认可了 %5(#&*&6指南& 并强调了成员国根据

%5(#&*&6指南& 来协调国际城市搜索和救援 "'#&*# 队援助的重要性! 因

此也认可了"#"$$的概念$

5(#&*&6和"$%&倡导"#"$$概念的初衷是在地震发生后帮助受灾国协

调国际搜索和救援$ 然而! 当缺少既定职能协调系统时! "#"$$概念中的应

急管理原则使"#"$$成为了任何突发灾害或急需国际救援资源现场协调的复

杂紧急情况中宝贵的工具$ 从一开始! "#"$$的概念已多次成功运用于地区

突发事件到重大国际灾害的响应活动中$

%"#"$$指南& 上一版在 1227 年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 出版$ 从那时开始! 在一些职能领域的方法发生了演化! 例如评估(

信息管理( 军民协调( 环境有关的突发事件( 安全( 境外医疗队协调+++所有

这些都影响了"#"$$的运行$ 最近的响应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上要加强+++特

别是在大规模突发事件中 "#"$$的使用方法上需要加强$ 此外! 许多政府都

表现出将修改后的"#"$$用于国内行动的愿望! 希望进一步延伸它在人道主

义响应和灾害管理中的适用性! 并确保其作为可用协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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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背景

"#"$$的概念和它在灾害中提供的价值在其行动的人道主义背景下才能

得到最好的理解$ 下面的章节对相关灾害响应的人道主义系统进行了介绍$

"#%#$!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主义援助是通过系统地调动资源对帮助他人的强烈愿望的外延$ 这种

援助是基于人的权利与需求! 向人群提供以拯救生命和减轻痛苦的国际人道主

义援助$ 依照一系列于 37 世纪由亨利,杜兰特建立并由联合国大会第 49<3=1

和 :=<334 号决议认可的人道主义原则进行提供$ 援助原则为'

"3# 人道+++人类的苦难无论在哪里发现都要得到解决$ 人道主义行动

的目的是保护生命和健康! 和确保对人类的尊重$

"1# 中立+++人道主义者一定不可以站在战争的一边! 或参与政治( 种

族( 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 公正+++人道主义行为必须仅在需求的基础上实施! 无区别对待各

国籍( 种族( 宗教信仰( 阶级或政见$

"4# 独立+++人道主义行为必须独立于政治( 经济( 军事或其他目标!

任何执行者可以掌控关于实施人道主义行为的任何地方$

人道主义原则是"$%&和众多帮助接近受灾人民的国际响应组织的工作中

心$ 它们是协调行动中必不可少的原理! 作为支持对所有有需要的人的人道主

义援助的一种机制! 应用于"#"$$$

更多关于人道主义原则的信息可以从 ?@@AB' <<CDEBFGHDE?IFDJK<BL@MB<CNB<

)DEGNMH@B<"",O %GNPJLHELAQMO /HKQLB?FACR上找到$

"#%#%!联合国

联合国成立于 374: 年! 由 :3 个国家作为原始成员国组成! 致力于通过国

际合作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 联合国通过成员的共识来进行工作! 并提供了

解决影响全世界问题的一个方法$ 现今! 37> 个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并同

意遵守 %联合国宪章&$ 宪章是制定出的基本国际关系原则的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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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 "第 3 条# 中! 联合国共提出四条主要目的'

"3#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1# 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

"># 合力解决国际问题! 增进对人权的尊重$

"4#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

联合国系统由 9 个主要机构组成+++大会( 安全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托管理事会( 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由副

秘书长 "'#6# <紧急救济协调员 "/*$# 领导$

"#%#&!国际人道主义响应

当应对突发事件时! 国际人道主义社会由 49<3=1 号决议 )加强联合国人

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 指导$ 决议给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增强框架! 包括建

立/*$职位! 对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5&#$# 授权和创建关键资金项目$ 5&#$

是为有关人道主义援助在全球层面进行跨机构协调的论坛$ 在 /*$领导下!

为政策发展( 决策制定和协调! 汇聚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合作伙伴$

/*$负责持续关注所有突发事件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和协调联合国系统人道

主义援助$ "$%&通过其职责支持/*$! 协调人道主义各方的工作! 确保在一

个共同的框架内对突发事件做出系统的响应$ "$%&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调

动和协调有效的和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 与国家和国际各方合作! 减轻灾害

和突发事件中人的痛苦$ 为实现这一使命! "$%&重点开启协调( 信息管理(

人道主义筹资( 政策和倡导方面的活动$

在那些已有联合国体系的国家中! 驻地协调员 "*$# 负责领导联合国国

家队伍 "'($-#! 确保在国家层面上的机构间协调和做决策! 以支持政府制

定日程$ 在灾害发生前! *$和 '($-协调准备和减灾行动! 为潜在的紧急况

状( 监测和提供早期预警! 领导应急计划制订$

当灾害发生! 人道主义协调员 "%$# 在国家层面工作! 领导人道主义协

调以支持政府$ %$领导人道主义国家队伍 "%$-#! 和联合国和非联合国人道

主义组织一起在有关人道主义行动事件上提供共同的战略和政策导向$ *$通

常扮演%$的角色$ 在大危机( 突发的和复杂的紧急事件中! 将特别指定%$$

联合国大会第 49<3=1 号决议说明! 每个成员国的政府对满足人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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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 包括如果需要请求援助促进人道主义组织工作$ 援助不会强加于一个

国家! 除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为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是有必要的$ 未得到

邀请而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对国际公约的违背$ 因此! 必须在受灾国同意和原则

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可在以下人道主义系统的三种通用模式的任何一种模式下运行'

一是在政府要求下直接协调响应行动! 二是在政府要求下开展特定方面的协调

或其他需要的支持! 三是在 *$<%$支持下开展行动$ 当其他国际援助和协调

机构! 例如集合了各种国际组织的组群或国家机构还未运行时! "#"$$概念

为灾区现场行动协调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方法$ 人道主义改革过程中引入了组群

方法! 之后衍生出了分行业响应方法$

"#%#'!组群系统

人道主义改革进程始于 122: 年! 以提高国际人道主义响应的可预测性(

时效性( 包容性和有效性$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在重要的部门响应中! 组

群方法被用于提高响应的能力和效率$

在该系统下! 为达到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上共同的人道主义目标! 公认

的人道主义行动各部分被组织成组群共同工作$ 组群方法通过明确组织之间的

分工( 不同响应部门的角色和职责来确保在人道主义突发事件的国际响应中领

导( 可预测性以及责任的清晰$

组群伙伴可包括联合国机构( 国家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6"#$ 在国

家层面! 理论上! 政府部委<部门将与一个全球公认的领导机构共同领导他们

各自的组群$ 全球组群领导机构向/*$汇报! 5&#$指定了 33 个不同人道主义

行动的全球组群领导机构 "表&F3#$

表"#$

组群 全球组群领导

营地协调和管理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冲突情况# 和国际移民组

织 "自然灾害#

早期恢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拯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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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群 全球组群领导

应急避难所和非食品名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冲突情况# 和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自然灾害#

应急通信 世界粮食计划署

食品安全 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

后勤 世界粮食计划署

营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防护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虽然全球层面上组群系统用的很多! 但是组群在一个给定的国家中难以落

实$ 灾害发生后! *$<%$经与 %$-"通常是政府# 进行磋商! 基于需求和现

场响应组织的协调能力评估的结果! 可以建议将组群的启动作为人道主义响应

的一部分内容$ 该建议将通过 /*$送至 5&#$负责人和全球组群领导以得到

批准$

作为一个协调平台! "#"$$为组群抵达现场时接通已建立的协调机制提

供方便$ 在有些情况下! 当组群的现场功能建成后! 最初由 "#"$$负责的工

作会移交给组群或移交给关系较近的组群协调员 "例如! 境外医疗队 "+,-#

的协调从"#"$$移交给卫生组群#$ 组群和"#"$$之间的具体合作与突发事

件密切相关! 同时也具备灵活性原则 "参见&F>F1 节#$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转型议程

随着 122: 年的人道主义改革进程! 大规模响应中国际人道主义响应和组

群使用流程方面还存在许多挑战$ 作为结果! 5&#$转型议程 "1233# 通过了

一系列旨在建立增强机制以加强人道主义响应的领导( 协调和责任的行动$

5&#$改革议程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创建了大规模灾害相关的系统和术语$

由自然灾害或冲突触发的( 需要系统性动员和响应的重大突发性人道主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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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被称为三级应急事件$ 尽管没有给出通用定义! 一级应急事件是指事件发

生国家内可用的国家和国际资源充足! 不需要外界的援助- 二级应急事件是指

需要周边国家( 区域机构和可能的机构总部的相当大的支持! 例如由于大量的

受灾民众<区域! 大规模的移民! 激烈的冲突! 在现场工作的各种行动人员需

要协调! 以及<或者是与灾民建立接触通道方面也需要协调$

当/*$经与5&#$负责人磋商! 宣布三级突发事件时! 将触发一系列行

动$ 包括调动协调资源! 部署高级<突发事件人道主义协调员! 通过机构间快

速反应机制 "5&**,# 部署高级职员! 与多组群<部门初始快速评估 ",5*&#

框架共同做出( 发布或修订战略声明! 和发出呼吁 "战略响应计划#$

对大规模灾害的响应需要许多人道主义减灾组织的现场援助$ 需要协调这

些组织的工作以避免重复和缺口! 集中资源于紧急需求! 确保共同方法和价值

观念! 和以战略的方式着手处理应急事件! 以能够达到长期恢复的目的$ "#8

"$$可以提供在缺乏其他机制时的一级至三级应急事件中的最初的现场协调$

由"#"$$完成的初始应急阶段的工作为很多上述作为人道主义项目周期

"%P$# 的行动提供支持$

"#%#)!人道主义项目周期

%P$是5&#$改革议程的一部分! 协调一系列有关人道主义响应! 以帮助

准备( 管理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P$中的五个步骤阐明如图&F3$

图&F3!人道主义项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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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的前两步应与 "#"$$的产出密切联合 "参见 0F1F3 节#$ "#"$$!

作为现场协调的快速部署工具! 具有在灾害发生后前几天快速搜集信息! 为更

广泛的人道主义系统提供这些信息的能力$ 这将为产出诸如战略决策和初步响

应方案提供支持$

%P$的成功实施依靠充足的应急准备( 有效的国家<地方当局和人道主义各

方之间的协调( 和信息管理$ 特别是后两个因素是"#"$$概念建立的部分基础$

"#&!*+*,,概念

"#"$$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快速响应工具而提出! 与受灾国政府紧密合作!

