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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完善矿山救援体系建设,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现场调研,根据矿山企业兼

职救护队相关的安全规程和救护规程要求,重点从兼职救护队的建设原则、人才队伍、人才激励机制、
装备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建设过程中存在人才队伍薄弱、装备配置落后和资金欠缺保障等

发展障碍;对提高兼职救护队装备技术与管理水平、加强运用信息化技术等发展思路及途径进行了分

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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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mine rescue system,by referring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afety regulations and rescue regulations for part-time rescue teams in
min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talent team,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equipment
condition of part-time rescue team,etc.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such obstacles as weak talent team,backward equipment
allocation and lack of funds. It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ideas and ways of improving the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part-time rescue tea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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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社会对矿产资源需求日益增长,我国矿山

类型和数量逐渐增多,安全开采地质条件越来越复

杂、危险因素越发繁杂,这导致矿山事故发生概率更

大、损失及环境破坏程度更严重等[1]。 煤炭作为我

国的主要能源,每年开采和消费总量为世界之最,
90%左右煤炭产量来源于非露天煤矿,安全开采难

度较大。 虽然目前煤矿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发生

次数、百万吨死亡率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但 2017 年

全国煤矿仍发生事故 219 起、死亡 375 人,其中重大

事故 6 起、死亡 69 人[2]。 矿山事故不能完全预测预

防,在加强事故防范的同时,还需提升事故救援治理

能力。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七十六条规定所有煤

矿必须有矿山救护队为其服务,救护队到达服务煤

矿的时间应当不超过 30 min,因此规定部分煤矿企

业应当设立矿山救护队,不具备设立专业矿山救护

队条件的煤矿企业,所属煤矿应当设立矿山兼职救

护队,并与就近的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 目前,针对

矿山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已经开展了体系化建设,
其中包括企业所属的专兼职救援力量,但在兼职救

护队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障碍,导致其救援

能力不足,仍然需要采取科学措施增强其救援效能,
以便加速形成企业基层自救力量,并与其他救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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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辅相成[3]。 这是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与应急救援

工作的重要内容。

1摇 矿山企业兼职救护队建设状况

1. 1摇 相关制度建设

2011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依据《煤矿安全规程》 《矿山救护规

程》《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并结合实际

制定了《兼职矿山救护队管理办法》。 安全监管、监
察机构在安全生产有关行政许可审查中,依法审查

煤矿企业是否有符合要求的专兼职应急管理机构、
人员队伍[4]。 国家矿山救援指挥中心制订的《提升

煤矿灾害应急救援能力报告》中规定:年设计生产能

力在 6 万 t(含)以上的凡未建立专职救护队的煤矿

必须建立不少于 27 人(3 个小队)的兼职救护队,并
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企业兼职救护队伍制度建设

不断得到政策性支持。 矿山企业分散、数量较多的

省市,逐渐实施了兼职救护队建设标准,制订并落实

了矿山兼职救护队培训与考核细则等。
1. 2摇 队伍建设

目前矿山兼职救护队严格遵循最新的相关规程

和质量考核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了配置。 我国已建

成的矿山兼职救护队约 2 800 支,人员约 27 000 人,
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和内蒙古等自治

区。 例如云南全省 2012 年 9 月为止 1 200 多个煤矿

有兼职救护队 1 317 支,兼职救护队员 11 853 人。
通过平时专业培训,配备专业装备,逐年考核队员救援

综合能力,建立起了以专业队伍为主、兼职队伍为辅的

覆盖全省煤矿企业的矿山救护体系。 仅 2013 年,云南

全省煤矿专兼职救护队抢救煤矿事故 57 起,救出遇

险人员 91 人;参加煤矿预防性安全检查和技术服务

20 908 人次,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26 146 条;参加非煤

矿山、地面灭火、山体滑坡等社会抢险救援 18 起,救
出遇险人员 47 人。 又如山东全省截至 2016 年共有

兼职救护队 123 支、小队 197 支,有兼职救护队员

2 000 余人,建立以专业救护队伍为骨干、兼职救护

队伍为补充的覆盖全省的矿山应急救援力量。

2摇 矿山兼职救护队发展障碍

2. 1摇 人才队伍较薄弱

相关规定要求矿山兼职救护队伍建设以小队为

单位。 根据兼职队员人数设 1 ~ 2 个小队,小队由不

少于 9 人组成,设正、副小队长各 1 人。 设专职队长

1 人,专职仪器装备管理人员 1 人,兼职副队长 1 人。
部分煤矿企业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现实问

题:首先,人员的来源过于单一,绝大多数来自企业

在岗基层员工,缺乏较全面的矿山安全等专业理论

知识,欠缺正规系统化学习培训;其次,缺乏健全的

人才队伍激励机制,导致其缺乏主动学习训练积极

性,不利于救援人员能力提升和团队磨合。
2. 2摇 装备设施水平较落后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 (2016)、AQ 1008—2010
《矿山救护规程》和 AQ 1009—2007《矿山救护队质

