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与事故

一、突发事件的含义与特征

(一)突发事件的含义

  突发事件就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重大或敏感事件,简而言之,就是天灾人祸。
前者即自然灾害,后者如恐怖事件、社会冲突、丑闻(包括大量谣言)等,专家也称其

为“危机”。突发事件可被简单地理解为突然发生的事情,有两层含义:一是事件发

生、发展的速度很快,出乎意料;二是事件难以应对,必须采取非常规方法来处理。

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以下简

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
突发事件也可进一步理解为,突然发生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

会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

对措施加以处理的紧急事件。

(二)突发事件的特征

《突发事件应对法》所指的突发事件包含了以下特征。
(1)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或者社会性。“公共危机”是国家启动制定《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初衷。公共危机是指在公共领域内发生的危机,即危机事件对一个社会系

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给公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
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和大众性。公共危机事件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
事件对公共利益产生较大消极负面影响,甚至严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及社会

基本价值;事件本身与公权之间发生直接联系,尤其是形成某种公法关系时,才能

构成公共危机事件,如果不需要公权介入,即群体能自行解决而不具有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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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性和紧急紧迫性。突发事件往往突如其来,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危
机就会迅速扩大和升级,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害;常常在人们还没有察觉、醒悟之前,就
已呈席卷之势。

(3)危害性和破坏性。危害性和破坏性是突发事件的本质特征,一旦发生该法所指

的突发事件,将对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若应对不当,则会造成生

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或社会秩序的严重动荡。
(4)需要公权介入和社会力量。必须借助公权介入和社会力量才能解决该法所指的

公共突发事件。公权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发挥着领导、组织、指挥、协调等功能,公权介

入突发事件的应对,既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义务。
除了上述典型的特征以外,突发事件还有下列几个特点:①高度不确定性。事件的

开端和发展无法用常规规则进行判断,其后的影响也无经验性知识可供指导。②决策的

非程序性。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理方案。迅速

从正常情况转换到紧急情况的能力是应急(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

二、突发事件的分类与分级

(一)突发事件的分类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我国把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类事件、事故

灾难类事件、公共卫生类事件和社会安全类事件,如图1-1所示。

图1-1 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分类

1.自然灾害类事件

自然灾害类事件是指由自然因素引发的与地壳运动、天体运动、气候变化相关的灾

害,主要是指地震、火山爆发、台风、海啸、强暴雨、泥石流、洪水灾害、寒流雪灾等由自然界

造成危害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

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如果在事前没有防备,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2.事故灾难类事件

事故灾难类事件是指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意外发生的故障、事故带来的灾难,主要包

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事件等。在事故灾难事件中危害的加大,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处置不当的原

因。2005—2007年,我国平均每天发生182起事故、死亡人数为3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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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卫生类事件

公共卫生类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传染病

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

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

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类事件

社会安全类事件是指危及社会安全、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社会群体性事

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等,如战争、政治动乱、恐怖袭击、刑事案

件、投毒、爆炸、行凶杀人、聚众打砸抢、集体上访、静坐请愿、示威游行、阻断交通、围攻党

政机关等。

(二)突发事件的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如图1-2所示。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

部门制定。

图1-2 我国突发事件的分级

三、关于事故的基础知识

(一)事故的定义

  事故是发生于预期之外的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经济损失的事件。事故是发生在人

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意外事件。
在事故的种种定义中,伯克霍夫(Berckhoff)的定义较著名。伯克霍夫认为,事故是

人(个人或集体)在为实现某种意图而进行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的意志的、
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或迫使之前存续的状态发生暂时或永久性改变的事件。上述

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事故是一种发生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任何生产、生活活

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事故。
(2)事故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意外事件。由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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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复杂,往往包括许多偶然因素,因而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质。在一起事故发生之

前,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故。
(3)事故是一种迫使进行着的生产、生活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中断、终

