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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核化生灾害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探索 
徐驰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 78668 部队  四川成都  610203） 

摘要：受恐怖活动、极端自然条件影响，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核化生灾害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危害。历次的核事故不仅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健康危害，还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在我国，化学事故随着化工工业的繁荣，生产活动的频繁而

时常出现，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还对人员心理造成阴影。所以加强核化生灾害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对降低灾害危

害后果，稳定民众情绪意义重大。下面结合西南地区核化生应急力量建设实践谈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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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西南地区，核化工业繁荣发达、设施众多。不论是极端自然条件破坏、还是人为疏忽或者有意恐怖

活动，都会发生核化生灾害，将对民众造成现实的危胁。怎样降低核化生灾害后果呢？当然一是加强安全

生产的监管、加强安保，减少人为灾害事故；二是科学预测、制定防范措施，增加抵抗极端自然条和人为

造成事故的能力；三是加强应急力量建设，实施科学快速精准的救援行动，降低既成事故的客观危害。对

于核化生灾害应急力量建设，应当充分分析预测核化生危害可能发生种类、范围、强度等级，进行合理的

组织建设、队伍建设、装备建设、技术力量建设，以满足既成核化生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行动需求。下面我

结合西南地区实际，谈谈核化生灾害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看法。 

1 西南地区核化生灾害面临的危胁分析 

西南地区核设施主要在盆地边沿或山岳地区。大部分核设施均根据“靠山、分散、隐蔽”三线建设原

则建成，分布于长江上游各支流的峡谷地带，大部分紧靠长江水系。反应堆有 10 多座，其中有生产型反应

堆和实验研究型反应堆、有退役的反应堆和正在运行的反应堆。放射性物质主要有放射源、核原料、核燃

料、核废料，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万吨，其中有气态、液态、固态，有有机物、无机物，有高放、中低放

物质。部分核设施建设年代久远、设备及标准陈旧，如果遭恐怖袭击、地震等极端自然天气影响便容易造

成现实的核灾害。西南地区也是化工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生产、使用、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工企业 1600
余个，年生产、储存总量 1800 余万吨，其中剧毒类 10 余万吨，重大恶性化学事故每年都有发生且呈上升

趋势；大量有毒物质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活动难以预测和控制，化学灾害危胁变得严重而现实。 
2005 年云南安宁的黄磷大火事故，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对当地居民造成极大的恐慌，由于

当时技术力量建设落后，没有得到有效技术支持，在救援过程中还出现救援人员受到化学伤害。2009 年昆

楚高速上一装载有毒化学物质的罐车倾覆，由于处置不及时，手段不科学恰当，造成环境严重的污染，当

地居民出现了极度不满情绪和恐慌情绪。 
由此可见，西南地区，核化工业发达，其生产厂家多，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都会存在灾害的现实

危胁。客观上，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核化事故，如果处置不及时、不科学合理，便导致环境、水源的污

染，给人们生命健康带来危害。特别是一些性质稳定的有害化学危险品或放射性物质泄漏后，如果处置不

及时，将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其危害的不仅是当时当地的民众，还会危及子孙后代。所以，核化生危胁现

实而严峻，加强核化生灾害的防范，加强应急力量的建设，实施快速科学合理的应急救援行动将是降低危

害的 有效 直接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当务之急。 

2 西南地区核化生灾害应急力量建设现状分析 

为了降低核化生灾害后果，西南地区进行了应急力量建设。成立了核化生灾害应急办公室，各核化工



2013 中国指挥控制大会论文集 

528 
 

厂都成立了事故应急组织，陆军、武警还组建了专业的核化生应急救援队，采购、装备了大量相应的救援

装备器材，具有一定的核化生灾害处置救援能力。各化工厂和核设施事故应急处置技术小组，用于平时场

内一般核化生事故处置，专业力量用于场外应急和特殊情况的应急。但总体来看，西南地区应急力量建设

整体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与核化生灾害科学、快速、合理、彻底无害化处置的技术要求还有差距，目前，

应急力量建设现状主要如下： 
2.1 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核化生灾害应急力量建设的大脑。只有统一的指挥，畅通的指挥渠道，才是快速反应的基

