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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生产法》与《职业病防治法》均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与部门、各类行业与生产经营单位要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再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
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建立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体系，提高应对重特大事故的能力，是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现实需要。
对于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能源和其他生产资料需求明显加快，各类生产型企业和一些新兴科技产
业规模越来越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国安全生产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安全生产技术，
做好事故的预_防工作，可以避免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但同时，应引起企业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一旦发生事故，企业应如何应对，如何采取迅速、准确、有效
的应急救援措施来减少事故发生后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企业迫切需要加快应急工作进程，加强应急救援
体系的建设。
该项工作已成为衡量和评价企业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
事故应急救援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既涉及科学、技术、管理，又涉及政策、法规和标准。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力建设安全生产“六个支撑体系”，其中事故应急救
援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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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指导丛书”之一。
本书紧扣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这一中心，全面介绍事故应急工作中的行政管理协调和
技术处置知识。
同时，本书列举相关典型案例并进行分析，附录相关的法律法规供查阅，旨在提高建筑企业突发安全
事故的应急能力，规范应急的操作程序。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建筑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及事故概述、建筑企业应急救援管理与体系建立、建筑企
业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建筑施工事故应急响应、应急预案的培训与演练、建筑施工应急救援预案示
例、事故调查恢复及伤亡事故管理。
    本书可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企业应
急管理和工作人员、其他与应急活动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具书，还可作为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大
中专院校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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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建筑企业应急救援管理与体系建立　　2.1　应急救援体系概述　　2.1.1　应急救援的意
义和基本任务　　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的数量急剧增加
，各种工业事故呈上升趋势，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
近年来，事故应急救援已成为国内外普遍开展的一项社会性减灾救灾工作。
全球每年发生伤亡事故约2.5亿起，大致造成110万人死亡。
大量事实表明，重视对重大事故的预防和控制的研究，建立应急救援的各项措施，及时有效地实施应
急救援行动，不但可以预防重大灾害的出现，而且一旦紧急情况出现，就可以按照计划和步骤行动，
有效地减少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建筑业作为高危行业，研究并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　　（1）抢救受害人员　　抢救受害人员是事故应急救援的首要任务
。
在应急救援行动中，及时、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全转送伤员是降低伤亡率、减少事故损失
的关键。
　　（2）控制危险源　　及时控制造成事故的危险源是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任务。
只有及时控制住危险源，防止事故的继续扩大，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援。
　　（3）指导群众防护，组织群众撤离　　由于事故发生突然、扩散迅速、涉及范围广、危害大，
所以应及时指导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或可能受到危害的区域
。
在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4）做好现场清理，消除危害后果　　对出事地点的事故源进行及时处理，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对人员进行再次伤害。
　　（5）查清事故原因，估算危害程度　　事故发生后应及时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估
算出事故危害波及的范围和危险程度，查明人员伤亡情况，做好事故调查。
　　2.应急救援工作的特点　　（1）危险性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处在一个高度危险的环境中，特别
是事故原因不明、危险源尚未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随时可能造成新的人员伤害。
这就要求救援人员具有临危不惧、勇于作战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救援技能。
　　（2）复杂性　　事故应急救援的复杂性表现在事故原因的复杂性、救援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救援
工作具有的高度危险性，这就为实施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在救援过程中，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事故原因、环境、气象因素和自身技术、装
备条件，科学地实施救援。
　　（3）突发性　　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事故的突发性使应急救援工作面临任务重、工作突击性强的难题。
　　3.应急救援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1）实施事故应急救援，能有效阻止事故扩大，及时抢救受伤
人员，从而减轻事故造成的各种损失。
一旦发生事故，可根据预先制订的应急方案，高效、迅速做出反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救援措施，防止
事故的进一步扩大，尽可能缩小事故危害，减轻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
　　（2）应急救援工作不仅是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还包括了事故的预测、预防和预警。
因而，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能切实增强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保障能力。
建立应急救援体系，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方
面。
　　（3）生产安全事故不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重大的
经济损失，还严重威胁着政府管理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和发展。
如果在事故发生后，能实施有效的应急救援，尽快控制事故扩展，将大幅度降低乃至消除事故可能产
生的后果，减小发展成本，减轻社会压力，从而增强发展活力，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形成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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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有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实施事故应急救援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必备条件，也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1.2　应急救援工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我国应急救援工作的现状　　多年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安全生
产领域的应急救援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1）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　　从2003年年底开始，在国务院应急预案工作组的统一组织、指
导下，国家有关部门完成了9个事故灾难类专项应急预案和22个事故灾难类部门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并
已全部发布实施。
全国3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其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危险行业和领域的实际情
况，制定发布了若干个关于安全生产的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
大部分市（地）和一些县（市、区）安全生产专项应急预案编制发布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加快了编制应急预案的步伐。
各中央及国有重点企业在编制集团总体预案的基础上，其下属的各级企业和单位也都编斜了相配套的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
目前，全国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2）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指挥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　　一是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为核心
，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共同构成
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协调指挥和领导决策层。
　　二是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的协调指挥执行机构逐步建立起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领导下，具体履行全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按照
国家生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协调、指挥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
　　三是地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逐步建立。
北京、河北、山西、吉林、安徽、贵州、四川等15个省（区、市）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内设立了应
急管理办公室，其中河南、重庆等8个省（区、市）还设立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申心。
四川、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市（地）、县（市、区）成立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
　　四是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为中枢，横向联合消防、海上搜救、铁路、民航、核工业
、电力、旅游、特种设备和医疗救护等9个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纵向联合地方省级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指挥机构，初步构成了省部级层面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协调指挥体系框架。
部委层面的应急救援协调机制也已初步建立了起来。
　　五是一些大中型企业设立了专门负责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机构。
　　（3）应急管理法制建设和应急救援体系规划制定及实施工作步伐加快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法制建设有了一定的进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例》已由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公布。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条例》草案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后，已修改成稿。
与此同时，还下发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重特大事故信息报送及处置程序》《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联络员工作办法》等规章制度和《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监督管理的通知》《关于事故救援
情况总结上报备案的通知》。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一些标准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安全检查指导意见》等一些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公安、交通、核工业、建设、铁路、民航、特种设备、电力等主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些安全生产应急管
理的部门规章。
　　（4）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演练、培训工作逐步开展　　在事故预防方面，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和各单位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应急知识培训等工作，并将应急救援队伍
参与事故预防工作纳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部署之中。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每年组织全国矿山、建筑救援队伍对服务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不
仅使应急救援人员熟悉了救援环境，而且排查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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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急演练方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组织开展了不同层次、规模、形式的演练（习）。
如北京市2005年7月组织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以消防为主的综合演习。
2006年2月，四川省在成都组织了由5个区域大队、200余名队员参加的应急救援综合演习，省委、省政
府的主要领导到会观摩了演习。
一些企业也特别重视演练工作。
如中石化集团公司内部自2004年以来共举行各层次的应急预案演练150余次。
军工系统各大公司及所属企业共组织应急救援演练569次，参加人数45000多人。
全国矿山救护队去年以来组织反风演习1108处，高温浓烟训练5262队次，综合演习29229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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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手册》紧扣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这一中心，全
面介绍事故应急工作中的行政管理协调和技术处置知识。
同时，《建筑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手册》列举相关典型案例并进行讲解，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的职责、相关机构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应急工作的程序与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的处置有机结合，充分体现“预防为主、快速反应、职责明确、程序规范、科学指导、相互协调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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