止人们正常活动的进行,必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某种形式的影响。因此,事故是一

种违背人们意志的事件,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事故是一种动态事件,它开始于危险的激化,并以一系列原因事件按一定的逻辑顺序

流经系统而造成的损失,即事故是指造成人员伤害、死亡、职业病或设备设施等财产损失

和其他损失的意外事件。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代替GB/T28001—2011和GB/T28002—2011)对事故和事件做出了如下的定义:事件

(incident)是指由工作引起的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或已经导致伤害和健康损害的

情况。发生伤害和健康损害的事件有时被称为“事故”。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伤害和健康

损害的事件在英文中称为near-miss、near-hit或closecall,在中文中也可称为“未遂事件”
“未遂事故”或“事故隐患”等。

(二)事故与事故后果的关系

事故这种意外事件除了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顺利进行之外,往往还可能造成人

员伤害、财物损坏或环境污染等其他形式的严重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事故是在人们生

产、生活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可能造成人员伤

害、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意外事件。
事故和事故后果(consequence)是互为因果的两件事情,因为事故的发生产生了某种

事故后果。但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们往往把事故和事故后果看作一件事件,这是不

正确的。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是因为事故的后果,特别是引起严重伤害或损失的事故后

果,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相应地注意了带来某种严重后果的事故;相反地,当事故带来的

后果非常轻微,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时,人们也就忽略了事故。

(三)事故的分类

1.生产安全事故与非生产安全事故、工伤事故与非工伤事故

  (1)按照事故发生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事故可划分为生产安全事故与非生产安全

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

生的伤害人身安全和健康或者损坏设备、设施或者造成经济损失,导致原活动暂时中

止或永远终止的意外事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将“生产安全事故”定义为: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的意外事件。
非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发生在生活活动(非生产经营性活动)中人身伤亡或直接经济损

失的意外事件。
(2)按照对事故伤亡补偿责任主体的不同,事故可划分为工伤事故与非工伤事故。

工伤事故也可称为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是指职工在本岗位劳动,或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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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管理不善,以及企业领导指派

到企业外从事本企业活动,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即轻伤、重伤、死亡)和急性中毒事故。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事故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使

职工受到伤害的事故,以及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非

工伤事故是指不能满足法定工伤认定条件的伤害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与工伤事故不能完全等同。生产安全事故所造成的职工伤害一律属于

工伤,然而造成职工工伤的事故不一定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2.设备事故与人身安全事故

按照事故造成的后果的不同,可将事故划分为设备事故与人身安全事故。
设备事故是指企业设备(包括各类生产设备、管道、厂房、建筑物、构筑物、仪器、电讯、

动力、运输等设备或设施)因非正常损坏造成停产或效能降低,使生产突然中断或造成能

源供应中断、造成设备损坏使生产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规定限额的行为或事件。其中

在生产过程中设备的安全保护装置正常动作,安全件损坏使生产中断而未造成其他设备

损坏不列为设备事故。
人身安全事故是指造成了人员伤亡、职业中毒后果的事故。

3.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的分类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T6441—1986),按照起因物、致害物、诱导

性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可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为20大类,分别为:物体打击、车辆伤

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漏水、放炮、瓦
斯爆炸、火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他爆炸、中毒和窒息以及其他伤害。

4.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

按照造成事故的责任不同,事故可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两大类。责任事故,是
指由于人们违背自然或客观规律,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行为造成的事故。非责

任事故,是指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或目前科学无法预测的原因造成的事故。

5.伤亡事故和非伤亡事故

按照事故造成的后果不同,事故可分为伤亡事故和非伤亡事故。造成人身伤害的事

故称为伤亡事故。只造成生产中断、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的事故称为非伤亡事故。

6.按行业类别划分事故

按照事故监督管理的行业不同,事故可分为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

故)、火灾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水上交通事故、铁路交通事故、民航飞行事故、农业机械事