础。建立高效的组织，一有事故，才能第一时间组织应急行动。西南地区成立了核化生灾害应急办公室，

公布了电话，并根据核化工业设施分布情况，成立了相应的应急组织，四川重庆片区以两个防化营为主体

的核化生灾害应急分队，赋予了应急任务，配备了一定的装备器材；云贵州地区以防化团核化生应急救援

队为主体，建立专业救援力量，主要执行该区域的核化生应急救援任务。军区防化技术大队为核化应急提

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2.2 专业力量建设 

2007 年，受昆明市政府邀请，在防化团成立了专业的核化生灾害应急救援队，主要负责云南地区的核

化生灾害的应急处置。该救援队根据平时事故的需求，充分分析了历次核化生灾害事故的特点规律，研究

了事故源的危害特性，并从防护手段，医疗技术需求，处置技术上进行了探索，确定了以事故侦察、危害

源浓度监测、微气象环境监测、封堵控制、压制洗消、污物转运、公众撤离、核化伤救治、无害化环境处

理等任务作为研究的方向，进行人员编组、装备配备采购、组织训练和演练，已经是一支比较专业的救援

力量队伍。 
2.3 技术力量建设 

处置技术是核化生灾害应急的灵魂。核化生应急救援不同于一般事故的救援，比一般的救援具有更大

的危险和更高的技术要求。核化生灾害救援具有显著特征，一是高危险性，稍有不慎就有可造成严重的核

化伤害，甚至能让人失去生命；二是对专业设备器材的依赖，如放射性物质没有明显感观特征，一般人无

法知晓和发觉就已经受到伤害，必须借助专业的探测仪器和专用的转运器材；三是防护措施和处置手段具

有特殊性，每一种化学物质的理化性质都不相同，生物效应也不一样，对环境的危害特性也不一样，在处

置是就应当采用“特事特办”的原则，不能采用大众化的一般技术手段。 
为了适应核化生灾害应急任务的完成，西南地区研制了常见化学危险品处置《专家库》，其中收录了上

千种常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品名、理化性质、防护、处置手段等，在日常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但在现实的核化生灾害面前，在纷繁复杂的有毒有害核化危险品面前，要建立功能更加强大的技术

保障系统，才能满足未来应急救援的需求。 
2.4 救援装备建设 

装备是应急力量的基础，所以在核化生灾害应急装备建设方面更为重视，除了上级配发的应急救援装

备以外，还自购了部分在实践中急需的技术装备器材以满足核化生灾害处置需求。对用于战时的一些装备

器材进行功能拓展，不仅提高配备装备的使用效率，也发挥了现有装备的效能，配合自购装备器材，在历

次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南战区在装备建设自购装备中：一是采购 15 部高灵敏度的传感检测设备（诸如 H2S，SO2，CO，CH4，

Cl2，H2 等传感器），实现了对常见化学危险品的快速检测与环境监测；二是采购添置了封堵器材设备结合

于高机动性能的现有装备，以应对化学事故常见的裂、漏、爆等情况的快速处置；三是采购装备了一定比

例的隔绝式防护器材（重型防护服），主要是应对化学事故高温高热、强酸强碱、强腐蚀性、及小分子危险

品的污染空气的作业环境，保障人员的安全作业；四是配备了化学救援医疗箱组，主要是针对常见的化学

伤急救处置的药品与医疗器械，为防护不及时或场区受伤人员的救治。 
在利用现有装备器材中：一是利用侦察车辆作为机动平台，在提高救援人员机动能力的同时，还可以

进行军用毒剂的侦察鉴别和监测；二是利用气象仪，对微环境进行气象监测，对核化危害扩散提供基础依

据；三是利用现有的洗消装备，可以实现快速、彻底、大面积的沾染洗消，同时可以对泄漏处进行压制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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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总之将配发装备与自购装备配合使用，就基本可以完成对一核化事故的应急处置，加强平时的训练和