量标准化考核规范》的相关装备配备标准,我国矿山

兼职救护队主要需配备通信指挥、个人防护、灭火、侦
检和工具 5 类装备,但对装备性能级别和技术先进水

平无强制规定[5];有的矿山企业只配备基础装备仅满

足基本救援需求,缺乏灾变环境条件下全面高效救援

所需的特种装备。 兼职救护队由于经费和非全职化

运行等原因,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为落后。
2. 3摇 建设资金欠保障

在兼职救护队建设过程中,经费问题直接影响

队伍的建设效果。 兼职救护队建设、运行保障所需

费用主要来自企业自筹,救援消耗资金主要承担者

是企业和当地政府,在实际运作时有较多不利于资

金快速有效到位的因素[6]。 另外,兼职救护队建设

资金还会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严重影响,队伍建设

的资金得不到充分保障。

3摇 矿山企业兼职救护队发展思路

3. 1摇 建设原则与功能定位

将《煤矿安全规程》 《矿山救护规程》等法规作

为矿山企业兼职救护队建设的依据和原则。 注重引

导兼职救护队建设质量,确保制度建设、救护队员培

训、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达标考核指标设置、救护队场

所设计、救援装备配置等内容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让
煤矿企业明确落实兼职救护队以下功能定位:

1)将坚持防、治、救相结合作为功能目标;
2)协助安全事故案例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工

作,编制学习和完善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3)重点提升灾变初期的应急响应与实战能力。

3. 2摇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要求兼职救护队伍由健康状况良好的矿山生产

采掘、技术通风、机电维修、运输驾驶、安全督察等多

岗位、全工位骨干人员共同组成,首先要筛选复合型

岗位人员、一专多能人员担任主力队员,保证人员专

业构成合理性[7],注重优化队伍年龄结构。
依据《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和企业

实际需求,量化队伍运作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量化安全与应急救援等技术培训时间,强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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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的日常监督、强化应急救援实训操作及合成演

练;提高队伍成员实战能力,全面提高队员的专业知

识素养和科学规范化作业意识,并通过标准化的技

能技术考核手段检验队员的学习培训效果[8]。 此

外,需要积极开展队员临场心理学教育,使队员在危

急场合具备良好的自我心理调节控制能力,以便在

事故现场做出正确的应急决策与处置。 总之,在促

进人才队伍建设时坚持以下发展方向:
1)重视救援人才培训,引进部分专业救护队的

培训方法,扩充人才训练资源,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

软硬件保障;
2)注重学习相关的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办法、事

故救援技术和成功经验,注重培养队员在生产和事

故现场分析识别灾变环境安全状态和施救作战的

能力[9];
3)使队员树立安全操作意识、安全防范与相互

监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互相救助意识;
4)要充分学习煤矿为主的矿山应急救援典型案

例,提高装备实操水平,加速形成与专职救护队协同

辅助作战能力[10]。
3. 3摇 提高救援装备水平

矿山企业根据产业规模、安全风险评估状况,在
配齐兼职救护队伍所需的常规装备后,重点采用适

用性良好的新型现代化装备。 例如可采用高效灵活

装备用于矿山应急救援时远距离气体环境侦测和井

下岩石开槽、切缝及大型木结构加工制作等。 需要

在装备救援技术水平和装备管理方面进行科学优化

提高,必要时可组织兼职队员到国家及区域级救护

队租借用设备场地进行救援装备实训,从而间接提

高培训水平,克服条件不足导致的应急救援训练弱

化缺点[11]。 统筹应急资源保障,健全应急物资储备

与调度策略,增强应急物资调度响应能力。 适时建

设救援装备物联网智能化管理,提高重要物资查寻

和调度效率;可推广在井下常备救援用的集成工具

与装备包等。
此外,可定期对救援装备进行标准化性能检

测[12],通过矿山企业间技术合作,或与科研院所合

作建设技术平台用于装备性能测试;实施救援装备

性能检测、故障诊断等技术检测,确保救援装备能满

足各种条件下的救援作业。
3. 4摇 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

兼职救护队可运用已有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借用信息网络熟悉了解矿井工况及布置情况,井下

安全及救援设施,井下人员定位,重要灾害信息的实

时采集、分析、报送等。 发挥矿山信息平台实时性的

优点,实现生产系统与应急救援相兼容,为抢险救灾

服务;这也是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应急平

台建设的意见》管理路线。 积极适应矿山生产信息

化技术变革时代环境下煤矿救援工作,实现由被动

抢险转向主动监控预防的转变。 例如利用矿井监控

网络系统收集现场信息作为应急救援分析决策依

据,或者运用系统自带的智能预警系统分析结果指

导救援行动和治理控制灾变环境[13];也可采用诸如

应急救援行动方案自动生成系统,利用关系数据知

识库,采用数字化预案,实现矿山救援预案的自动生

成[14]。 此外,要充分利用矿山各信息子系统提供的

数据为兼职救护队员培训工作服务;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提供事故救援模拟演练与学习的环境[15];运用智能

手环等技术产品监测受训队员或伤员的生理状态等。
总之,提高信息化技术运用水平时需要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产品,使救援效能得到更好的技术保障[16]。

4摇 结语

我国目前亟需通过应急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

置,统筹应急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

指挥、统一调动,做到专兼常备、平战结合、反应快

速,以便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公共安全的能

力;同时重点实行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指导各类灾

害防治,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

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督促建成综合性常备应急

骨干力量,负责社会救援力量联合训练、协作培养和

救援合作。 而矿山兼职救护队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

重要一线补充力量,为了确保其合理建设和良好发

展需要注重以下发展方向:
1)将矿山企业实情与法规、制度相结合进行兼

职救护队建设和改善工作;
2)形成安全生产与兼职救护队良性运行所需的

互惠机制;
3)主动融合创新技术和管理策略到兼职救护队

运行全周期内;
4)积极响应国家应急管理新思路,实现矿山兼

职救援力量满足新形势下的救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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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改变此因素是否会影响其他性能,如纯度、回收

率、操作难度等。 实际设计中最佳参数组合应从初

投资、运行及维护等各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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