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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A8_E5_B8_88_E5_c62_94344.htm 第五章事故应急救援 第

一节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大纲要求： 检验应考人员对事故应急

救援体系的熟悉程度；对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掌握程度；对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与评审的掌握程度。 本章大纲产变化

情况：与2004大纲要求相同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事故应急救援

体系 1．了解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与特点； 2．熟悉我国

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应急救援的要求； 3．掌握事故应急救

援管理过程(四个层次预防、准备、响应、恢复)； 4．熟悉事

故应急救援体系的组织结构、支持保障系统的内容。 本讲大

纲变化情况： 与2004大纲要求相同 本讲要点： 1、 事故应急

救援的基本任务和法律要求 2、 事故管理的过程 3、 事故应

急救援体系的建立 内容讲解： 一、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

和法律要求 第一节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一、事故应急救援的基

本任务及特点 (一)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 事故应急救援的

总目标是通过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尽可能地降低事故的后

果，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等。事故应急救援

的基本任务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立即组织营救受害人员，

组织撤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害区域内的其他人员。 (2)

迅速控制事态，并对事故造成的危害进行检测、监测，测定

事故的危害区域、危害性质及危害程度。及时控制住造成事

故的危险源是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任务。 (3)消除危害后果，

做好现场恢复。 (4)查清事故原因，评估危害程度。 (二)事故

应急救援的特点 应急工作涉及技术事故、自然灾害(引发)、



城市生命线、重大工程、公共活动场所、公共交通、公共卫

生和人为突发事件等多个公共安全领域，构成一个复杂巨系

统，具有不确定性、突发性、复杂性和后果、影响易猝变、

激化、放大的特点。 1．不确定性和突发性 2．应急活动的复

杂性 3．后果易猝变、激化和放大 二、事故应急救援的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如《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关

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等，对危险化学品、特大安全事故、重大危险源等

应急救援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 《安全生产法》第

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具有组织制定并实

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职责。第三十三条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并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

措施。”第六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十条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

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救援预案应

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的部门备案。”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

规定》第七条规定：“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



制定本地区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国务院《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

当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国务院《使

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从事使用高毒

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

救援器材、设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

变化对应急预案适时进行修订，定期组织演练。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和演练记录应当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 二、事故应急管理的过程 三、事故应急管理的过程 尽管

重大事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重大事故的应急管

理不只限于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行动。应急管理是对重大

事故的全过程管理，贯穿于事故发生前、中、后的各个过程

，充分体现了“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应急思想。应急管

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4个阶段

。尽管在实际情况中这些阶段往往是交叉的，但每一阶段都

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且每一阶段又是构筑在前一阶段的基

础之上，因而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相互关联，构成了

重大事故应急管理的循环过程。 (一)预防 在应急管理中预防

有两层含义，一是事故的预防工作，即通过安全管理和安全

技术等手段，尽可能地防止事故的发生，实现本质安全；二

是在假定事故必然发生的前提下，通过预先采取的预防措施

，达到降低或减缓事故的影响或后果的严重程度，如加大建



筑物的安全距离、工厂选址的安全规划、减少危险物品的存

量、设置防护墙以及开展公众教育等。从长远看，低成本、

高效率的预防措施是减少事故损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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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