故、渔业船舶事故等。

(四)事故的分级

1.生产安全事故等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严重程度对事故等级进行划

分,主要是为了便于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分级管理。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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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一般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等级,
具体划分标准见表1-1。

表1-1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事故后果
事 故 级 别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死亡人数/人 死≥30 10≤死≤29 3≤死≤9 1≤死≤2
重伤人 数(含 工 业 急

性中毒)/人
重伤≥100 50≤重伤≤99 10≤重伤≤49 1≤重伤≤9

直接经济损失/元 直接≥1亿
5000万 ≤ 直 接

<1亿
1000万 ≤ 直 接

<5000万
100万≤直接

<1000万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标准(表1-1)做出如下几点说明。
(1)三个事故后果数字分别独立核算,死亡人数不能累加到重伤人数里去核算事故

级别。
(2)按三个事故后果数字分别确定事故级别,哪个最高,则以哪个为准,就高不就低。
(3)事故发生后30天之内(火灾事故和道路交通事故是7天之内)伤亡人数变化,可

以对事故等级进行调整,超过这个期限若伤亡人数变化,则不调整事故等级。
(4)若伤亡人数变化,调整事故等级,只能升级,不能降级。
(5)注意事故级别(等级)与事故类别/类型的区别。

2.较大涉险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提出了较大涉险事故的概念,并明确规定较大

涉险事故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涉险10人以上的事故。
(2)造成3人以上被困或者下落不明的事故。
(3)紧急疏散人员500人以上的事故。
(4)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人员密集场所、生活水源、农田、河流、水

库、湖泊等)的事故。
(5)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电站、重要水利设施、危险化学品仓库、油气站和车

站、码头、港口、机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的事故。
(6)其他较大涉险事故。

3.火灾事故的等级划分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于2007年6月26日发布的《关于调整火灾等级标准的通知》的规

定,火灾等级增加为四个等级,由原来的特大火灾、重大火灾、一般火灾三个等级调整为特

别重大火灾、重大火灾、较大火灾和一般火灾四个等级。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火灾

的等级划分标准如下。
(1)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

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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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火灾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①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3)较大火灾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4)一般火灾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

财产损失的火灾。

4.道路交通事故等级

《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公通字〔1991〕113号)规定,
将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分为四级,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1)轻微事故,是指一次造成轻伤1至2人,或者机动车事故财产损失不足1000元,
非机动车事故财产损失不足200元的事故。

(2)一般事故,是指一次造成重伤1至2人,或者轻伤3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不足3
万元的事故。

(3)重大事故,是指一次造成死亡1至2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10人以下,或者财产

损失3万元以上不足6万元的事故。
(4)特大事故,是指一次造成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1人以上,或者死亡1人同时

重伤8人以上,或者死亡2人同时重伤5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6万元以上的事故。

5.水上交通事故级别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对水上交通事故的统计分类

进行了规定,新的分级分类方法更加接近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但是又有不同。水上交通事故的级别划分标准参见表1-2。

表1-2 水上交通事故级别划分标准

级  别
后  果

伤  亡 经 济 损 失 水 域 污 染

特别重大事故
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

100人以上重伤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

损失的事故

船舶溢油1000t以上致水域

污染

重大事故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

踪),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

下重伤

5000万元以上1亿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船舶溢油500t以上1000t以

下致水域污染

较大事故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

踪),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

重伤

1000万 元 以 上 5000
万 元 以 下 直 接 经 济

损失

船舶溢油100t以上500t以

下致水域污染

一般事故
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含失

踪),或者1人以上10人以下

重伤

100万元以上1000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船舶溢油1t以上100t以下

致水域污染

小事故 小事故,指未达到一般事故等级的事故

① “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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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水上交通事故的级别划分标准(表1-2)做如下提示。
(1)重伤人数参照国家有关人体伤害鉴定标准确定。
(2)死亡(含失踪)人数按事故发生后7日内的死亡(含失踪)人数进行统计。
(3)船舶溢油数量按实际流入水体的数量进行统计。
(4)除原油、成品油以外的其他污染危害性物质泄漏按直接经济损失划分事故等级。
(5)船舶沉没或者全损按发生沉没或者全损的船舶价值进行统计。
(6)直接经济损失按水上交通事故对船舶和其他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统计,包