提供一个协调和推动灾害事故现场国际救援工作的系统$ 它主要用于突发性灾

害! 特别是三级突发事件! 也可用于其他环境下! 例如复杂突发事件和运行协

调机制缺失或薄弱的一( 二级突发事件$

"#&#$!*+*,,目的

"#"$$有两个核心目的'

"3# 缺乏协调系统时! "#"$$快速提供一种途径推动国际响应者和受灾

国政府之间的现场合作( 协调和信息管理$

"1# 为即将到来的响应队伍提供服务场所! 尤其在突发灾害中! 多个国

际响应队伍之间的协调对保证救援工作的高效开展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沟通渠道! "#"$$为受灾国政府和不同国际救援提供者之间的

信息交换提供渠道! 促进受灾国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间的合作和协调! 并提供

平台! 协助平时未密切合作的行动者相互沟通$ "#"$$设施支持现场协调和

信息交换! 帮助搭建一个超出"#"$$实体之外更大的协调平台$

为优化其有效性! "#"$$应在需要国际援助灾害发生后! 或已发生的突

发事件出现变化时立即建立$ "#"$$应尽可能紧密靠近灾害地点和相关国家

政府当局的地方$ 突发灾害中设置 "#"$$的时间点和选点对确保救援和救灾

工作的切实开展至关重要$

尽管作为灾害中立即拯救生命和救援阶段的一个短期响应工具! "#"$$

也需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预见性! 以适应突发事件的大小和复杂程度$ 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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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参与协调国际人道主义响应时! 它的角色和行动将被延伸至满足事件

升级而带来的需求变化$ 公众期望 "#"$$在突发事件的救援阶段以某种形式

运行! 直到受灾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如果需要# 能够通过他

们自己的结构和办公室恢复国际资源协调的责任$

"#&#%!*+*,,环境

建立时! "#"$$在国际和受灾国家现有的人道主义系统中工作! 如图&F1

所示$

图&F1!"#"$$环境

"#"$$通常向'()&$队伍领导汇报! '()&$队伍领导确保"#"$$的行

动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国家队伍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并保证"#"$$

的行动受到"$%&的支持$ '()&$队伍未进行部署时! "#"$$可直接向联合

国*$<%$汇报$

在受灾国政府支持下! "#"$$协调国际响应组织间的工作$ 受灾国内!

地方应急事务管理机构 "./,&#

!负责总指挥( 协调和管理响应行动! 因此

"#"$$在行动过程中始终保持与./,&的紧密联系$

!!

!

./,&是一个通用术语! 由国际社会在提及组织机构时使用! 实际工作中! 该组织机构可以是政府各个层面和

不同形式的机构$ 例如! 国家灾害管理局( 州或省应急管理组织和<或地方应急响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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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存在于"$%&和受灾国家之外! "#"$$也支持和协调组群领导和响

应队伍$ 这可以通过与"#"$$结合在一起完成! 比如在"#"$$设立实体工作

场所! 也可以和<或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联络$ 更多细节可以在 0F>F4 节和

0F>F: 节中找到$

"#&#&!*+*,,原则

"#"$$是一个有效的响应工具! 已证明可促进国际响应组织间的行动的

协调! 提供及时和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 虽然灾害影响和响应本质将确定 "#8

"$$行动的实施细节! 但下列原则与"#"$$核心概念基本一致$

"#&#&#$!尊重现有的指令和结构

"#"$$的行动以尊重受灾国家政府和与更广泛的人道主义系统共存的当

局( 指令( 性能和职能为出发点$ "#"$$致力于在灾害环境下向战略领导者

提供行动保障 "例如! 国家政府( 联合国组织<实体#$

"#&#&#%!协调

"#"$$的优势来源于它具备激励各党派达成共识! 进而向受灾人民提供

人道主义救助的能力$ 协调是以合作! 而非指令的方式进行! 支持推动行动的

开展$

"#&#&#&!职能方法

"#"$$机构管理采用职能方法! 即职责因职能而定! 而非职位或个人$

这种方法帮助"#"$$实施响应行动时! 利用可用资源! 同时确保满足职责$

"#&#&#'!灵活性

在整个"#"$$行动期间! 职能可根据需要扩展或减少$ 在具体某个响应

中! 所有的职能可能不会被全部激活! 激活的职能个数将根据灾害的具体需求

而定$ 但未被激活职能的责任仍需考虑! 以确保无缺口! 可适应不断变化的

情况$

"#&#&#(!可扩展性

"#"$$职能是可扩展的! 以适应响应的需要$ 职能可依据工作人员和机

构设置进行扩展! 但不影响其核心目的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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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在"#"$$行动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 继而在混乱( 动荡和信息

匮乏的时期! 以上原则对"#"$$作为一个快速响应工具所获得的成功贡献颇

多$ 这些原则在 "#"$$系统运行方面的实际应用将在本指南第二部分得以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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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行动

%"#"$$指南& 的第二部分对"#"$$概念的现场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该部分提到的实用化清单和模板汇总列于本指南的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中的具体内容包括'

"3# "#"$$系统的四个组成部分 "即! 虚拟 "#"$$( 接待和撤离中心

"*)$#( "#"$$和次级"#"$$#$

"1# 突发事件发生时"#"$$行动的生命周期! 包括日常行动周期$

"># "#"$$的职能和单元$

"4# *)$的开放和运行$

":# "#"$$各组成部分的建立( 维护和撤离程序$

-#$!*+*,,系统构成

"#"$$系统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3# 虚拟"#"$$$

"1# *)$$

"># "#"$$$

"4# 次级"#"$$$

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并包含多种职能要素$

-#$#$!虚拟*+*,,

虚拟"#"$$"S"#"$$# 是一个在线实时协调平台! 支持紧急情况下应急

信息的尽早交换$ 它是全球灾害警报与协调系统 "6)&$## 的组成部分! 后

者是由指导委员会领导! 并由 "$%&设在日内瓦的紧急救援协调中心 "/*8

$$# 支持的一个合作框架$ 除S"#"$$外! 6)&$#还提供实时灾害警报 "例

如! 地震( 飓风<台风( 洪水#( 灾害影响评估( 地图制作( 天气预报和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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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标准等服务$

S"#"$$具体的栏目设计支持应急响应人员交换各种信息! 例如受灾国基

本信息 "包括相关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信息#( 入境点和其他方面的后勤支

持( 救援队状态( 评估信息( 组群行动( 军民协调安排( 环境风险和安保$ 在

平时! S"#"$$主要用于培训的协调( 信息的共享和项目讨论$

更多信息请访问 ?@@A' <<TTTFKCIEBUDJK! 或向 S"#"$$申请访问! 网址

为 ?@@A' <<VDBDEEFGHDE?IFDJK$

-#$#%!./,

一般来讲! *)$是在受灾国建立的"#"$$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也是

第一个现场协调点$ 它帮助国际救援队伍可以有效率地到达灾区! 并且帮助协

调他们的现场部署$ 它还可以支持对其他资源的接收! 例如救济物品$ *)$

工作主要集中在'

"3# 注册队伍! 并向"#"$$传送注册信息以利于行动计划的制订$

"1# 向已到达的队伍做突发事件发展情况简报$

"># 向已到达的队伍提供关于实际情况的可用信息! 例如后勤支持( 机

场<港口手续和服务( 安保情况和"#"$$位置$

"4# 向受灾国入境点的有关当局提供支持! 协调到达的国际资源! 包括

空中<地面交通管制( 地勤( 仓储( 手续和联络$

*)$设在国际援助主要入境点! 由第一支到达的 '()&$( 接受过 5(8

#&*&6培训的'#&*队伍或+,-建立$ 一般来讲 *)$至少有两名工作人员$

作为在受灾国建立的"#"$$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会向即将抵达的国

际救援队伍定下当次国际救援行动的基调! 因此 *)$组织有序( 信息畅通(

工作灵便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突发事件实际情况! 可建立多个 *)$$ 新建额外的 *)$取决于实际

情况$ 例如! 是否有多个入境点 "机场( 海港( 公路! 等等# 或是将有数量

众多的队伍或救济物资会到达. 如果是! 额外分配训练有素的人员到这些地方

开设新的*)$是否有意义+++那儿有更多的紧急行动需求吗. 这都是必须根

据实际情况来做出的决策$

在撤离期间! 通过促进协调一致( 恰当适宜地释放国际资源!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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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救援队伍返回他们的总部$ 当所有队伍都返回后! *)$再撤离$

*)$行动指南的更多细节参见0F4 节$

-#$#&!*+*,,

通过与./,&和受灾国有关当局的工作紧密联合! "#"$$设施作为 "#8

"$$系统的中心! 为国际响应工作的协调提供一个公用的平台$ 在国际人道主

义系统中! 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场所! 又是一种方法! 它与国家级政府紧急行动

中心或本地事件指挥所相似! 但有不同的任务和方法以适应它的职能$

依照第一部分的规定! "#"$$的两个核心目标为'

"3# 在没有其他协调系统的情况下! 快速提供一种方法! 以促进国际响

应和受灾国政府的现场合作( 协调和信息管理$

"1# 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空间! 为即将到来的救援救灾队伍服务!

这对于突发灾害情况下协调国际救援救灾队伍以确保最优化的救援成效尤为

紧要$

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多种行动的协调或支持! 例如国际救灾队伍

的工作( 组群间协调( 组群特定行动 "特别是在应急初期#( 评估( 最新灾害

形势与人道主义总体需求分析( 报告( 信息管理( 媒体关系和安全安保计划<

措施$

更多有关"#"$$行动和职能的详细信息在第二部分! 特别是0F> 节$

-#$#'!次级*+*,,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 为了完成 "#"$$的职能! 建立一个或多个次级 "#8

"$$很有必要$ 次级"#"$$与主 "#"$$的职能相同! 但次级 "#"$$履行其

职能的目的是支持主"#"$$的工作! 而非简单地复制工作流程$ 例如! 次级

"#"$$级别写的形势报告内容将补充至主 "#"$$的形势报告$ 在所有情况

下! 主"#"$$将向次级"#"$$提供任务说明( 分管地理区域( 目标及期望结

果( 以及明确的上报次序$ 为了使次级 "#"$$能够完成其分配到的任务! 在

其具体职能和人员级别方面也将达成一致协议$

虽然是否建立次级"#"$$系统是由任务限定的! 但以下注意事项通常有

助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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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于行动区域附近并能到达行动区域 "例如! 如果行动遍及

一个大的区域! 次级"#"$$可能是需要的#$

"1# 受灾国或 "$%&当局提出在某个特定区域建立一个次级 "#"$$

实体$

"># 建立次级"#"$$可以破除后勤方面的需要或限制! 使"#"$$运作更

有效率 "例如! 交通阻塞或行动区域分散在相距遥远的地方#$

"4# 工作量或工作复杂程度超出了主 "#"$$的能力 "例如! 国际救援队

的数量太多! 主"#"$$难以有效协调#$

":# 从队伍部署方面考虑! 即使只考虑常规部署! 也无法满足上面列出

的几个条件! 或者部署不具有可操作性$

"9# 以上因素将持续一段时间才能保证资源的部署$

一旦做出建立次级"#"$$的决定! 必须通知所有"#"$$职能机构! 必须

与次级"#"$$附近的行政人员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已建立的其他职能机构

仍保持原有的报告结构$ 例如! 已建立的所有 *)$将继续通过 "#"$$工作!