演练会快速提高应急能力。 

3 核化生灾害应急力量建设探讨 

加强核化生应急力量建设，是有效降低既成核化生事故灾害后果的有力保证。快速、科学、合理、高

效的核化生灾害事故处理，才能把危害降到 低水平，而加强核化生应急力量的建设，除了资金上的大量

投入以外，主要应当加强以人才、装备、技术力量建设，加强演练。加强整体统筹、组织协调指挥，形成

战区内的核化生灾害应急力量网络体系，确保一旦有事故，可以在第一时间调配 近 合理的救援力量进

行科学、快速、高效的处置，降低危害。核化生灾害应急救援的组织是神经，而人才、装备、技术是基础，

演练是力量生成的催化剂，下面我从基础建设方面谈几点看法。 
3.1 突出人才建设，是提升应急力量的关键 

人是关键因素，把人才建设放在首位。突出人才建设，一是装备人才建设方面，从人员抽组上就经过

严格的挑选，将政治思想强、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知识的人员组成应急救援队，在应急人员的培养上，我

们主要采取请进来指导与送出去培训的方式提高人员对装备的维护保养技术水平和熟练操作能力，实现人

与装备的有机融合， 终将这些人员变成了现有和购买装备日常维护保养及使用的骨干和主力军。当然，

在装备的管理上也实行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了救援装备的完好率，切实实现了一声令下，拉得动，出得

去，任务完得成。达到“两个不经”，便可以执行任务的要求。二是技术人才建设方面，成立技术保障小组，

将有核化专业基础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核化灾害应急的技术研究，充分分析核化危害的规律，探讨处置

的科学高效的技术方法手段，为技术救援奠定基础。 

3.2 加强装备建设，是提升应急力量的重要基础 

装备是基础，要把装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应急救援装备建设上，一是利用现有的装备器材，拓展

其功能，发挥其作用；二是根据历次救援行动中装备器材需求，进行相应采购或组织研发；三是建立装备

采购信息数据库，掌握现有救援装备的动态，一旦有任务可以采取紧急征用或紧急采购的方式保障应急救

援行动。 
从现有的装备情况来看，核化救援队的装备基本满足一般核化事故应急处置，但其他应急任务部队装

备仅是统一配备的有限装备，无法满足核化事故应急的需求。西南地区地域广阔，核化危险源分布广，数

量大，仅靠专业力量不能完成战区所有的核化事故应急任务，需要更多的专业力量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

核化危害事故。应当加强其他应急力量的装备建设，提升救援能力，增加处置的技术手段。以应对核化灾

害事故复杂多变形势。 
从救援实践来看，不论是多么严重的核化事故，其种类往往是已知的，不需要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侦

察确认和化验分析，所以侦检装备功能发挥就不单是对不明物质的侦察确认，而是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环

境监测，浓度监测。介定监测不同物质就需要不同的传感器，而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又何止千万，所以现

有的监测装备是无法满足现实中复杂多变的核化事故需求。研制一种普适的监测装备，对有毒有害物质进

行空气监测，对环境进行监测是对装备的现实需要。对应急救援装备需求进行深入研究，开发针对性强的

技术装备，为救援力量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核化生灾害事故科学合理、彻底快速处置的保障。 
3.3 加强技术力量建设，是提升应急力量的根本保障 

技术力量是救援行动的灵魂，也是救援行动的根本保障。没有强大的技术保障，没有针对性的处置技

术手段，如果千篇一律地采用常规的围、堵、消、埋等方法，不仅对环境的危害较大，而且后患无穷。为

了确保科学救援，要树立技术救援的思想，不能只图表面上的完成任务，给环境留下后患，防化技术大队，

已经针对西南地区内的核化危险品理化性质和危害，处置手段和防护措施，毒害机理和中毒急救等技术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正在开发核化生事故处置的技术保障系统。该系统研发成功，将在核化生灾害应急技术

力量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根据构想，其救援能力也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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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救援演练，是提升救援力量的有效途径 

救援演练是催化剂，也是提高救援能力 有效方法。只有熟练掌握装备器材，经常快速出动演练，才

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快速到达现场，以 快的速度了解情况，展开救援工作。如果出不去，赶不

上，一切救援装备和力量对于救援行动就没有意义。核化危害的特点是：多一分钟，就有可能多一份危险，

多一份损失。 
加强指挥演练，加强装备演练，是提高战备水平的有效方法。一是指挥演练可以保证指挥渠道的畅通，

一有事故，其指挥口令能以 快的速度到达任务部队；二是演练经常，任务部队可以在 短的时间作出正

确的反应，展开救援行动；三是可以确保救援装备器材随时随地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总之，加强救援演

练，是提升救援力量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