括船舶救助费、打捞费、清污费、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货损、修理费、检验(查勘)费等;船
舶全损时,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包括船舶价值。

(7)一件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失踪、重伤、水域环境污染和直接经济损失如同时符合

两个以上等级划分标准的,按最高事故等级进行统计。

(五)事故的特性

事故由事故原点、触发能量、偶合条件构成。事故的出现是由于某种隐患、危险或潜

能在触发能量、偶合条件作用下转化而成。事故原点具有潜伏性、隐蔽性;触发能量、偶合

条件与事故原点的相互作用具有偶然性;事故发生具有突发性、因果性;事故过程及终点

具有自然规律性。
事故是自然规律对人们违背科学的一种惩罚,事故现象是人们不希望的一种自然规

律过程及结果。事故的技术性、隐蔽性、规律性已成为研究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事故的

技术性表现在任何技术领域都存在安全技术问题;任何事故的出现都有自己的技术原因;
任何危险、隐患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技术状态。当代事故具有明显灾害性、社会性和突发

性,这是由于技术密集性、物质高能性以及高参数运行引起的。当代事故特性对现代生产

装置、系统以及工程技术的严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故的发生是完全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事故的最基本特性有因果性、偶然性(随机

性)、必然性、规律性、潜在性(潜伏性)、再现性和预测性(可预防性)。

1.事故的因果性

所谓因果性就是某一现象作为另一现象发生的根据的两种现象之关联性。事故的起

因乃是它和其他事物相联系的一种形式。事故是相互联系的诸原因的结果。事故这一现

象都和其他现象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因果关系有继承性,或称非单一性,也就是多

层次的,即第一阶段的结果往往是第二阶段的原因。

2.事故的偶然性(随机性)、必然性、规律性

从本质上讲,伤亡事故属于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随机事件。事故

的随机性是指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后果的严重性是偶然的。事故的发生包含着偶

然因素。事故的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与是否明了现象的原因全不相干,也就是偶然中有

必然。这说明事故的预防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事故这种随机性在一定范畴内也遵循

统计规律。从事故的统计资料中可以找到事故发生的规律性。这就是从偶然性中找出必

然性,认识事故发生的规律性,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把不安全条件转化为安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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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化险为夷。这也就是防患未然、预防为主的科学含义。因此,事故统计分析对制订正

确的预防措施有重大的意义。

3.事故的潜在性(潜伏性)、再现性和预测性(可预防性)

事故潜在于“绝对时间”之中。因为我们把时间抽象化,抓住的是空间,所以也可以

说,事故是潜在于空间之中。基于人们对过去的事故所积累的经验,把人作为主体,可以

在自然的客体中进行预测。人们在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时,也一定对自己的行动能否达到

目的而进行种种预测。
表面上看,事故是一种突发事件。但是事故发生之前有一段潜伏期,人、机、环境系统

所处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系统存在着事故隐患,具有危险性。如果这时有一

触发因素出现,就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企业较长时间内未发生事故

时,如果麻痹大意,就会忽视事故的潜伏性,这是工业生产中的思想隐患,是应予克服的。
现代工业生产系统是人造系统,这种客观实际给预防事故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所以

说,任何事故从理论和客观上讲,都是可预防的。认识这一特性,对坚定信念,防止事故发

生有促进作用。因此,人类应该通过各种合理的对策和努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发生的隐

患,把工业事故的发生降到最小限度。

(六)事故的发展阶段和致因分析

1.事故的发展阶段

  研究事故的发展阶段,是为了识别和控制事故。如同一切事物一样,事故也有其产

生、发展、消除的过程。一般事故的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孕育阶段、生长阶段和损失