由"#"$$联络次级 "#"$$按轻重缓急协调救援队伍部署进入次级 "#"$$管

理的行动区域$

-#%!*+*,, !生命周期"

正如第一部分所讲! 5&#$转型议程对不同级别应急事件的各个过程进行

了概述! 也强调了在%P$背景下按照时间序列为建立评估<响应阶段和标准化

的产出所开展的早期工作$ 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不太复杂的应急事件! 尽管其

由于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有所减少造成事件的发展历程可能较短! 而且某些特

定的产出也不需要$

-#%#$!人道主义项目周期内的*+*,,行动

当没有典型的"#"$$任务经验时! 人道主义项目周期的相关知识和以往

"#"$$任务的经验教训! 可以为那些新接触 "#"$$方法的人员提供一些预

期$ 人道主义响应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有一个任务周期或者时间序列$ 图

0F3 表明了"#"$$行动与其他响应行动的常规阶段划分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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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F3!"#"$$生命周期

下面的章节对大多数突发事件常规阶段中发生的典型的 "#"$$行动进行

了论述$

-#%#$#$!阶段 0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 一次典型的 "#"$$响应最初都比较顺利$ 这个阶段

的行动包含了培训( 演练和可能改进 "#"$$方法的不断思考+++例如本指南

中第三部分列入的新工具和模板! 还包括突发事件响应人员开展的所有准备活

动! 例如国际救援队伍的成员( 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 "'()&$# 队员或

受灾国国内当局人员! 他们通常会建立"#"$$或与"#"$$相互联系$

-#%#$#%!阶段 $

阶段 3 中! "#"$$的主要行动是与受灾国 ./,&或其他政府官员密切合

作! 为抵达受灾国的国际救援队伍所开展的抢救生命行动提供支持和协调$ 此

外! 该阶段"#"$$系统所支持的关键的人道主义项目周期的产出成果包括

"$%&形势报告( 战略声明和初步响应计划 "即紧急呼吁#$ 这些文档对确立

突发事件的范围( 规模和严重程度! 包括确立阶段 1 中维持生命救助行动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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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都非常关键$ "#"$$还能帮助建立一些核心的协调工具! 例如联络信息管

理和基于 ?GNIHL@IJLIHJMBADHBMFLHRD的行动网络平台$

阶段 3 是从突发事件的发生开始的$ 如果满足一定标准! 6)&$# 会发布

警报! 提供灾害有关的基本情况信息和自动评估的影响结果$ 在几小时或几分

钟内! 受灾国当局和 "$%&区域工作人员会通过 S"#"$$开始提供灾害形势

的更新! 他们也会对是否需要国际援助提出建议$ 国际响应队伍和其他救灾资

源接着会在S"#"$$上表明各自的状态+++特别是期望受灾国发出援助请求或

受灾国已经发出援助请求的情况下$ 受灾国当局( "$%&( 区域组织和其他参

与响应工作的人员会在S"#"$$网站上适当的版块发布灾害形势报告和其他情

况更新$ 一旦确定要派出救援队伍! 每支队伍要在S"#"$$上提供队伍自身能

力和抵达受灾国时间等信息$

当接受过"#"$$培训的第一支国际'#&*队伍或境外医疗队! 或'()&$

队员抵达受灾国后! 他们通常会建立*)$+++特别是如果还有其他队伍在前往

受灾国途中$ 最初*)$可能只有 3 W1 名工作人员! 但 *)$的职能和之前描

述的相同! 在0F4 节中会详细介绍$ *)$的核心工作是快速建立一个有序的

抵达和注册程序! 向后续抵达受灾国的队伍告知可能的行动优先顺序$ *)$

应尽快在S"#"$$上发布和报告信息! 为后续抵达的各种队伍和资源提供所需

的抵达信息和灾害情况$

随后! 接受过 "#"$$培训的 '#&*队伍( +,-或 '()&$队员会尽快建

立一个临时 "#"$$来协调初期的响应行动+++特别是那些与国际救援队伍

"如'#&*队伍和 +,-# 相关的行动$ 临时 "#"$$可能只具备基本的支持条

件! 并且仅包含行动职能单元的有限功能 "更多的行动职能详见 0F>F: 节#$

临时"#"$$会尽快建立流程! 为陆续抵达的队伍协调任务分配! 以最大限度

地抢救那些受困人员或受伤人员的生命$

一旦实际情况允许! "#"$$的所有职能都会配备相关人员$ 但在灾害发

生后初期! '()&$队员( 区域响应组织( 受灾国政府官员等具有多方面知识

和经验的人员可能必须承担 "#"$$的多项职能以确保协调( 评估和初期报告

等行动的顺利开展$ 初期的生命抢救行动优先级最高! 而评估和报告等行动将

为下一个响应阶段奠定基础$ 这些行动是 "#"$$形势职能的一部分! 0F>F9

节将详细介绍$ 在灾害发生后的前几天! "#"$$形势职能会为初期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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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形势报告 "#5-*/P# 发布以及灾后 > 天内战略声明的发布提供协调或

支持$

阶段 3 中! 当初期各种活动开展的同时! "#"$$的支持合作伙伴也会被

派遣到灾害现场并能建立相应的支持模块 "参见 0F>F; 节#$ 但至少 "#"$$

的基本支持应与队伍同时抵达! 初期的通信基础能够大致建立$ 作为初期评估

的一部分! 必须对进一步需要哪些支持做出决策$

-#%#$#&!阶段 %

根据战略声明! "#"$$通常会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 : W; 天内制订一个初

步响应计划 "即紧急呼吁#$ 在紧急呼吁发布之前! "#"$$一直通过战略声明

来通报更广泛的国际响应的动员情况$

阶段 1 中! "#"$$会在充足的设施或模块的支持下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全

部的人员配备$ 其中! 协调救援队伍的行动单元会配备在协调和计划方面具有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专家! 而且只要部门需要他们就得一直在这里工作$

"#"$$其他的职能! 例如形势职能大多数由具备多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开

始执行! 在需要的时候会配备专业人员+++这主要取决于突发事件的规模$ 如

果需要! 在该阶段可以建立次级"#"$$"参见0F3F4 节#$

在"#"$$人员配备齐全的同时! 组群工作人员可能抵达灾区并开始为各

自的组群建立行动和协调职能$ 这可能会引发初期的 "#"$$行动单元分离为

组群行动+++例如! 后勤和卫生方面$ 在其他情况下! 组群工作人员会尽可能

最少化! 并可能在"#"$$体系内工作$ 无论哪一种情况! "#"$$都要确保在

早期建立组群间的协调平台! 以便在组群之间以及与受灾国政府和各种国际救

援力量之间开展协调工作$

除了确保组群间的协调和生命抢救行动的有效延续! 在阶段 1 中! "#"$$

还将协调或支持,5*&行动的开展! 包括,5*&报告的公布$ 该报告会提供初

始响应计划和战略响应计划框架下正在开展的响应行动的有关情况! 一般在突

发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公布$

除了完成阶段 1 的核心产出和抢救生命的支持行动外! "#"$$在阶段 1 期

间还会为人道主义界提供很多支持! 包括分发信息 "报告( 安全程序( 地图

等#! 提供会议场所! 担任行动( 后勤和管理事务的联络人! 以及对 S"#"$$

的持续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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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5*&报告发布( 国际队伍离开或已在行动中得到很好地安顿 "通常意

味着随着大多数队伍离开! *)$将于该阶段结束后关闭# 时! 通常认为阶段 1

已完成$

-#%#$#'!阶段 &

,5*&提出! 如果需要! 阶段 > 的行动包括战略响应计划的发布! 阶段 1

响应行动的延续! 以及特定组群的深入评估$

在阶段 >! "#"$$可能继续运转! 也可能不会继续运转$ 在某些情况下!

应急事件的范围和持续时间非常有限! 有可能在阶段 1 就不需要"#"$$! 它的

职能将被并入现有结构$ 在其他情况下! 国际社会可能会建立一个长期的平

台! 例如! 建立一个新的或加强的 "$%&来执行 "#"$$职能$ 0F:F4 节中讨

论了"#"$$的撤离! 0F4F: 节讨论了*)$的撤离$

-#%#%!*+*,,运行周期

正如"#"$$在%P$背景下运行一样! "#"$$本身 "它的组成部分也一

样! 例如*)$# 需要建立自己的运行周期$ 在许多行动中! 这个运行周期最

初会基于 14 小时的时间安排来建立! 每隔一段时间开展一些活动$ 例如! "#8

"$$会约定时间每天向*$<%$或"$%&主管提交每日形势报告! 会约定国际

救援队伍通报的时间! 会约定建立和发布每日行动优先顺序或工作地点位置的

最后期限$ "#"$$的运行周期还可以设定情况通报和总结会议的时间! 这也

有助于"#"$$定期的内部信息共享!

随着行动进程的发展! 运行周期可能会扩展到 1 天或者更多天! 这主要取

决于突发事件的情况( 对 "#"$$的期望以及外部报告的需求等$ 这种变化也

可以从内外部会议安排的数量和类型中反映出来! 以适应更多数量的 "#"$$

工作人员和其他参与人员$

关于"#"$$内部运行周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面有关"#"$$职能描述的

章节! 第三部分列出了相应的模板和实例$

-#&!*+*,,

依靠对通用"#"$$方法和术语的共同理解! "#"$$可由不同的响应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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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快速建立$ 这个章节概括了 "#"$$的关键术语和核心职能要素! 包

括职责( 产出( 和每个职能的联系$

-#&#$!*+*,,术语

标准术语贯穿整个 %"#"$$指南&!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概念和行动$ 下面

列出的术语适用于"#"$$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 "在 0F3 节中概述# 并在 "#8

"$$背景下使用$

"3# 职能是"#"$$的一个宽泛的组成部分 "例如! 管理和行动#$ 每个

"#"$$的任务和任务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考虑这些职能$ 一名协调者负责一个

职能$ 一个或多个人可执行一个职能和<或一个人可执行多个职能$ 必要时每

个职能可被扩展! 以满足其职责履行要求的人员数量和组织$

"1# 单元是职能下的组成部分! 是将"#"$$的职能的不同关键领域的职

责进一步分组$ 在"#"$$中设置单元对于有效管理是有必要的! 当"#"$$内

人员众多( 报告层级增加( 或者为完成响应行动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 "如'#8

&*协调单元的使用! 而不是简单的协调<领导# 时! 单元设立是有益的$ 一

个单元由一个协调者领导$

"># 官员是指在一个职能或单元中工作 "例如! 信息管理官# 或领导一

个特殊职能而不仅仅是协调的人员 "例如! 安全官#$

"4# 模块是预先确定的一系列物品资源的集成! 被用于支持响应行动

"例如! *)$模块( 营地模块#$ 模块通常由合作组织! 例如国际人道主义合

作伙伴 "5%P#( 亚太地区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P%P# 和美洲支持队伍

"&#-# 提供$ 模块为响应队伍在灾害现场实施行动提供基本物资和设备$

":# 分区是地理上的划分! 用于划定区域! 执行行动! 如果行动需要可

能会被进一步分成次级分区$ 分区通常由'#&*队伍在分派搜索和救援区域时

使用! 其他队伍也认为分区是一个有用的管理组织工具$ 应使用通用约定名和

清晰的界定$ 在缺乏另一个命名约定 "也就是由 ./,&或政府提供的# 情况

下! %5(#&*&6指南& 采用使用字母来表示分区 "例如! 分区 &( 分区 0#$

地理标识符可加在字母名字上 "例如! 北巴东分区&# 以增加清晰度$ 第三部

分包括更详细的功能分区$

对于一个给定灾害! 可以只有一个分区! 而且最好利用已有的地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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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区可能是灾前区域边界或由 ./,&和<或政府为灾害划分的区域$ 没有

分区的地方! "#"$$与现场响应队伍磋商! 如果对行动有利可决定分区$ 分

区情况需要传达至所有"#"$$运行单元和其他响应组织$ "#"$$应有显示分

区边界的地图$

注释' 使用分区这个词来表示地理上的划分时不应与使用它来在国家层面

描述人道主义行动主题领域混淆 "类似于组群#$

描述"#"$$运行要素时应坚持使用通用语言! 便于在 "#"$$中或与 "#8

"$$互动的行动者理解$ 职能和单元的概念取自"#"$$结构基础$

-#&#%!*+*,,结构

正如第一部分所述! "#"$$概念包括实体 "#"$$设施和作为 "#"$$运

行结果而发展出来的更广泛的协调平台$ 更广泛的平台包括联合国机构( 组群

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为达到本章节的目的! "#"$$结构将主要关注实体"#8

