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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取得空前发展,大批水电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繁荣区域

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水电工程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特点,施工过程中突发事件发生随机性大、频繁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对工程建设计划的

正常实施产生较大冲击,影响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对工程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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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应急安全管理的意义 

由于水电建设项目施工工序众多,劳动人员密集,施工环境多变,且易

受工程地质、地貌和自然气候等影响,施工安全风险客观存在,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具备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因此除了平时做好事故预防工作,

还要做好事故发生后的各项应对工作。事故发生后,如何防止事故进一步

扩大、发展,实施有效的救援行动,将事故损失降至最小,应急管理是重要

的控制途径。尤其是许多水电建设项目地处高山峻岭、交通不便,能利用

的社会应急资源贫乏,因此,在水电建设项目施工中开展各项安全生产应

急管理工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2 水电工程安全应急管理分析 

2.1事故预防 

(1)技术装备水平。要提高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能力,必须时刻监测

施工过程及工作环境的变化。同时,对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重大危险源、

隐患等进行辨识与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预先处理,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2)组织协调能力。主要指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应急人员、物资、

装备等应急资源的调配、协调能力,迅速展开应急救援,即突发事件及冲突

处理能力。(3)监测监控能力。做好突发事件应急监测的布点与采样,配备

相应的应急监测仪器,提高现场监测监控能力,根据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

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提前预防或消除突发事件发生。 

2.2应急准备 

(1)通信与信息保障。应急响应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

确保通信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并按规定程序及时、准确向有关负责人

报送信息。另外,应急指挥中心应与政府监管部门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保

持及时沟通,以便获得对救援工作的指导和帮助。(2)应急队伍保障。根据

项目建设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开展群众性的应急培训和演练活

动,并按照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成立应急工作小组,以及建立专家库与督

促所属企业和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明确其相应职责,必要时刻组

织专业培训,提高其应急救援状态下的工作能力。(3)医疗救护保障。项目

建设单位应根据应急工作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施工人员开展自救、

互救(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基本技能的培训以及逃生等演练活动,必要

时可以通过协议确定当地应急医疗救护资源,支援现场应急救治工作。(4)

应急物资和设备保障。项目建设单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的实际需求,配

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或工具。另外,应结合各类安全检查活动督促所属

企业充实救援物资、定期检修救援设备,并与社会救援力量保持有效的联

系,必要时可通过协议确定社会应急救援资源,作为应急救援的必要补充。 

2.3应急响应 

首先,事故现场相关人员对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

事故性质以及可持续性等进行研判；对现场救援情况、应急资源调度情况、

人员撤退情况进行了解,请求上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保证“以人为

本”的原则,尽最大地努力抢救伤员,尽可能将人员伤害与财产损失降到最

小,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其次,如果现场相关人员及项目各参建单位的应

急能力无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就要启动扩大响应,请求当地应急管理部

门及相关单位协同作战,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另外,启动相应级别响应时,

应急人员立即到位,信息网络立即开通,充分调配应急资源,全力配合现场

应急救援行动。行动过程中,若发现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应该果断采取扩大

应急的措施；若事态仍然难以控制,则申请增援；若事态得以控制,则解除

警戒,进行事故调查以及善后处理等应急恢复工作。 

2.4后期处置 

(1)事故调查。应急响应工作结束后,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政府相

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工作,调查事故原因、评估事故损失、恢复施工秩序

等。若政府授权单位自行调查,依据项目建设工程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

理和监督管理规定开展调查工作。(2)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取证工作结束

后,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现场清理和恢复生产工作。首先,要恢复施工

现场相对稳定的状态,迅速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另外,在这期间要避免二次

灾害或衍生灾害的发生。(3)应急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项目建设单

位应对应急救援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总结。根据事故的应急总结,对事故的

应急救援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对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评审、修订；对不足

的应急资源进行补充、完善,要细致深入地剖析应对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应急

能力不足之处,为后续应急能力的建设及应急工作的展开提供前车之鉴。 

3 结语 

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作,贯穿

于事故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各个过程,涉及项目部的各个部门和其他相

关单位,因此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还需要不断探索、巩固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张金山.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问题的研究[J].神华科

技,2017,15(12):147. 

[2]马小飞.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J].发展,2017,(12):56. 

[3]李克松.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探析[J].工程技术研

究,2017,(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