阶段。各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1)孕育阶段。事故的发生有其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原因,如管理缺陷、法制不健全、教

育和培训不够、安全隐患治理不力、人员素质低下等。所有这些导致系统产生了潜在的危

险,随时都有引发事故的可能。在事故的孕育阶段,系统中的危险因素处于潜伏状态,事故

处于无形阶段,人们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估计到它必然会出现,而不能指出它的具体形式。
(2)生长阶段。由于基础原因,即社会原因和上层建筑原因的存在,出现企业管理缺

陷,不安全状态和不安全行为得以发生,构成了生产中的事故隐患,即危险因素。这些隐

患就是“事故苗子”。在这一阶段,事故已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可以具体地指出它的存在,
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已经可以预测事故的发生,并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抑制事故隐患的

发展,乃至消除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根除事故产生的危险性。
(3)损失阶段。当生产中的危险因素被某些偶然事件触发时,就要发生事故,包括肇

事人的肇事、起因物的加害和环境的影响,使事故发生并扩大,造成伤亡和经济损失。

2.事故致因分析

事故致因理论证明,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无外乎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两种因素。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物的不安全因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人则由于自身

及社会的影响,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是激发事故的主要因素。
轨迹交叉论把人、物两系列看成两条事件链,两链的交叉点就是发生事故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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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事故是人和物(包括环境)两大发展系列顺序发展的结果。当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

不安全状态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轨迹),在一定时间、空间发生了接触(交叉),能量转移于

人体时,伤害事故就会发生。在人和物两大系列的运动中,两者往往是相互关联、互为因

果、相互转换的。有时,人的不安全行为促进了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发展,或导致新的不安

全状态的出现;而物的不安全状态可以引发人的不安全行为。构成伤亡事故的人与物两

大连锁系列中,人的失误占绝对的地位。

第二节 应急救援概述

一、应急救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事故应急救援的内涵分析

  应急救援是近年来产生的一门新兴的安全学科和职业,是安全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事故的应急救援是指通过事故发生前的计划,在事故发生后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

力量,能够迅速控制事故的发展,保护现场和场外人员的安全,将事故对人员、财产和环境

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实际上,人们在谈到“应急救援”时,往往有多种理解:一种是“紧急的或急需的帮助

(emergencyassistance)”;另一种是“搜索与营救(searchandrescue)”,简称搜救;还有一

种称为“灾害救援(disasterrelief)”。另外,有时我国也有人将急救医疗救援也作为“应急

救援”来看待。但严格来说,国外对灾难事故的医疗急救有不同于应急救援的规范的理

解,即急救医疗(emergencymedicalservice,EMS)。无论对应急救援采用哪种理解方式,
都离不开EMS。从以上的几种观点来看,编者认为emergencyassistance涵盖的范围较

广,理解更为全面。它几乎可以包含所有类型的事件,规模可大可小,涉及的人数也可多

可少,难度可难可易,可以以有偿的商业运作方式,也可以采用政府运作的方式,全面地体

现了现代“应急救援”丰富内涵和发展趋势。其他的几种理解都仅仅体现了现代“应急救

援”的一部分内涵。
“应急救援”是指为消除、减少事故事件危害,防止事故、事件扩大或恶化,最大限度地

降低事故、事件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救援措施或行为、活动的总称。

(二)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性

安全的本质含义应该包括预知、预测危险,也包括控制和消除危险,由于事故发生的

偶然性和复杂性,以目前安全科学的发展水平来看,还不能达到有效预防和预测所有事故

的程度,事故的发生难以完全避免。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代工业生产中,新工艺、新
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以及现代生产过程的大规模化、复杂化和高度自动化,一方面增加了

安全工作的未知领域;另一方面,也使事故的后果更为严重。另外,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是人口、产业、财富聚集的地区,对各种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有放大作

用,随着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高,事故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危害后果也越来

越惊人,城市的安全与城市应急救援体系的建立也是当今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