"$$的内部情况$

"#"$$通常划分为四个职能! 每个职能可由多个单元组成$ 基本的 "#8

"$$结构在下面阐明! 但是! 不是所有职能或单元在每个情况下都是需要的$

图0F1!"#"$$结构

灵活性的原则允许结构去适应灾害行动需求$ 根据事件的大小( 情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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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用资源! 一个人可同时管理多个职能! 其他职能可能需要更多的补充人

员$ 应制作并展示组织结构图来说明 "#"$$工作人员层级和关系$ 图表需要

定期更新! 显示为满足响应行动的需求产生的 "#"$$的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组织图示例在第三部分中$

-#&#%#$!*+*,,人员配置

"#"$$的工作人员来自于 '()&$队伍( "$%&( "#"$$的支持工作人

员( 国际组织( '#&*队伍( +,-和(6"$ 救援队的重要任务是同意并愿意将

人员和设备提供给 "#"$$$ 随着更多国际救援队伍的到达! 要求他们为 "#8

"$$的人员和设备提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其他的合格人员来到! 例如通

过"$%&激涌机制! "#"$$人员配置应得到补充和加强$

执行"#"$$职能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将取决于行动的体量和复杂性! 以及

每天轮班的人数$ 在抢救生命阶段! 通常需要连续每天 14 小时连续 ; 天不间

断的工作! 因此每 14 小时至少应设立两个轮班$ 随着救援行动的继续和日常

工作形成! "#"$$的工作时间将随着工作量的变化而变化$

同样的人员配置理念可用于"#"$$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中! 特别是 *)$

和次级"#"$$$

-#&#&!一般职能的责任

"#"$$中的每个职能<单元共担一系列广泛的责任! 这有助于达到"#"$$

的全面效果$ 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动要符合四个人道主义原则! 该原则是所有

"$%&和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行动的指南+++体现人道( 中立( 公正( 独

立 "参见&F1F3 节#$ 除了人道主义原则! 下列职责通常存在于所有职能中$

"3# 联络+++所有职能都必须与受灾国政府的对应机构( 及更广泛的人

道主义响应团体 "如果适用的话# 开展联络$ 联络要注重建立关系( 信息共

享和行动优化$ 交叉交流对有效的响应协调和支持协作氛围很重要$

"1# 安全和保安+++应符合为突发事件建立的安全协议 "参见 0F>F4

节#! 每个职能需要积极投身于保护"#"$$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并为维护安

全的行动环境出力$

"># 问责+++"#"$$系统负责响应期间的决策和行动! 以及决策和行动

的后果$ "#"$$中的每个职能共享这个责任并支持负责任的行为! 这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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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人员! 还需要利用职能程序和行动指南来指导响应行

动$ 作为"$%&的延生和一种人道主义工具! 问责超越联合国范围! 还针对受

灾国家( 受灾人口( 捐赠者! 等等$

"4# 报告+++所有职能在行动中都要为信息产品提供所需的信息( 数据(

观测值和评估结果$ "#"$$工作人员的每个成员贡献信息报告! 这对他们的

职能! 另一个职能和<或更广泛的"#"$$系统有意义$ 由情况职能将这个信息

编译成报告$

":# 撤离+++各职能都要为其所承担的角色和任务设计合理的转移和撤

离方案$ 将职能移交至地方当局或其他国际组织 "例如! 联合国代理( 全球组

群领导# 的时间和细节都必须考虑周全! 确保工作能在受灾国家内得以延续$

除了上面概述的通用职能责任! 每个职能和单元的具体职责在下面的章节

中概述$

-#&#'!管理职能

管理职能协调其他"#"$$职能的工作! 与国家机构和其他响应组织建立

正式的联络! 确保国际响应者的安全$ "#"$$管理人员领导这个职能$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协调所有 "#"$$职能和行动! 包括次级 "#"$$系统和

*)$系统$ 关键职责包括进行内部会议<简报( 管理"#"$$人员间的任务分配

和领导"#"$$职能$ "#"$$管理人员专注于确保 "#"$$完成工作目标且履

行职权 "-"*#! 该职权由受灾国政府( '()&$队伍领导和*$<%$给出$

"#"$$管理人员也负责制订和更新 "#"$$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应与工

作目标和上面提到的职权相一致$ 这个计划应该至少每天和 "#"$$工作人员

"包括那些在*)$和次级"#"$$系统中工作的人员# 进行沟通! 以确保工作

人员清楚后期工作方向$ "#"$$管理人员可以给这个职能指派一个专门人员!

并将计划与行动单元的行动计划进行协调$

'()&$副队长通常担当 "#"$$管理人员的角色并向 '()&$队长报告$

'()&$队长! 与 *$<%$和政府一起! 通过扩展 "#"$$来决定全面战略和行

动计划以及任务的方向$ 队长通常不直接介入 "#"$$的运行! 而是交给 "#8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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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管理人员! 管理职能中最常见的职能是安全和联络$ 其他

职能可以由"#"$$管理人员自主决定是否建立! 但这些职能不应与下面描述

的其他"#"$$职能重复$

-#&#'#%!联络单元

按0F>F> 节注释! 联络是 "#"$$所有职能和人员的共同职责! 联络为灾

害响应提供有效和协作的途径$ 联络单元在 "#"$$和其他行动者之间建立和

维持正式的信息交换程序! 这些行动者需要专用资源! 也<或没有得到其他职

能的支持$ 在某些情况下! 当大量组织将联络员送到 "#"$$时! 需要协调这

些组织派来的代表以便于 "#"$$的持续运行和信息共享! 联络单元可雇佣工

作人员$ 这不是重复已经在其他 "#"$$职能及其对应机构 "例如! '#&*联

络# 之间建立的联络! 而在于确保联络中没有缺口$

联络单元致力于建立和维持与./,&( 受灾国政府和<或响应组织的关系!

这对于合作和协调"#"$$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执行联络官任务的人员应

具备高超的外交能力! 通过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与各组织建立关系$ 并能够有

效沟通及发现相应组织之间加强合作和协调的机会$

-#&#'#&!安全单元

安全单元的工作是支持和告知所有国际人道主义行动者安全和保安$ 该单

元直接支持联合国指定官员 ")"# 的职责! )"代表国家中最高级别的联合国

工作人员! 并与其他救援行动者和联合国安全部门 "'()### 首席安全顾问

中的安全官紧密合作$ 尽管第一支到达的队伍! 包括 '()&$队员! 应创建一

个基本的安全计划! 安全单元的领导还是应该尽快由'()##人员担任$

安全单元的关键职责包括制定( 实施和监测响应工作中的安全和医疗计

划! 包括所有与"#"$$有联系的人员$

医疗计划基于受灾国现有协议制订! 与 +,-协调单元 "参见 0F>F: 节#(

国家机构和其他已有医疗资源 "例如! 与'#&*队伍有关系的医疗资源# 紧密

联络$

安全计划依照联合国安全政策手册 " #P,# 制订! 将以安全风险评估

"#*&# 为基础! 识别潜在的威胁和脆弱性$ 基于可能性和潜在影响! 风险得

以优先化( 防控和减缓战略得以实施$ 包括各个国家不同的最低行动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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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安全措施适用于所有联合国组织在其他国家的行动! 包

括"#"$$$ ,"##的实施通过向到来的响应者提供简报! 与 "#"$$所有职能

保持联络而得以实现$

更多安全信息在 #P,和 %'()&$手册& "%章# 中可供使用$

-#&#(!行动职能

行动职能负责协调国际响应队伍和其他资源! 向受灾人口提供救助$ 该职

能由行动协调员领导! 与各个特定职能区域的各协调单元领导一起工作$ 这些

单元共同快速响应来完成诸如营救人员( 提供紧急医疗护理( 减少环境影响(

迁移人员和物资( 协调军队<武装行动者等工作$ 根据需要! 每个协调单元的

领导可在每个单元中建立次级单元$ 这些次级单元职能重点是行动计划和战术

后勤保障$

每个行动中的协调单元通常由来自单元的职能领域的专家作为工作人员$

灾害发生后! 单元可由受过 "#"$$方法培训的第一支到达的队伍的成员和

'()&$成员立即担任$ 由于这个原因! 这些人员经过交叉培训! 在任何重大

响应的第一阶段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除了上面描述的职责! 行动协调员与响应中主要的各个组群一起工作$ 建

议任命组群间协调官在行动职能中执行这个任务$ 随着协调行动的扩展! 如有

必要! 可建立组群协调单元$

行动协调员也是*)$的主要联系人$ *)$与多数行动协调单元紧急合作!

提供到达资源的信息! 确保与后勤( 安全等相关工作流程的执行$

除了下面描述的协调单元! 行动协调员可与 "#"$$管理人员磋商! 自主

决定是否需要创建单元$

-#&#(#$!1+".协调单元 #1,,$

'#&*队伍营救被困在倒塌结构中的人的时间窗口有限$ 为使这些专业队

伍的工作效果最大化! 尽早通过S"#"$$协调可能的队伍部署$ 第一支到达的

受过"#"$$和5(#&*&6方法培训的'#&*队伍将和'()&$ "在到达时# 以

及国家当局合作建立*)$和'$$$ '$$使用5(#&*&6方法协调国际'#&*队

伍( 其他"#"$$职能及国家当局之间的合作$

'$$中的人员配置 "例如! 协调员( 计划( 信息管理和后勤# 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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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的大小和复杂性进行扩充$ '$$的工作人员应受过专职训练! 通常由第一

支到达的队伍提供$ '$$工作人员由陆续到达的受过 5(#&*&6培训的队伍提

供补充$ '$$中的工作人员应具备专业的'#&*知识! 协调多重国际'#&*队

伍的复杂任务的经验! 以及作为更广泛的 "#"$$队伍成员的能力$ 每支到达

的'#&*队伍应确认一个联络员与'$$一同工作$

当'#&*队伍开始到达受灾国家! 他们将在 *)$或通过另一个入境点进

行注册$ 这包括明确队伍的 5(#&*&6分级来注明队伍的资格和能力$ '#&*

队伍依据5(#&*&6标准分为轻型( 中型或重型队伍$ 通常轻型 '#&*队伍不

执行国际任务$ 但是受灾国的轻型队伍是有可能参与行动的$

当'$$建立后! 最重要的是根据已知地理和人口信息开始系统的计划和

部署'#&*队伍! 确定在哪里救援可取得最大的效果$ 简单矩阵法 "参见第三

部分# 通常用于跟踪在受灾区域各个地理分区中的国际'#&*队伍的利用率和

可用性! 以及各个区域的发展态势 "例如! 哪里需要更多的资源#$ 这种 '#8

&*行动简况很容易在"#"$$中展示! 并通告获得的整体情况$

当有大量国际'#&*队伍响应一个突发事件时! 分区对有效的行动管理来

说必不可少$ '$$将与到来的国际队伍一起工作! 分配最合适的队伍数量至每

个分区$ 如果必要! 每个分区任命一个合适的'#&*队伍作为分区协调员! 协

调指定分区中队伍的行动! 并在'$$指导下工作$

随着阶段 3 接近尾声! '$$的行动将转向支持队伍返回和<或转移 '#&*

资源支持其他行动区域$

国际'#&*行动的详细信息可在 %5(#&*&6指南& 中找到! 特别是第二

卷! 手册0+++ %行动&$

-#&#(#%!234协调单元

+,-协调单元目标为与国家当局紧密合作! 确保最有效的利用到来的专业

资源$ 这对开展医疗救助特别重要! 因为各个队伍在受灾国家的工作领域取决

于国家卫生部门! 并在医疗队伍到达时得以确定$ 来自 +,-系统的合格的国

际响应者与这些国家部门一起工作! 确保只有通过 +,-分级系统注册的队伍

可以授权开展响应行动$

与'$$一样! 随着援助请求的发出和队伍的部署! 尽快建立 +,-协调单

元$ 一旦建立! 指定的和受过培训的 +,-成员将承担单元领导职位和建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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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职位 "即! 管理人员( 计划( 信息管理和后勤#$ 这些职位将和其他行动单

元( 以及"#"$$职能 "例如! 情况分析职能# 中对应的人一起工作$ 此外!

