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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4_BA_8B_E6_c62_94553.htm 第二讲 化学事故应急

救援体系的建设 随着近年来我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

装置的日益大型化、复杂化，如何预防和阻止重特大化学事

故的发生，积极实施有效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尽可能地避

免和减少损失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4年,原化工部制定

并颁布了《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办法》（化督发[1994]597

号），1996年,原化工部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印发了《关于组建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系统”的通知》（化督发[1996]242号）

，成立了全国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按区域组建的8个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中心。1998年，“化学事故应急救援

系统”更名为“国家经贸委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系统”，

由国家经贸委领导，该系统由“国家经贸委化学事故应急救

援指挥中心”、“国家经贸委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

公室”和8个“国家经贸委化学事故应急抢救中心”组成（见

本刊2002年第4期）。 1997年，公安部消防部队在全国30个重

点城市成立了消防特勤队伍，配备了比较先进的装备和器材

，建立了一支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现场抢救的重要力量。人民

解放军中的防化兵也配有比较完善的装备和器材，是实施化

学事故应急救援的专业部队。 1991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

市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办法》，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化学

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去

年颁布实施的《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

护条例》等，对化学事故应急救援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

求。 另外，我国大型的石油化工企业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等都组建了自己的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 但是，由于化学事

故应急救援系统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工作，靠某一

个部门或单位是很难独立完成的，必须把各方面的救援力量

整合起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才能迅速、有效地组织和实

施应急救援。从总体上讲，我国目前尚缺乏完善的体系和管

理制度对上述各种应急救援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因此建立和

健全我国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势在必行。 根据笔者理解

，一个完整应急救援体系应包括下述几个部分： 一、应急救

援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立足防范，认

真落实应急措施；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区域为主，单

位自救与社会救援，现场急救与信息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充

分利用现有的应急救援基础，完善工作体系，建设责任明确

，反应灵敏，指挥有力，快速有效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系统

。 二、组织体系 按照国务院关于各类突发事件原则上由当地

政府负责处理的精神，国家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设国家、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企业5级应急救援组织体系

，根据事故影响范围和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由不同层

次的应急救援指挥部门负责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该体系依

托政府各部门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的组织系统，体系完整，

能够逐级实施领导管理，覆盖全境，责任明确，适应化学事

故点多、面广，救援工作应急性强，以当地救援为主的特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本辖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委员会



。委员会由辖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

安、国防科工委、环保、卫生、交通、财政、邮政、劳动和

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委员会的

主要职责是： 1.统一领导和协调本辖区内的化学事故应急救

援工作； 2.组织制定本辖区内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实施

办法等规章； 3.组织制定和实施本辖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计

划； 4.指导和协调本辖区重大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及时向上

级相关部门汇报事故救援情况。 三、技术支持体系 1.信息技

术支持体系。由国家化学品登记注册中心和各省(市)地方登

记办公室组成的危险化学品登记网络，结合国家实行危险化

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

输企业动态信息的数据库，为国家和地方的化学事故应急救

援准备和救援行动提供信息支持，提供24小时国家化学事故

应急咨询热线服务，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事故预防和应

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 2.现场救援技术支持体系。加

强应急救援队伍与应急装备建设，促进各种救援力量的有效

整合。完善国内消防特勤队伍的建设，购置先进的灭火车辆

、侦检设备、防护器材与通讯设备等；完善目前的化学事故

应急救援队伍，购置先进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车辆、急救设

备、防护器材与通讯设备；充分发挥总参防化部队的作用，

完善防化设备，增强应急力量。 3.专家库系统。根据地域分

布，聘请包括安全、消防、卫生、环保等在内的各类专家，

定期进行考核和资格认证，保证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时的权

威性和时效性，必要时就近专家可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 四、应急预案系统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修订、实施各

辖区内的化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建立各级化学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系统。根据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五、培训机

制的建设 定期对各级应急指挥人员、管理人员、现场救援人

员进行专业培训，对普通民众、在校学生等进行应急知识培

训，根据不同培训对象，采用不同的培训教材。 六、法律法

规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是国家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正

常运转的基本保证，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化学事故应急救援

管理条例。通过该条例的制定，建立一套明确的机构和经费

管理机制，规定各方责任，可有效快速地处理事故，确保体

系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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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