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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B1_E5_AE_89_E5_c62_544955.htm 矿山重大事故应急救

援是国际社会极其关注的一项社会性减灾防灾工作，既涉及

科学、技术领域，也涉及计划、管理等部门。建立矿山重大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救援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安全系统工

程。针对我国矿山重大事故频繁发生的严峻形势，为改善和

提高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矿山紧急事务管理的能力，笔者简述

了矿山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系统的构成、应急预案的编制原则

及矿山应急救援行动。 1 矿山应急救援系统 由于自然灾害或

人为原因，当事故或灾害不可避免的时候,有效的应急救援行

动是唯一可以抵御事故或灾害蔓延并减缓危害后果的有力措

施。因此，如果在事故或灾害发生前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系

统，制定周密计划,而在事故发生时采取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

行动，以及事故后的系统恢复和善后处理，可以拯救生命、

保护财产、保护环境。 1.1 应急救援的基本原则 矿山重大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是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贯彻统一指挥、分

级负责、区域为主、矿山企业自救和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

。其中预防工作是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基础，除了平时做好

事故的预防工作，避免或减少事故的发生外，落实好救援工

作的各项准备措施,做到预有准备，一旦发生事故就能及时实

施救援。矿山重大事故所具有的发生突然、扩散迅速、危害

范围广的特点，也决定了矿山救援行动必须达到迅速、准确

和有效，因此,救援工作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级负责，以区域

为主，并根据事故的发展情况，采取矿山企业自救和社会救



援相结合的形式。 1.2 事故应急救援系统 矿山应急救援系统

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应急救援的组织机构.应急救援预案.应

急培训和演习.应急救援行动.现场清除.事故后的恢复和善后

处理。 2 矿山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原则 建立和健全矿山应急

救援体系，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现有矿区救援力量的实际状况

，组织和构建具有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动，以及具

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全国矿山应急救援体系。因此，在体系建

设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2.1 不可替代原则 矿山应急

救援工作制约因素多，情况复杂多变，与其它应急救援工作

相比，具备更强的技术性、时效性和更大的危险性,要求反应

快速、判断准确、应变及时、措施有力。一旦发生重大事故

，需要多支救护队协同作战、密切配合、集中指挥，以及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必须形成独立的矿山救灾及应急救

援体系。矿山安全生产实践也充分证明，矿山应急救援体系

在应急救援、预防检查、消除事故以及社会上应急救援等方

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应急救援组织和应

急救援体系都无法替代的。 2.2 煤矿企业自主救护原则 煤矿

事故具有突发性的特点，迅速、即时对矿井进行救护既是煤

矿企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煤矿生产工作的客观要求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所有煤矿必须有矿山救护队

为其服务，煤矿企业应设立矿山救护队，不具备单独设立矿

山救护队条件的煤矿企业，应与就近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或

联合建立矿山救护队。矿山救护队至服务矿井的距离以行车

时间不超过30min为限。 2.3 预防为主原则 矿山应急救援体系

的建设要着眼于事故预防，着眼于矿山的系统安全和矿山的

持续健康发展，要将预防检查、消除不安全隐患、提高生产



系统的抗灾能力、实现系统的本质安全作为体系的主要任务

，在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下工夫。 2.4 区域救护原则

我国矿山生产具有区域特点，为保证应急救援的有效、及时

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应急体系的健康发展，应根据矿山的分

布、灾害程度、地理位置等情况，合理划分成若干区域。在

区域内，可不分管理体制和企业性质，可打破隶属关系，建

立起区域应急救援网，以实现区域性的应急救援。同时，还

应将矿山应急救援体系作为国家应急救援网的重要组成要素

来建设和发展。 2.5 集中指挥原则 矿山应急救援必须实行集

中指挥，以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有效的进行。矿山救

护队也要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着装

，要佩带帽徽、领章，实行队衔制度。为实现集中指挥,组建

起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是必要的.矿山较多的省份应组

建省级矿山应急救援指挥分中心，以便及时、有效地协调、

指挥矿山的应急救援工作。 2.6 全面系统原则 矿山应急救援

体系必须覆盖各级、各类矿山。所有矿区都必须配有一定规

模的矿山救护队，同时,还应建立起各应急救援组织间的协同

机制，密切彼此间的联系，以形成有机整体。另外，还应建

立起相应的技术支持、装备保障、信息保障、法律法规和资

金保障体系。这样,才能有力促进应急救援体系的有效运转。

3 矿山应急救援行动 矿山应急救援行动是指在矿井发生紧急

情况时,即火灾、瓦斯爆炸、冒顶、煤与瓦斯突出等重大事故

时，为及时营救人员、疏散撤离现场、减缓事故后果和控制

灾情而采取的一系列抢救援助行动。矿山事故发生前应设计

和建立应急系统，制定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训练和演习

，以保证应急行动的有效性.一旦事故发生时，应及时调动并



合理利用应急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投入行动.在事

故现场，针对事故的具体情况选择应急对策和行动方案，从

而能及时有效地使灾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3.1 

报警和通告程序 报警是实施应急预案的第一步。通常情况下

，要保证任何矿工都能拉响警报或至少向报警人员报告。对

出现的异常情况,在预案制定时，要求任何一名矿工或技术人

员都知道首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如打应急电话给采区或矿区

调度室)。报警可采用声音报警，以便动员应急人员并提醒其

他地点的矿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2 现场应急指挥中心 

采区调度室接到事故报警后，应立即将事故发生区的基本情

况向矿调度室报告，矿调度室按预案规定，通知矿当天值班

领导，要求所有人员到达集中地点，并规定到达时限，成立

现场应急指挥中心。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发生区的报

告情况，指示安全技术人员进行危害估算，或会同专家咨询

组进行情况判断，并命令矿山救护队和医疗队投入行动。同

时应向局调度室报告,局调度室通知局当天值班领导,成立应急

指挥中心，通知局救护队和医疗队待命。 3.3 事故评价 在应

急救援的不同阶段实施什么行动要依靠决策过程，反过来要

求对事故发展过程的连续评价。安全技术人员或专家组对事

故后果及可能发展的趋势、应急的等级与规模，需要调动的

力量及其部署等评价完后，应启动相应的应急反应机制。矿

山发生重大事故时，应以企业自救为主。若矿山救援能力不

足以有效抢险救灾时，应立即向上级(局)矿山指挥中心提出

增援要求。各级矿山救援指挥中心,得知事故报告后要迅速向

上一级汇报，并根据事故的大小、处理的难易程度等决定调

用重点矿山救护队或区域矿山救援基地以及矿山医疗救护中



心实施应急救援。省内发生重特大矿山事故时，省内区域矿

山救援基地和重点矿山救护队的调动由省级矿山救援指挥中

心负责.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负责调

动区域矿山救援队伍进行跨省区应急救援行动。 3.4 应急救援

行动 此处应急救援行动主要指的是工程救援和医疗救援，应

急救援行动的重点是控制事故发展并尽可能排除事故。参加

营救行动的人员必须穿戴防护服，成对组合，并备有自持式

呼吸器，在行动过程中随时进行联络。此外，在进行营救行

动前或过程中，需要实施防护行动，如切断电源、单元隔离

或灭火。 4 结语 矿山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是矿山事故预防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

《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及有关法规都有

制定矿山事故应急预案和建立各级应急救援系统的规定。笔

者提出了矿山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并建立我国矿山重大

应急救援行动的执行、报警、汇报和启动各级响应机制的程

序。所提出的制定矿山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系统及预案的思路

，建立救援体系的方法，可供各级政府、矿山生产经营单位

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时参考。 百考试题推荐： 百考试题注册安

全工程师站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