每个队伍应指派一名联络员到+,-协调单元$

一旦配备足够的人员! +,-协调单元将开始接收到达的队伍$ 在预先注册

的基础上! 队伍将识别以下三种分级类型'

"3# 类型 3' 门诊紧急护理$

"1# 类型 1' 住院手术紧急护理$

"># 类型 >' 住院病人转诊医疗$

其他特别的单元可在类型 1 和类型 > 队伍中$ +,-相关定义和分类表的详

尽解释参见 %突发灾害境外医疗队伍分级最低标准&$

识别和授权后! 队伍由 +,-协调单元根据他们的级别和需求评估结果进

行部署$ 需要仔细考虑的是! 基于阶段 3 ,5*&的有限信息! 或有限的部门评

估结果! 如何平衡有限资源的部署与取得最大效果$ 已部署的队伍应通过其联

络官定期汇报工作! 并有义务参与计划过程$

一旦建立卫生组群 "在适用的情况下#! +,-协调单元将与之紧密合作并

支持组群+++是否需要承担其他职责由组群领导自主决定$ 卫生组群可自主决

定以下情况! 通常会发生三种转换中的一种' +,-协调单元的职责可由卫生组

群吸纳! 单元将被遣散- +,-协调单元可作为卫生组群工作的外延! 继续协调

国际医疗队伍- 或者+,-协调单元可继续它在"#"$$中的任务! 并接受卫生

组群指导$

-#&#(#&!后勤协调单元

后勤协调单元支持行动职能中的其他单元 "例如! '#&*和 +,-协调单

元#! 同时可能要在一段时间内支持整个人道主义响应$ 在许多情况下! 协调

单元将作为后勤组群的前身! 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X+P# 领导$ 关键

职责是与国家当局密切合作开展物资 "例如! 燃料和木材# 的获取( 采购(

运输和储备! 在受灾国内运送人员 "例如! 救援队伍人员#( 确定进入点( 安

排货物装卸和海关许可( 将进入的救济物资处理优先排序 "例如! 飞机请求着

陆的优先次序#$

后勤协调单元最早的人员通常来自 '()&$! 第一支到达的救援队伍或国

内X+P的工作员工$ 这些人将与国家当局紧密合作建立最初的后勤计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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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满足响应的紧急需求$ 最初! 这些需求非常特殊和紧急+++例如! 派出队伍

到需要去的地方$ 他们也可和其他合作者一同工作! 例如)%.灾害响应队伍(

到达的支持模块工作人员 "参见 0F>F; 节# 或军队人员 "下面描述的军民协

调单元#$

随着突发事件的发展! 如果需要! 会建立后勤结构$ 在某些情况下! 后勤

响应队伍 ".*-# 会被 X+P派去现场开展灾情评估! 并确定受灾国家内需要

什么后勤支持$ 一旦激活! .*-通常从第一个到达的响应者开始启动或承担后

勤组群工作$

各种现有的工具和指南! 为突发事件的第一阶段的后勤保障计划<系统的

实施提供支持$ 一个关键资源是后勤组群的后勤行动指南! 可在 ?@@A' <<

QDKFQDKEQGB@MJFDJK找到$ 其他资源还有TTTF?GNIHL@IJLIHLHRDUDJK<B@DEYNIA! 该

资源用地图描绘了 )谁有什么! 放在哪里* 等信息! 为支持应急准备和救援

行动提供支持$ .DK5Z " ?@@A' <<QDKLYFGHDE?IFDJK#! 是一个全球在线数据库!

记录了国际人道主义捐献的救济物品$

-#&#(#'!联合国军民协调单元 #156,3,7789,:;;$

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协调人道主义和军事行动者! 对保护和促进人道

主义原则! 避免竞争( 减少矛盾! 并能在合适的时候追求共同的目标! 是至关

重要的$ 人道主义和军事行动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协调的需求在复杂和高

风险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 对维持平民人道主义行动( 确保安全的人道主义通

道( 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负责通过'(8$,$DDJC职能领导建立和管理与军事行动者的对话和

互动$ 在"#"$$中! 通过$,$DDJC 单元实现! 与军事<武装行动者建立对话!

确保军用和民防资产 ",$)&# 得到最有效和合理的使用$ 与其他行动职能一

样! 在适用的地方! 完成与受灾国政府和协助军队紧密合作$

当'()&$队伍在突发事件中部署 "或预部署#! 有军事行动者在场! 队

伍中被任命的'(8$,$DDJC联络员或专职人员负责评估和与国内和国外的军事

行动者建立初始交流$ 随着国际响应行动的进展! '(8$,$DDJC 职能的范围受

已有的或已部署的国外军事力量! 和<或国内军事力量广泛的参与的影响$ 这

是"$%&军民协调部门的职责! 与现场密切联系! 确定'(8$,$DDJC职能的规

模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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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突发事件的规模制约! "$%&可在 "#"$$和<或次级 "#"$$系统中部

署专门的'(8$,$DDJC官员协调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行动$ 特别地! 在人道主义

者和军事团体之间进行联络和建立协调结构! 有必要的话! 可建议人道主义者

和军事响应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 并尽可能的利用,$)&来支持<补充人道

主义行动$

如果行动者的数量和需求显著增加! 有必要将以 "#"$$为基础的方法转

变至专门的人道主义军事行动协调中心 "%G,"$$#$ %G,"$$! 由人道主义

者和军事代表组成! 通过$,$DDJC 单元与 "#"$$和<或次级 "#"$$系统保持

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 %G,"$$将由 ./,&领导并得到 '(8$,$DDJC

官员的支持$ %G,"$$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群和军事行动者进一步促进信息共

享( 联合制订计划( 以及人道主义行动者间的任务分工$ 关键产出成果有'

!

优化可用军事资产的使用! 确定人道主义优先顺序并填补缺口-

"

在国家或

次级国家层面优化和验证军事援助请求-

#

产生和维持常规的态势感知-

$

监

视和报告军事资产的使用-

%

为外国军事资产的撤离制订计划! 以防造成能力

不足$

更多可用信息在 "$%&的 '(8$,$DDJC 网站 "包括相关课程信息#!

"$%&的 %灾害救助中使用国外军事和民防资产指南& 和 %军民指南和复杂

突发事件参考& 中$ %'()&$手册& ")F: 节# 同样提供了在突发事件早期建

立'(8$,$DDJC单元的详细指导$

-#&#(#(!环境突发事件 #<<$ 协调单元

潜在的危险物质泄漏和重大次生环境影响! 例如滑坡! 可能会对生命( 健

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重大突发事件期间! 泄漏的复杂性或其他次生环境影

响对鉴定和评估突发事件( 响应者的安全( 进入地点以及处理事件所需专门资

源潜在的短缺提出了额外的挑战$ //协调单元的目的是与国家当局协调这类

事件的响应! 确保有效评估和管理这类事件$ 这个功能的范围和规模的变化很

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当局和国际行动者的能力以及风险的程度$ 在某些情况下!

"#"$$存在的全部原因可能是一个环境突发事件$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危险

物质的泄漏与其他原因有关 "例如! 地震( 滑坡和洪水#$

灾害发生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P# <"$%&环境部门能够判断受灾

地区的工业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潜在次生灾害的风险! 并向突发事件响应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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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报$ 信息可通过S"#"$$获得$ 最初的现场评估! 可由接受过快速环境评

估方法 "+/&-# 培训的响应者进行$

评估后! 如有必要可启动环境紧急情况值班人员轮值 "//*#$ //*成员

可以和'()&$队伍结合起来和<或建立完整的//协调单元$ 随后单元将与受

灾国政府和第一支到达的国际响应队伍 "例如! 具备危险物质处置能力的'#8

&*队伍# 等可用资源一起工作! 鉴别和评估现场及风险等级$ 通过 //协调

单元制订和实施早期响应计划$ 在整个过程中! 单元将和情况职能共享信息并

直接与职能的评估单元合作$

更多有关环境的突发事件信息位于网站[DLH@/HVLJDHNMH@'HL@上$

-#&#)!情况职能

情况职能负责突发事件的信息收集( 管理和交流! 并提供更新和一般形势

分析报告$ 形势分析报告由响应者( 高级官员( 捐助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直接

向公众通告$ 工作人员和访问人员使用的信息在 "#"$$展示$ 通过三个单元

的工作实现'

"3# 评估$

"1# 信息管理$

"># 媒体$

这些单元和提供情况及协作通信信息的众多人道主义行动者一起互动$ 在

许多情况下! 这些行动者将成为情况职能产品的用户 "例如! 评估报告( 媒体

关键信息( 情况报告和地图#$

在突发事件第一阶段工作中! 情况职能应具有高超的沟通技巧( 注意细节

和较强的分析大量信息的能力! 包括分析与特殊人群的需求相关联的定性的社

会信息$ 灾害发生后! 通过在S"#"$$共享信息! 这个职能往往在远离灾区的

地方就可以立即建立$ 在国际响应者正在动员时! 职能通过信息采集( 合成和

分析二手数据! 提供更新的常规情况分析图片$ 情况职能通常由 '()&$成员

担任+++通常由快速响应机制<队伍( 联合国机构和受灾国提供支持$ 在第一

阶段期间! 通常由远程专家来分别支持这三个单元! 该三个单元在下面的职能

描述中进行描述$ 随着突发事件的发展! 将按要求部署专家$ 这可包括"$%&

的区域信息管理人员或来自现场信息部门 "+5## 的工作人员( 来自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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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评估部门 "或其他执勤名单( 机构或组织# 的评估专家以及调用公共信

息官$

-#&#)#$!评估单元

评估单元采集( 汇总和分析信息! 有助于对情况形成共识$ 这包括识别主

要挑战和影响( 驱动因子( 和受灾人口数量和<或易受伤害群体$ 社会经济和

性别分析对理解差别影响至关重要$ 可通过与人道主义伙伴和信息管理单元非

常紧密的合作来完成$

如上所说! 评估和信息管理行动都可远程开始! 通过采集和分析二手数据

以及在S"#"$$上共享信息$ 一旦在现场建立! 评估单元立即按照5&#$ %,58

*&手册& 中概述的方法进行实施$ 最初的情况分析! 由正在进行的二手数据

分析得出! 在响应 4= W;1 小时内更新! 并提供一个初步的情况概述( 人道主

义需求优先级和信息缺口$ 这个分析将包括来自媒体报告的信息( 卫星影像(

来自地方当局的报告! 等等! 以及来自第一支到达的国际响应者进行的实地考

察! 例如'#&*( '()&$和+,-"这个信息应通过评估单元和行动协调者之

间的直接联络提供#$

评估单元应尽快在评估 "原始数据采集# 的第二阶段开始工作! 包含评

估单元成员按照商定的方法! 从在现场的关键信息提供者那采集的信息$ 在原

始数据采集阶段完结时! 这些信息连同可用二手数据! 以及突发事件爆发后

32 W34 天内产生的,5*&报告将得到分析$ 在大规模突发事件中! ,5*&进程

在评估协调员领导下进行! 评估协调员由%$指派! 通常由"$%&领导! 在可

能的情况下与政府进行合作$

,5*&进程完成后! 评估行动通常的重点是开展分类别的深入分析$ 这将

通常由组群协调员指导和协调$

关于进行评估和关键产品产出的更多信息可在 %,5*&手册& "上面引用

的#( %人道主义危机协调评估行动指南& 和 %'()&$手册& /节中找到$

-#&#)#%!信息管理 #=3$ 单元

5,单元收集与灾害相关的信息 "包括评估单元获得的信息#! 组织和分析

信息! 发展多样产品 "例如! 情况报告( 谁<什么<哪里 />X0 数据( 地图(

联系人清单( 时间表( 数据库#! 这些将直接传播到各组织 "例如! 通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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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通过媒体单元散播至媒体<公众$ 5,单元还监督 "#"$$各组成部分

