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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6日的伦敦都含笑迎来奥运，共享奥运的荣光。

然而，就当伦敦市民刚刚结束在特拉法加广场庆祝申奥成功

之际，7月7日英国早上伦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中连续发生多

起恐怖爆炸事件。对此，国际奥委会官员严肃地表示：“任

何国家、任何城市都可能发生类似事件，反恐斗争任重道远

。”尽管有评论说，此次发生在伦敦申奥成功当天的严重恐

怖炸弹事件并非与申奥成功有关，但它确实发生在申奥成功

的城市，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混乱及国际影响。本文由伦敦

事件及北京申奥成功四周年的联想，旨在探讨北京成功的“

安全奥运”建设之路。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面临的灾害风险源 

城市现代化及北京城市综合减灾研究表明，影响“安全奥运

”的五大灾害排序：考虑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及一流奥运会

召开的安全目标值，排在前五位的应特别关注灾害类型是： 

极端自然灾害（五级以上破坏性地震、暴雨洪涝、雷电、高

温热浪、雾害等） 生命线系统事故（断水、断电、断气及火

灾与爆炸） 高技术事故（含高技术犯罪及信息安全隐患） 地

下空间场所的致灾隐患（地下商业设施、地下交通、地下公

共场所等） 恐怖袭击与社会灾害（敌对势力的恐怖袭击、公

共场所人员骚乱、中毒与食品安全等）来源

：www.100test.com 每一类型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应正

视反恐的发展。美国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科技反恐委员会

于2002年6月发表了一份题为《使美国更安全科技在反恐中的



作用》的报告，就核威胁与放射性威胁、人类与农业卫生系

统、有毒化学品与爆炸物、信息技术、能源系统、运输系统

、城市与固定设施、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复杂而相到依

存的系统等九个领域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列出14个需要采取

的重要技术举措，其中包括直接应用现有技术7项：开发和利

用在源头保护、控制和核实核武器及特殊核材料的可靠系统

；保证已知病原体的防治手段的生产与分配；为所有运输方

式特别是装载大量有毒或易燃材料的海运集装箱和车辆设计

、测试和安装可靠的分隔的安全系统；改善监督控制和数据

获取系统的安全性，并对电网的关键部位提供物理保护，从

而保护能源分配服务；对于通风系统的空气过滤，要降低其

脆弱性，提高其有效性；运用现有技术和标准，使紧急状况

应对者可以彼此进行可靠的交流；一旦公众对一个紧急事件

的技术方面予以广泛关注，应确保受信赖的发言人能够及时

并权威地告知公众。 包括亟待进行的研发项目7项：针对目

前尚无对策的已知病原体和将要出现的新病原体，开发有效

的治疗和预防手段；发展、试验和建造智能化自适应电网；

为情报分析的目的，改进数据融合和数据采掘的实际利用，

加强情报安全，预防网络攻击；为紧急状况应对者开发新的

、更好的技术（如防护服、传感器、通信工具）；提高防爆

防火建筑物的工程设计技术和防火极限标准；针对广泛的目

标开发传感器和侦察系统，为应急事务官司员和决策人获取

有用信息；在防止化学物质和病原体攻击的空气过滤领域，

开发新方法和制定新标准，研究和制定消除污染的更好的方

法和标准。 为此达到防灾减灾目的，建议：百考试题－全国

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要结合北京历史及近年来事故、



灾害、防范上的特点，组织一次由奥组委及市政府牵头的专

题研究及专家论证会，从官方层面认可北京2008年前后的最

主要危险源，并提供给城建、管理、教育及宣传媒体等领域

。 要组织各相关委办局查找自身的事故隐患，特别是城市生

命线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居民区火灾扑救困难的隐患、高层

住宅消防设施形同虚设的状况、公共场所尤其是地下大型商

贸场所的事故隐患、道路交通特别是轻轨与地铁的运营隐患

等。为应明确要求消除重大事故灾害隐患的时间表。 奥运场

馆工程全寿命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与要点 奥运工程主要指所

有场馆建设（新与旧）及其相应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施

工、监理、建材供应、运输乃至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全

寿命安全建设泛指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设计、施工、监

理及其建成后的运营管理）各环节的安全控制。其重要的指

导思想是：强化特重大工程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强化政

府在奥运场馆建设中的绝对安全责任。 从奥运项目的工程安

全入手有多层含义，我们不仅对奥运场馆实施了“瘦身计划

”，仅“鸟巢”及五棵松体育馆就节约钢材达4.7万吨，还结

合业内外展开讨论，为某些“新、奇、特”项目做了诸如疏

散、空间、防火等单方面的安全评审。从总体讲，不论从宏

观还是微观上，对于“安全奥运”指导下的建设工程并未实

施全周期、全程序上的安全风险评估。作为奥运场馆工程全

寿命安全建设的控制要点如下考虑： 奥运场馆建设中的潜在

事故与灾害类型与分布、实质环境状况（灾害频发的敏感地

区等）、一旦发生意外包括所有应急救援的力量能否可靠投

入等。 奥运场馆及园区建设中应充分考虑一旦意外情况下的

人口疏散及避难问题。它涉及到如下问题的研究：人员疏散



的地域建设、人员疏散的应急运输、人员疏散中的应急保障

规划设计等灾情保障、通讯保障、生活医疗保障、治安保障

等。来源：www.examda.com 奥运场馆及配套设施工程的地下

空间项目的防灾对策。如在地下人防工程防火中，要保持结

构的稳定性、严格做好防烟分区和排烟措施；地下人防工程

防化学毒剂对策措施，要对危险源的预先调查，快速评估，

从而实施对防化学毒剂中毒人员的防护及救治；地下人防工

程中地震应急对策，要解决紧急救援的人力及物力，尤其在

突发地震到来前要从规划设计上为实施关闭煤气管道、热力

系统、切断电源及其他危险源提供技术接口。 强化对奥运场

馆工程的灾害设防标准和安全技术措施的多样化研究，同时

实施奥运工程的智能监测，旨在研究施工过程的在线损伤识

别、健身诊断、安全评定与预警、抗灾加固等研究。 强化以

技术法规为先的奥运场馆工程的风险防范。2004年建设部印

发了《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共提

出了十三项措施和要求，其要点完全适合于全寿命周期安全

控制的管理要点。因为它强调，越是重点工程，越是大型工

程，越是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划设计、质量管理、安全原则

的项目，越要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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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