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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技术 3.1 事故应急预案的理论与技术 《安全生产法》

的要求 第五章的要求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政府应急救援系统第六十八条 高危行业的应急救援系统第六

十九条 第六章的要求法律责任 第八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

后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

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或者不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

实施的监督管理的；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

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 3.2 应急预案的

基础 一、基于事故理论 事故4M要素 人－人的不安全 机－机

的不安全状态 环－环境不良 管－管理欠缺 二、方法论的启示

－智斗的策略 东汉政治家荀况: 先其未然谓之防, 发而止之谓

其救， 行而责之谓之戒。 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三、系

统科学理论 能量转移理论 立论：事故本质是能量的不正常作

用 类型：电能、机械能、化学能、热能、声能、辐射能 规律

：能级；时空。 措施：消除；限值；疏导；屏蔽；隔离；转

移；距离控制；时间控制；局部弱化；强化；闭锁。 四、防

范事故的策略 逻辑－三Ｅ对策 工程预防对策－本质安全化

Engineering 教育预防对策－人的素质 Education 管理预防对策

－系统协调 Enforcement 时间逻辑－三套对策体系 事前预防



－超前预防对策体系； 事中救援－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事后

处理－事故报告及事后责任追究体系。 五、防范事故的策略

－三套对策体系 1、事前预防对策体系 即要求生产经营单位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同时”、保证安全机构及专

业人员、落实安全投入、进行安全培训、实行危险源管理、

进行项目安全评价、推行安全设备管理、落实现场安全管理

、严格交叉作业管理、实施高危作业安全管理、保证承包租

赁安全管理、落实工伤保险等，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发动社

会监督、推行中介技术支持等都是预防策略。 2、事中应急

救援体系 要求政府建立行政区域的重大安全事故救援体系，

制定社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危险源

的预控，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 3、建立事后处理对策

系统 推行严密的事故处理及严格的事故报告制度，实施事故

后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事故经济处罚，明确事故刑事

责任追究等。 六、应急预案理论基础 1、应急系统构成 应急

计划（预案） 应急组织 应急技术 应急设施 外援机构 2、定义

根据ILO《重大工业事故预防规程》，应急预案的定义是：基

于在某一处发现的潜在事故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所形成的一

个正式书面计划，该计划描述了在现场和场外如何处理事故

及其影响。 3、目的 使任何可能引起的紧急情况不扩大，并

尽可能地排除它们； 减少紧急事件对人、财产和环境所产生

的不利影响。 4、依据 应急计划制定的主要依据是风险评估

结果,即： 事故类型（如容器爆炸、管道破裂、安全阀失灵、

火灾等）； 物质特性（有毒、易燃、热辐射、爆炸）； 物质

规模及作用方式（扩散的计算）； 评估等级。 5、分类特定

应急预案 应急行动预案 综合应急预案 6、应急预案制定和实



施的基本原则 一设一案：每一危险设施都应有一个应急预案

； 企业与地区（政府）相结合； 资源保证和充分：人、财、

物资源及时到位； 定期演习：确保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宣传与培训：确保现场人员和应急机构都掌握； 定期评估：

根据情况变化，对预案进行评估和修改。 3.3应急救援系统的

设计 3.3应急救援系统的设计 应急救援系统的五个运作中心：

一、指挥协调中心 二、现场处理中心 三、支持保障中心 四、

媒体中心 五、信息管理中心 3.4 应急预案编制技术 3.4 应急预

案编制技术 一、应急预案的文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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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