"S"#"$$( *)$( "#"$$( 次级"#"$$系统# 的信息流通! 包括进入每个组

成部分( 组成部分之间和从组成部分外部来的信息$ 所有这些行动确保一个共

同的行动画面! 就是通告所有灾害级别的响应决定$

在突发事件最初的几小时和几天期间! 5,单元的工作人员通常由'()&$

成员和合作伙伴组织 "例如! 地图行动组织# 代表组成$ 他们的首要任务之

一是发布情况报告! 通知突发事件分级和响应等级$ 给出任务的重要性! 通常

有必要在这个单元内指派一名专门的汇报员$ 这个汇报员由人道主义协调办公

室现场协调支持部门 "+$### 联络员( 受灾国<地区的 "$%&的 )办事工作

台*( "$%&区域办事处+++包括区域 "$%&5,官员提供人员支持$ 根据需

要! "$%&将通过激涌机制! 例如//*或直接从日内瓦的+5#! 部署额外的5,

工作人员$

更多信息管理的信息包含在 %信息管理中的组群<部门领导和 "$%&职责

行动手册& 和 %'()&$手册& +节中$

-#&#)#&!媒体单元

媒体单元协调所有外部媒体关系! 出于媒体关系的目的和态势感知对媒体

进行监控! 为媒体和公众准备信息产品$ 它为 "#"$$开发一个媒体计划! 就

媒体关系指定主要发言人 "可能是 "#"$$管理人员# 和其他队伍成员担任的

角色$ 媒体单元也为当地和国际媒体充当 "#"$$联络员! 并支持捐助者和

S5P们的实地考察$

媒体单元的工作使 "#"$$能够阐明<加强 "#"$$支持下的响应行动! 有

助于国际社会了解和用户对受灾人口的援助$ "#"$$管理人员通常将履行媒

体责任! 直到"$%&公共信息官 "P5"# 到达现场$ 然后P5"组成媒体单元并

和所有"#"$$职能紧密合作! 特别是与情况职能的合作$

-#&#>!支持职能

支持职能确保"#"$$具有在不利的和有挑战性的现场条件下行动的能力$

这包括建立适当的设施( 信息和通信技术 "5$-# 平台和可用的"#"$$行政管

理程序$ 这些职责通常由来自5%P( &P%P或 &#-的一个或多个部署的支持队

伍履行和<或领导$ 支持队伍可由其他额外的资源根据需求进行补充! 例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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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机构 "例如! 无国界电讯传播组织 5$-支持#$ 虽然支持职能一般不分

解成单元! 突发事件的规模可能偶尔会需要如下所示的这种分工$

-#&#>#$!设施单元

这个单元确保"#"$$和它的组成部分在足够的工作空间内建立! 确保当

前和未来的行动正常开展$ 如上所示! 通常通过由 5%P( &P%P或 &#-提供的

标准化模块的部署来实现$ 更多"#"$$设施指南包含在0F: 节中$

-#&#>#%!=,4单元

5$-单元为"#"$$制订5$-计划! 支持总体响应$ 5$-计划确保使用合适

的技术! 使"#"$$行动可有效的开展$ 这包括数据的简易化! 链接各个 "#8

"$$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语音通讯! 更广泛的响应! 包括部署的队伍( 受灾政

府和人道主义行动者$ 和设施单元一样! 支持5$-计划的装备! 由合作机构在

同一时间像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以标准化模块进行部署$

-#&#>#&!行政单元

行政单元负责内部程序和支持"#"$$日常运行的进程$ 包括为"#"$$管

理员维护财务记录( 采购和签订合同( 人员接待区域( 建立人员轮值名单( 安

排翻译<解释支持( 组织实体文件和资源以支持 5,单元( 和其他由 "#"$$管

理人员决定的支持职责$

-#'!./,

大规模灾害通常会导致国际社会的援助突然涌入受灾国家$ 这些响应队伍

和救灾物资汇集在受灾国的一个或多个入境点! 寻找进入灾区的通道$ 鉴于受

灾国的地形和基础设施损毁情况! 入境点可以是机场( 港口和<或陆路口岸$

无论入境点的类型! 所有国际资源在进入受灾国时都需要通过一些关键程序!

例如移民局与海关$ 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地方当局也可能在快速增加的运

输量面前不堪重负! 最差的情况是没有机场( 港口或过境设施来接收国际援

助$ 此时需要额外力量提供必要的过负荷能力! 以帮助国际资源及时地有组织

地进入$

*)$作为国际救援运输的中心入口枢纽! 通常是建立在受灾国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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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因此! 它通常由第一支到达的'#&*队( +,-或'()&$队员建

立$ 在最开始的几小时和几天中! *)$必须做好提供基本"#"$$服务的准备!

包括提供形势和行动简报( 提供基本的后勤支持( 促进响应队伍的行动和跟踪

资源$ 当"#"$$建立后! 和<或受灾国有能力帮助来往的国际资源时! 这些基

本服务将移交$

作为国际援助进入的第一个联络点! *)$需要以结构化的方式设置! 即

在混乱的灾害环境下赋予组织层级$ 为此! 需参照 "#"$$的职能建立一个清

晰的*)$组织结构$

-#'#$!./,结构和职能

结合其主要职责! *)$由三个职能构成+++管理( 行动和支持$ 本着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的原则! *)$结构可根据形势的需求以及在给定时间内人员

补充情况进行扩展或收缩$

-#'#$#$!./,管理

*)$管理单元负责监督*)$行动和领导委派人员$ 在确保*)$行动尽可

能有效的同时! *)$管理单元还负责与地方当局联络! 特别是那些入境点的

运行部门! 并保证与"#"$$的定期沟通$ 管理是建立*)$后第一个要配备的

职责! 因此将通常是'()&$( '#&*队或+,-的队员$

-#'#$#%!./,行动

*)$行动单元负责处理国际响应队伍<救灾物资进入和离开受灾国$ 行动

单元中的工作人员将帮助救援队伍<物资在入境点的入境程序或离境程序 "参

见0F4F> 节#! 包括移民( 海关程序( 注册和简报$ 如果 "#"$$还没有建立!

*)$行动单元也可与队长 "例如! '#&*队( +,-# 合作指派到来的响应队伍

到行动区域$

-#'#$#&!./,支持

*)$支持单元负责建立和维护系统! 支持 *)$行动$ 包括工作站点材料

的采购和设置! 确保5$-和互联网的运行和连通$ 支持单元同样负责 *)$的

信息管理! 包括整理文档和建立信息板$ 与后勤协调单元和<或后勤工作组群

一起! *)$支持单元可以安排交通运输! 使救灾队伍到达"#"$$或指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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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区域$

*)$通过行动单元向"#"$$报告! 说明见图0F>$

图0F>!*)$结构

由于所有的行动决策应通过*)$管理单元和"#"$$行动单元做出! 因此

需要与"#"$$其他功能单元建立通讯线路以促进*)$行动$ 例如! *)$支持

单元与后勤协调单元并肩作战! 向到达的国际救援队提供从入境点到 "#"$$

的运输$ 这个正在进行的信息使得 "#"$$为即将到来的资源做好准备! 由此

加速向现场分配队伍$

-#'#%!./,协调

*)$通常是国际响应队伍的首个协调站! 一个运行良好的中心是 "#"$$

的宝贵财富$ "#"$$需要响应队伍能力的信息! 以及为了计划和行动实施所

确认的后勤需求$ 相应地! 为了向救援队伍做有效的通报! *)$需要从 "#8

"$$获取最新的局势信息以及行动现场信息$

建立 *)$应优先建立一个信息流系统! 包括确定 *)$和 "#"$$间的沟

通渠道和沟通流程$ 而具体的协调程序和设置则由突发事件的需求和节奏决

定! 通常的做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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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确一个时间进行*)$和"#"$$间的晨时通报<协调讨论$

"1# 明确一个时间提供更新的注册信息$

"># 商定一个协议用于日常交流 "例如! 尽可能频繁地通过邮件! 如果

紧急则通过电话#$

"4# S"#"$$的定期更新$

":# 确定一个循环程序处理队伍的离开要求和行程安排$

除了与"#"$$的日常协调和信息共享! *)$也可参加入境点的类似活动$

例如! 与入境点当局( 地方代表和<或军队一起开日常会议$ *)$帮助受灾国

管理国际响应队伍和特殊支持力量的意图! 可通过与入境点的负责部门讨论来

落实$ 此外! *)$也可能在用电( 用水或休息场所等方面依靠其他响应组织

或政府组织$ 参考 %'()&$手册& 中协调方法相关信息 ")F1 节# 和军民协

调技巧 ")F: 节#$

对*)$的一个要求是体现其是一个扩展的"#"$$协调平台! 并和"#"$$

采用同样的原则 "参见&F>F1 节#$ 在入境点促进与各组织及各组织之间的合

作! 对*)$有效帮助国际资源的接待和撤离至关重要$

-#'#&!接待

到达受灾国后! 设立*)$来接待国际响应队伍通常是'()&$或'#&*队

伍的首要行动之一$ 特别是在可以预见到将有大量从事拯救生命行动的 '#&*

队和+,-涌入的情况下! 尽快建立一个基本的接待区域非常重要$ 考虑的主

要行动包括'

"3# 建立与入境机构的联络$

"1# 在入境处建立明显可见的标识$

"># 建立与S"#"$$和"#"$$的通讯$

"4# 登记到来的资源! 包括能力和联系信息$

":# 帮助响应队伍移至现场$

对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和人员大量伤亡的突发事件! 速度至关重要$ 在 "#8

"$$建立之前! *)$能够使'#&*队伍和 +,-快速转移到现场! 开展生命拯

救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可通过*)$的工作人员或协调单元 "'$$或境外医

疗队协调单元 "+,-$$# +++参见 0F>F: 节# 内具有相应能力的现有专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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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从抵达点到现场的转移$ 当"#"$$准备就绪! 该职责将移交至其行动单元!

*)$将帮助队伍转移到"#"$$! 由"#"$$分配任务$

建立*)$时! 与入境点关键运行部门的密切联系至关重要$ 一些机构!

如果能够运转 "例如! 未受灾害影响#! 将参与处理到来的救援队伍和资源'

"3# 设施和行动管理$

"1# 安全$

"># 移民$

"4# 海关$

":# 交通管理 "例如! 空中( 地面( 水上#$

"9# 地面勤务设施$

";# 军事代表 "如果入境点是军民复合体#$

为确保合作! 必须向所有相关机构告知 *)$的角色和职责$ *)$在那里

支持地方当局处理到来的运输压力! 并需要结合现有系统进行工作$ 虽然具体

的职责分工由事件和地方当局的能力决定! 但*)$人员应熟悉所有相关站点!

