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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事故应急管理》是一部全面介绍现代事故应急管理的著作。
《现代事故应急管理》对事故突变机理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以应急管理生命周期为主线，对现
代事故应急管理体系中各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从应急规划、应急体制、应急法制、应急机
制、应急预案、应急资源、应急平台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现代事故应急管理》适用于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公共管理、安全规划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阅读和参考，也适用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等院校安
全工程专业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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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典剑，北京科技大学安全工程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安全评价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目前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应急管理、风险管理与安全规划等研究。
曾先后参加多个国家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在《城市规划》、《安全与环境学报》和《自然灾害学报
》等国家核心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从SARS爆发看中国城市应急预警机制》、《城市重大事故可
持续应急的过程性特征研究》、《国家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法制研究》、《区域应急体系建设模式研究
》等20余篇论文，其中EI检索4篇，ISTP检索2篇。
参与编写《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价》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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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现代事故应急管理基本理论　　2.1　事故基本理论　　2.1.1　事故基本概念　　2.1.1.1　事故
隐患与危险源　　A　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是指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
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可能导致重大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加强对重大事故隐患的控制
管理，对于预防特大安全事故有重要的意义。
1995年劳动部颁布了《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对重大事故隐患的评估、组织管理、整改等要求作
了具体规定，但由于对重大事故隐患概念上的不清和行政职能的转变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实质性地推
行。
2007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并将2008年定为隐患治
理年。
　　B　危险源　　长期以来，不少专家不断结合社会实践试图对危险源进行精确定义和分类，但是
也形成了危险源定义的不统一。
吉布森能量意外释放理论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场所、设备、设施中，物质能量的转换失控，
可以造成事故。
这种破坏性能量的存在就是危险源。
危险源有明显的静态特征，量化概念对应“固有危险度”。
危险源可以简化定义为：有失去控制可能的突变能量（或有害物质）积聚。
　　在当前的安全生产实践环节，危险源定义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无论如何定义，一个电插座、一杯开水、一个门槛、一盆吊兰都在危险源定义范围内，可以这么说，
危险源即使不是无处不在，广泛存在总是客观事实。
至于我们关心的，是重大危险源。
　　各种危险源，处于各自的实际管理状态或监控状态。
由于人为干预不同，即便是同一类的危险源，现实危险度也会截然不同。
以核电站为例，从能量失控角度讲，核反应堆是极其重大的危险源。
但是由于多重保护、预警、反馈技术，以及严密管理和有效控制，核反应堆也可以不构成重大隐患。
　　总之，重大危险源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或部位，是爆发事故的源头，是能量、危险物质
集中的核心，是能量从那里传出来或爆发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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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9·11”事件后的废墟、韩国大邱地铁火灾中绝望的哭喊、人们面对SARS病菌的恐慌以及
印度洋地震海啸、四川汶川地震中噩梦般的山崩地裂，再次说明了加强现代事故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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