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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风险可以预防；

二、事故预防的主要环节；

三、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



一、事故风险可以预防。

————————国际上比较认可的安全事故直接
成因理论（人物环）：

                                                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

　　　    环境因素影响。

　　90%90%90%90%以上是人的不安全行为所致
，而人的行为是可塑可防的。加强安
全管理就是使三者协调运行。



————————————国际上比较认可的1:1:1:1:29292929:300:300:300:300
海恩理论：

                                                    
                                                    1            1 1            1 1            1 1            1 人死亡事故

            29            29            29            29                                            29292929个轻微事故

                                            300         300300         300300         300300         300个事故隐患

                                    更　多                            更多的危险因素



————————————事故案例一（人的行为、管理）：

    1989年12月28日7时，陕西某城关小学
举行周会。在广播催促下，教学楼上千名
学生争先恐后奔往操场。但教学楼西边楼
梯铁栅门未打开，使得二、三、四楼七百
多名学生全部涌向东楼梯口。学生们下到
二楼楼梯拐弯处时，因楼道电灯末开，跑
在前面的学生与少数上楼放书包的学生相
遇，造成严重拥挤踩踏的特大伤亡事故，
死亡小学生28人，伤59人。



———事故案例二（人的行为、救援）：

    2008年11月14日早晨6时10分左右，上
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一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
，火势迅速蔓延导致烟火过大，其中4名女
生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从6楼宿舍阳台跳楼
逃生，不幸全部遇难。火灾事故初步判断
原因是，寝室里头天晚上使用“热得快”
停电后没有拔下插头，第二天早晨宿舍来
电后因电流过大引发热得快过热并将周围
可燃物引燃所致。



小结一：

　　        安全事故的相关理论说明，事故均有
先兆、有规律，规范人的行为、物的状态
和改善环境，可以防范事故风险。从事故
案例可以看到，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于人的意识是可塑
的、人的行为是可控的。因此，加强安全
管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技能，可
以有效防范事故风险。



二、事故预防的重点环节

（一）强化安全责任；

（二）加强安全教育；

（三）完善安全制度。

————————————按照教育部23232323号令的有关要
求。



（一）强化安全责任

———总体要求：教育、公安、建设、卫生
等政府部门，履行学校周边治理和学校安全
的监督与管理职责。学校应当履行安全管理
和安全教育职责。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并支持学校
安全工作。政府、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分别
承担学校安全监督和管理工作的职责。



———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1、掌握工作状况，制定考核目标，加强检
查指导，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2、建立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及时消
除隐患，指导学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3、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开展
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效；
4、制定校园安全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
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
5、协调政府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协助当地政府组织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



——学校是本校安全的责任主体。

1、落实安全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保
障学校安全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2、健全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完善预
防措施，及时排除隐患；
3、建立校园周边整治协调机制，维护校园
及周边环境安全；
4、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师生安全
意识和防护能力；
5、事故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对伤亡人员
实施救治和对责任人员追究等。



（二）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

————————————增强教职工和学生安全意识和安全技
能，是减少““““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根本途
径，也是安全管理的基础。其意义不仅局
限于校园安全，还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
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安全技能，将会
影响学生的一生。

———按照教育部规章，学校应加强对教职
工和学生的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纳入学
生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
高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



———对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1、学校安全制度和安全规定。
2、实验用品防毒、爆、辐射、污染等知识

3、安全用水、用电、用气知识。
4、交通安全知识，交通规则和行为规范。
5、消防安全教育，防火意识和逃生能力。
6、到江河湖海游泳的安全卫生教育。
7、针对事故灾害的紧急疏散，掌握避险、
逃生、自救的方法。

8、其他安全知识。



———对教职工和监护人的教育培训

　 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安全管理主管人员
、校长、幼儿园长和学校安保人员，定期
接受有关安全管理培训。
　学校应制定和实施教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计划，使教职工熟悉安全规章制度、掌握
安全救护常识，学会指导学生预防事故、
自救、逃生、紧急避险的方法和手段。
　学生监护人应当与学校互相配合，在日
常生活中加强对被监护人的安全教育。



（三）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建立健全各
项安全规章制度：比如门卫制度；危房检
查报告制度；危险段设置警示标志和防护
设施制度；消防安全及器材维护制度；使
用水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制度；饮食卫生安
全制度；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校车安全
管理制度；大型集体活动安全制度；学生
接送及交接制度；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
；教职工值班巡查制度；安全事故责任追
究制度；等等。



———确保各项安全制度落实到位。

    首先要落实责任制。每项制度要明确责任人
和责任范围，要定期考核和奖惩。

    其次要开展隐患排查。发现安全隐患，不仅
要立即整改，而且要检查安全制度的落实情况和
履职情况。必要时可以对整个学校或某个局部进
行安全风险评估，验证安全制度的科学性和针对
性。

    再次要与专业部门衔接，落实相应的安全制
度：建设部门的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消防
部门的安全制度，交警部门的车辆安全制度、安
监部门的危化品管理制度等。



———相关内容连接：
1、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范围的新、改、扩
建工程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使用；投资纳入概算。

2222、安全事故隐患是指违反安全法规、标准和制
度，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物的不安全状态、
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缺陷。

3333、    危险化学品：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
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国务
院591591591591号令、目录）。



小结二：

                    上述环节的各项措施如果落实到位，虽
然不可能绝对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零事故
””””只是目标,,,,不是指标))))，但必将大大减少事
故发生概率，降低事故安全风险。这些已
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的。



三、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管理
（1111）应急救援体系分类（四大类）

应
急
救
援
体
系

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体系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公共卫生应急救援体系

社会治安事件应急救援体系



（2222）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

1111、立即营救受害人员，采取措施保护危
害区域的其他人员....（首要任务）

2222、迅速控制事态，检测事故的危害区域、
危害性质及危害程度。（重要任务）

3333、消除危害后果，做好现场恢复。

4444、查清事故原因，评估危害程度。



（3）事故应急救援管理过程及内容

预防

响应

恢复 准备



（4）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基本结构
————————————预案启动后具有法律效力

预案
基本
预案

应急功能设置

特殊风险预案

标准操作程序

支持附件

按应急事件的性质由不同要素组成



（5555）应急预案的演练：

                                    应急演练是检验、评价和保持应急能
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分为三类：

                                1.1.1.1.桌面演练。是对演练情景进行电脑
和口头演练，一般在会议室举行。

                                2.2.2.2.功能演练。对某项应急功能或行动
举行演练，演练地点在几个应急点上，调
用有限的外部资源。

                                3.3.3.3.全面演练。针对预案中大部分应急
功能，检验、评价应急组织的运行能力。



小结三：

    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始终存在，应急
救援是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学校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一经启动，是检查应急管理能
力和追究救援责任重要依据。应急演练是
锻炼应急能力、宣传安全知识和检验预案
科学性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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