确保有条不紊地处理到来的救援队伍$

-#'#&#$!最初的接待

随着队伍开始到达入境点! 最好有一名 *)$工作人员在尽可能靠近到达

点的地方迎接他们$ 这种即刻的接待有助于与队伍建立联系! 告知入境程序$

向到达队伍简要介绍接待程序并具体指导下面的步骤$ 根据响应队伍的类型和

*)$建立的情况! 这些指导可包括货物等候区( 犬安全区域( 净化站 "例如!

靴子清洗# 和<或移民局检查$

-#'#&#%!移民

移民检查与非居民人员到达并进入受灾国有关$ 移民局将确保响应者携带

证明他们进入这个国家的适当文件 "例如! 护照( 签证( 来自派遣机构的信

件#$ 在专业和管理领域工作的响应者 "例如! 医疗人员# 还应携带证明他们

资质的适当文件$

*)$工作人员应尽快熟悉地方当局的基本移民事务$ 虽然当地移民局主

导这个程序! 但*)$工作人员将与移民局合作! 帮助到达的国际响应队伍有

效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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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海关负责控制货物 "包括设备( 车辆和动物# 进入国内$ 在灾害中! 可

以是从通信( 医疗和救援的设备到车辆等的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与移民检查程序类似! *)$工作人员应在入境队伍快速通关上协助入境

点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工作人员的目标是快速学习基本要求! 遵守受灾

国具体的海关规定$ *)$工作人员需要特别注意! 货物包括5$-设备( 犬和药

品! 有特别的和更为严格的国别规定$

所有带进受灾国的集装箱应贴上标签! 标注设备<物资类型( 内容( 重量

和价值$ 某些货物! 特别是动物! 可能需要附带特殊文件! 确保允许入境$ 例

如! 犬类将需要疫苗接种记录和兽医检查记录$

如果货物从一种类型交通工具 "例如! 飞机或船# 上卸载! 在运送到更

远的灾害现场之前! 很可能需要移至等候区$ 随着更多的队伍和物资到达受灾

国! 响应者试图运送他们的物资到受灾区域! 入境点的后勤需求将变得更大$

*)$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协助地方当局( 军事( 后勤协调单元和<或后勤组群来

缓解运输拥堵$

-#'#&#'!注册

协调响应行动! 在于了解谁在当地行动以及如何联系他们$ 所有到来的国

际响应队伍应该在部署前! 通过 S"#"$$已建立的协议进行注册! 并在 *)$

确认到达$ '#&*队伍使用'#&*队伍情况表 "可在第三部分中找到# 进行注

册! 该表包括队伍5(#&*&6分级信息( 犬队( 能力和支持需求$ +,-也用类

似的表单$ 除了队伍注册! 个人同样需要在现场联系人管理平台上注册! 包括

"$%&的 )人道主义身份* 系统$

在到达前没有注册的国际响应队伍需要在 *)$注册$ 注册信息可使用一

个简单表格进行收集! 应包括以下内容'

"3# 队伍名称$

"1# 提供的援助类型$

"># 队伍中人员数量$

"4# 队伍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号码和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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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力$

";# 材料资源需求$

"=# 到达日期$

"7# 预计撤离日期$

*)$收集的注册信息应该上传到 S"#"$$( 与 "#"$$共享! 频繁更新以

符合现实情况$ 该信息将输入到 "#"$$联系目录和 >X ">X' 谁( 什么( 哪

里# 数据库$ 队伍数量! 类型和能力的细节对行动单元制订行动计划同样重

要$ 如果*)$和"#"$$之间的信息共享高效! 救援队伍能够以协调手段支持

任务目标! 即在到达后快速部署到现场$

-#'#&#(!简报

国际队伍到达后! 应给予初步简报! 使他们清楚当前形势并提供响应情

况$ 简报应以现状概述开头$ 虽然队伍可能对事件有一定的认识! 但他们可能

不了解相应水平的现场细节和<或不掌握他们在运输途中新增的有用信息$ 只

要可能! 情况概述应辅以可视化手段 "例如! 地图#$

对到来的队伍通报目前灾害现场的响应行动和响应要素是有益的! 包含关

键设施的位置 "例如! "#"$$( ./,&<政府行动中心( '#&*行动基地#! 现

场的协调结构和<或组群行动$

最初的现场简报也应包含安全保卫等相关信息! 特别是在,"##中列出的

风险管理措施 "参见 0F>F4 节#$ 给 '#&*队伍的标准简报清单可在 %5(8

#&*&6指南& 中找到! 可给所有到来的队伍使用<调整使用$

-#'#&#)!后勤和运输

在队伍通过入境点处的相关流程后! 他们将准备进一步转移到受灾区域$

特别是在事件最初的几天<几周内! 这可能意味着转移至"#"$$$ *)$支持单

元工作人员需要与后勤协调单元( 后勤组群( 当地人员和<或军队紧密合作!

促进人员和设备<物资的转移$ 包括协商可用的交通! 随时告知队伍运输过程

和<或确保满足等待队伍的需求$

如果可能! 当队伍在途中时! *)$应通知"#"$$$ 这将使"#"$$更好的

为队伍做好准备! 使队伍尽快开始他们的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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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行动

一般从生命救援阶段 3 开始! 就与受灾国政府和<或 ./,&讨论合适的响

应行动结束时间$ 当第一支队伍完成他们的任务并开始撤离! *)$关注点便

转移到队伍从受灾国的撤离$

在很多方面! 撤离行动与响应队伍到达后经历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这包

括如下职责'

"3# 确认离开队伍需要的支持! 通过使用特定的表格 "例如! '#&*队伍

撤离表格# 或另一种格式$

"1# 协调和<或安排行程时间表$

"># 收集报告 "例如! '#&*任务总结报告#$

"4# 办理离开队伍手续$

通常! 当第一支队伍准备离开时! 许多响应行动已经建立! 例如建立联系

和获取资源等方面已经到位$

*)$中工作的人员可能要同时接待到来的队伍和撤离的队伍$ 每个流程

应单独建立! 但也存在最大化共享有限资源的机会$ 例如! 注册登记处也可以

是撤离登记处$

-#'#'#$!运输

随着响应队伍和个人任务接近尾声! 他们开始准备返回$ 一些队伍将自己

安排离开受灾国的运输并简单地通知 "#"$$$ 其他队伍将撤离的需求和偏好

通过"#"$$传达给*)$! 以便在离境处做出安排$ 响应队伍应通知"#"$$首

选的撤离日期! 并提供设备清单和人员名单$

*)$工作人员需要和"#"$$( 撤离队伍紧密合作! 协调到离境处的运输!

同样地! 需要与地方当局和其他组织合作协调离开受灾国的运输$ 考虑到进出

受灾国的大量运输! *)$工作人员和撤离队伍都需要留有一定余地$ 队伍需

要在离境处等待较长时间的情况下! 应准备补给! 包括食物( 水( 通讯和储存

设备的地方$

-#'#'#%!办理离开手续

既然队伍和个人在到达时注册过! 他们就需要在离开时办理手续$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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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注册相同的机制登记撤离信息! 包括撤离时间和影响未来响应行动的备注信

息 "例如! 如果不是队伍所有的人员都离开#$ 这对行动计划目标很重要! 这

些信息应上传至S"#"$$和现场联系人管理平台! 也要及时和"#"$$共享$

当队伍撤离时! *)$工作人员将继续与地方当局一起工作! 并在离境处

支持地方当局的行动$ 可包括协助处理货物和犬! 确保队伍做好撤离准备和收

集报告 "例如! %5(#&*&6指南& 中每个'#&*任务总结报告#$ *)$工作人

员参与撤离行动的程度取决于地方当局管理国际应急流量的能力$

-#'#(!转场和撤离

*)$目的是作为灾害初始阶段的工具 "阶段 3 和阶段 1#! 通常在一个或

多个入境点需要帮助协调国际救援时! 在受灾国政府要求下建立$ 符合可扩展

性原则! *)$可根据应急事件调整! 并满足政府确定的需要$ 当政府建立或

重新建立帮助国际援助到达和撤离的机制时! *)$的职责可移交至地方当局!

*)$本身可以撤离$ 或者! 当国际援助大量涌入结束后! *)$可以仅在入镜

点撤离$

*)$职能 "例如! 国际援助接待职责# 转换时! *)$队伍需要与地方当

局紧密合作! 确保转换期间继续工作$ 取决于地方当局的能力! 接待流程中的

每个部分可在不同时间移交$ 如果可能! 转场计划应尽早开始! 并与行动单元

磋商完成$

与所有行动一样! 应该在开始时就考虑撤离行动$ 无论是 *)$移交至地

方当局还是行动中不再需要*)$! 都需要进行撤离$ 设备和人员可视情况再分

配给"#"$$或另一个*)$! 或回国$ 更多*)$撤离信息参考0F:F4 节$

-#(!建立% 维护% 和撤离*+*,,设施

如上所述! '()&$或第一支到达的有资质的 '#&*队伍或 +,-负责建立

最初的"#"$$$ 应该首先建立 *)$! 因为下一支的响应队伍有可能紧随其后

到达$ 应寻找"#"$$适合的地点并尽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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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场所位置

"#"$$场所 ""#"$$( *)$( 和次级"#"$$系统# 的位置在协调过程中

非常重要$ 场所的建立需要优先考虑! 每个场所的位置应仔细规划$ 场所位置

必须易于发现! 同时让使用"#"$$的人易于抵达! 空间应该足够大! 以满足

直接和可能的扩大行动的需求$ 场所的位置不必要设在受灾区域中间! 应考虑

设在协调行动最容易进行的地方$

-#(#$#$!./,位置

*)$场所应靠近入境点! 可设在入境管理局或 ./,&附近$ *)$可建立

在附近已有的设施或单独的临时场所 "例如! 帐篷# 内$ 场所空间应可建立

办公区域! 场所应考虑电源( 信息展示空间( 进入交通流量等等$ 除了 *)$

场所外! 场所的其他部分需要标记出来! 如货物保存区$ *)$地点应用箭头<

引导标示明确标出! 便于响应队伍找到这个区域! *)$旗帜应放置于非常明

显的地方! 让入境的人一眼就能看到$

-#(#$#%!*+*,,位置

"#"$$的位置最好靠近灾害现场( ./,&和其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

构<组织! 便于合作和信息交换$ 应在最有效的使用通信设备的位置 "例如!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和不被山或其他自然障碍物阻挡的地方#! 应该倾斜和有利

于排水$ 应考虑安全需求! 如可以容易进入和撤离! 和容易进行周围警戒的

地方$

根据突发事件类型和安全容许! "#"$$可建立在能够满足行动需求的!

已有的建筑物$ 或建立在一个或多个帐篷中$ 两种方法各有优势! 那种更合适

取决于事件的类型和可用资源$ 不考虑结构的类型! "#"$$设施应包括几个

各自分离的办公空间( 一个大的会议空间( 接待访客区! 还应考虑越来越多的

组织要与 "#"$$一起工作或在 "#"$$中工作产生的交通流量$ 一旦建立!

"#"$$的旗帜应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 "#"$$布局示例可在$F1 节中找到$

在大规模突发事件中! 从一开始就应该从大处着眼! 因为随着"$%&容量

激增和其他国际组织开始部署! "#"$$可能需要为众多的人员提供工作空间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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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注意事项同样适用于次级"#"$$系统$

-#(#%!建立场所设施

支持"#"$$系统的一系列可部署模块通过5%P( &P%P( 和&#-得以实现

和维护$ 这些支持合作伙伴提供的模块! 范围从基本的5$-和已有建筑物内的

行政管理功能! 到帐篷建立的 "#"$$和营地组块$ 当在灾害中部署时! 由支

持人员建立这些模块和维护场所 "参见0F>F; 节#$

尤其当建立 "#"$$时! 需要考虑各种行动单元有各种不同的空间需求$

例如! '#&*队伍携带大量设备! 需要一个指定的空间存放$

必须注意到为了缩短灾害的发生和响应队伍的行动间的时间! 有些单元需

要向前定位$ 从事生命拯救行动的功能里的单元尤其如此! 例如 '#&*队

和+,-$

-#(#&!维护场所设施

在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 支持职能 "参见 0F>F; 节# 负责确保

场所设施的日常维护! 并作为"#"$$行动基地为"#"$$行动提供服务$ 为了

"#"$$场所设施的连续运行! 需要以下维护'

"3# 获取常规电源供应 "例如! 通过使用发电机或现有电源#$

"1# 充分的照明! 必要时可进行 14 小时连续运行$

"># 获取食物供应和维护食品准备区域$

"4# 获取用于消耗( 卫生( 做饭等的水$

":# 实体结构 "即! 帐篷和<或建筑物# 和设施建立的地点$

这在灾害环境下是一个挑战! 资源可能缺乏! 常规供应链可能中断! 现场

条件可能严酷$ 除了在这些挑战中工作外! "#"$$设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

灵活性$ 设施应能够适应工作人员数量的改变( 行动范围的改变和<或来自其

他响应组织的访问者<工作人员流量的改变$

-#(#'!设施撤离

撤离"#"$$设施的方案应在行动伊始就开始! 随着"#"$$行动进入尾声

方案得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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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如果次级 "#"$$系统首要目的是协调国际救援队伍! 其 "#8

"$$系统可在*)$前撤离! 但通常*)$将先撤离$ "#"$$本身可以一种形式

保留! 或另一种超出国际队伍的形式存在! 包括 '()&$ "如 0F1F1 节中讨论

的#$

"#"$$设施撤离总体方案由支持职能负责! 并在国际队伍( 合作伙伴和

地方当局配合下进行$ 应该考虑是否有设备需要留在国内继续支持"$%&的工

作$ 所有其他模块都将整理打包返回各自的国家组织$ 此外! 应在离开前尽量

把空间和<或建筑物恢复到可用状态$

结合实际撤离! "#"$$管理人员应确保向相关当局报告! 提供一份经验

总结! 用于指导未来的"#"$$任务( 指南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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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行 动 工 具

,#$!职位清单

每个职能或单元的领导人员的具体职责在职位清单中描述'

"3# 评估单元协调员$

"1# 军民协调单元协调员$

"># 环境突发事件单元协调员$

"4# 境外医疗队协调单元协调员$

":# 信息管理单元协调员$

"9# 联络官$

";# 后勤单元协调员$

"=# 新闻官$

"7# 行动职能协调员$

"32# 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管理人员$

"33# 安全官$

"31# 形势分析协调员$

"3># 支持职能协调员$

"34# 城市搜索和救援协调单元协调员$

"3:# 接待和撤离中心管理人员$

"39# 接待和撤离中心运行$

"3;# 接待和撤离中心支持$

职位清单可以从S"#"$$上下载 "?@@AB' <<VDBDEEFGHDE?IFD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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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资源

在S"#"$$中支持"#"$$的一组资源是可用的 "?@@AB' <<VDBDEEFGHDE?IU

DJK#'

"3# "#"$$设置$

"1# "#"$$位置选择$

"># '#&*计划工具$

"4# 行动周期$

":# 组织结构图$

现场协调支持部门维护并基于通过 "#"$$行动( 培训和训练获得的集体

经验定期更新这些工具$

%5(#&*&6指南& 包含一些支持 "#"$$行动的附加工具$ 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第二卷手册0和第三卷中的'

"3# 分区指导$

"1# 城市搜救队简报$

"># 撤离表格$

"4# 接待和撤离中心建立检查表$

":# 接待和撤离中心简报资料$

"9# 接待和撤离中心简报清单$

";# 现场行动协调中心+++地方应急事务管理机构简报$

"=# 标准会议议程$

"7# 任务总结报告$

5(#&*&6工具可以从 ?@@A' <<LHBIJIKFDJK<MH<NM@?DCDQDK\<KGLCMQLHMBF?@NQ下载$

,#&!现场行动协调中心可视化

指示牌和信息显示是行动良好的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

组常用于现场行动协调中心<接待和撤离中心的可视化工具可在 S"#"$$ "?@8

@A' <<VDBDEEFGHDE?IFDJK#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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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P%P &BLI8PIELRLE%GNIHL@IJLIH PIJ@HMJB?LA 亚太地区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 &NMJLEIB#GAADJ@-MIN 美洲支持队伍

0D" 0IBMDR"AMJI@LDHB 行动基地

$&#P&* $DDJCLHI@MC &BBMBBNMH@PDDQIHC *DB@MJ 协调评估资金和名单

$.& $DNNGHL@\.MVMQ&BBMBBNMH@ 社会层面评估

)" "'HL@MC (I@LDHB# )MBLKHI@MC "RRLELIQ "联合国# 指定官员

// /HVLJDHNMH@IQ/NMJKMHELMB 环境突发事件

//* /HVLJDHNMH@IQ/NMJKMHELMB*DB@MJ 环境紧急情况值班人员轮值

/*$ /NMJKMHE\*MQLMR$DDJCLHI@DJ 紧急救济协调员

/*$$ /NMJKMHE\*MQLMR$DDJCLHI@LDH $MH@JM 紧急救援协调中心

/#0 /NMJKMHE\#MJVLEMB0JIHE? "DR"$%&#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紧

急服务分部

+&"

+DDC IHC &KJLEGQ@GJM"JKIHL]I@LDH DR@?M

'HL@MC (I@LDHB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LMQC $DDJCLHI@LDH #GAADJ@#ME@LDH " DR

"$%&#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现

场协调支持部门

+/&- +QIB? /HVLJDHNMH@IQ&BBMBBNMH@-DDQ 快速环境评估方法

+5# +LMQC 5HRDJNI@LDH #ME@LDH "DR"$%&#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现

场信息部门

+,- +DJMLKH ,MCLEIQ-MIN 境外医疗队

6)&$#

6QD̂IQ)LBIB@MJ&QMJ@IHC $DDJCLHI@LDH

#\B@MN!

全球灾害警报与协调系统

%$ %GNIHL@IJLIH $DDJCLHI@DJ 人道主义协调员

%$- %GNIHL@IJLIH $DGH@J\-MIN 人道主义国家队伍

%P$ %GNIHL@IJLIH PJDKJINNM$\EQM 人道主义项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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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GNIHL@IJLIH8,LQL@IJ\"AMJI@LDHB$DDJCL8

HI@LDH $MH@JM

人道主义军事行动协调中心

5&**, 5H@MJ8&KMHE\*IALC *MBADHBM,ME?IHLBN 机构间快速反应机制

5&#$ 5H@MJ8&KMHE\#@IHCLHK$DNNL@@MM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5$$ 5H@MJ8$QGB@MJ$DDJCLHI@LDH 组群间协调

5$*$ 5H@MJHI@LDHIQ$DNNL@@MMDR@?M*MC $JDBB 国际红十字会

5$- 5HRDJNI@LDH $DNNGHLEI@LDHB-ME?HDQDK\ 信息和通信技术

5+*$

5H@MJHI@LDHIQ+MCMJI@LDH DR*MC $JDBBIHC

*MC $JMBEMH@#DELM@LMB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5%P 5H@MJHI@LDHIQ%GNIHL@IJLIH PIJ@HMJB?LA 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5, 5HRDJNI@LDH ,IHIKMNMH@ 信息管理

5(#&*&6

5H@MJHI@LDHIQ#MIJE? IHC *MBEGM&CVLBDJ\

6JDGA!

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

5", 5H@MJHI@LDHIQ"JKIHL]I@LDH RDJ,LKJI@LDH 国际移民组织

./,& .DEIQ/NMJKMHE\,IHIKMNMH@&G@?DJL@\ 地方应急事务管理机构

.*- .DKLB@LEB*MBADHBM-MIN 后勤响应队伍

,$)& ,LQL@IJ\IHC $LVLQ)MRMHBM&BBM@B 军用和民防资产

,5*&

,GQ@L8$QGB@MJ<#ME@DJ5HL@LIQ*IALC &BBMBB8

NMH@

多组群<部门初始快速评估

,"## ,LHLNGN"AMJI@LHK#MEGJL@\#@IHCIJCB 最低行动安全标准

(6" (DH86DVMJHNMH@IQ"JKIHL]I@LDH 非政府组织

"$%&

"'HL@MC (I@LDHB# "RRLEMRDJ@?M$DDJCLHI8

@LDH DR%GNIHL@IJLIH &RRILJB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

公室

"#"$$ "H8#L@M"AMJI@LDHB$DDJCLHI@LDH $MH@JM 现场行动协调中心

P5" PG^QLE5HRDJNI@LDH "RRLEMJ 公共信息官

*$ *MBLCMH@$DDJCLHI@DJ 驻地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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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MBLCMH@$DDJCLHI@DJ<%GNIHL@IJLIH $DDJ8

CLHI@DJ

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

*)$ *MEMA@LDH )MAIJ@GJM$MH@JM 接待和撤离中心

#)& #MEDHCIJ\)I@I&HIQ\BLB 二手资料分析

#P, 'HL@MC (I@LDHB#MEGJL@\PDQLE\,IHGIQ 联合国安全政策手册

#*& #MEGJL@\*LBY &BBMBBNMH@ 安全风险评估

-"* -MJNBDR*MRMJMHEM 职权

'$$

'ĴIH #MIJE? IHC *MBEGM$DDJCLHI@LDH

$MQQ!

城市搜索和救援协调单元

'( 'HL@MC (I@LDHB 联合国

'(8$,$DDJC 'HL@MC (I@LDHB$LVLQ8,LQL@IJ\$DDJCLHI@LDH 联合国军民协调

'($- 'HL@MC (I@LDHB$DGH@J\-MIN 联合国国家队伍

'()&$

'HL@MC (I@LDHB)LBIB@MJ&BBMBBNMH@IHC

$DDJCLHI@LDH -MIN

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

'()P 'HL@MC (I@LDHB)MVMQDANMH@PJDKJINN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HL@MC (I@LDHB)MAIJ@NMH@DR#IRM@\IHC

#MEGJL@\!

联合国安全部门

'(/P 'HL@MC (I@LDHB/HVLJDHNMH@PJDKJINNM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RRLEMDR@?M'HL@MC (I@LDHB%LK? $DNNLB8

BLDHMJRDJ*MRGKMMB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5$/+ 'HL@MC (I@LDHB$?LQCJMH_B+GHC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ĴIH #MIJE? IHC *MBEGM 城市搜索和救援

'#6 'HCMJ8#MEJM@IJ\6MHMJIQ 副秘书长

S"#"$$

SLJ@GIQ"H8#L@M"AMJI@LDHB$DDJCLHI@LDH

$MH@JM!

虚拟现场行动协调中心

X+P XDJQC +DDC PJDKJINNM"'(# "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

X%" XDJQC %MIQ@? "JKIHL]I@LDH "'(# "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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