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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研究
涂晓晨，邵 争，李付伟

（毕节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台），贵州 毕节 551700）

0 绪论
自从改革开放到如今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我国的地震灾害的

防治工作和救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国

家对地质灾害工作防御的重视和相关设备的完善，对于地震灾

害的救援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当前的专业领域，包括

地震的监测预报和最终发生地震后的损失评估工作，都能够做

到让群众满意；特别是在救援工作中能够做到妥善安置，及时恢

复，全面保障，有效规划和指挥，在历次的地震灾害的救援工作

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日本京都大学的林春男在其毕业的博

士论文中《构建应急救援体系的基本结构》提出必须要适合日本

的国情，应急救援应该包括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日本对地震颇

有研究的学者竹中平藏、船桥洋经过多年的研究，最后写成《日

本“3·11”大地震的启示》一书，在书中关于灾害救援的工作，主
要分为三个层面进行阐述，首先分析合理的组织机构是救援工

作的保障、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救援工作的基础、高端健全的灾害

科技防御系统是基本条件，对其他国家的救援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美国危机管理方面的专家，诺曼·R·奥古斯丁认为，对于突发
事件的应急救援过程中，要采取必要的紧急应对措施，只要办法

得当，可以避免灾害的发生。对中国地震有多年研究的学者徐德

诗、田义祥，也是两位在国家地震局工作多年的专家，通过回忆

写成了《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组建回忆》提出要做好，在短

时间内达到国际救援标准，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领导决策、完

善的管理机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配合先进救援设备、坚持不

断训练和实践。

1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1.1 地震应急救援
所谓的地震应急救援是遇到自然灾害和地震后，为了及时躲

避危险，防止地震所带来的灾难和损害，一般由政府部门主导，

采取有效措施，按照一定的工作流程，实行紧急预案，进行抢险

救援行动，主要包括地震前的预警响应和地震时的应急处置，地

震后的应急预案启动和灾后重建，以及相关民情处理的问题，地

震应急救援是一个完善的地震救援系统化的工作流程。

1.2 能力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能力的概念起源于心理学，简单的讲是一种个体处理某种事

情的能力，在《辞海》里将其含义概括为“掌握和运用知识所解决

问题的一种特征，并将其分为普通能力和特殊能力。从能力的定

义中可以看出，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包含个体和组织两个层

面的进步和完善。个体的完善不必赘述，而救援组织的完善，按

照系统观点来看，救援工作是一个完善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

分支机构之间，必须要达到完美的协调统一，形成有机的整体。

2 毕节地区历次地震情况
2.1 震情概况
毕节市处于我国西南部的一个地震带附近，构造相对独特，

毕节市的威宁县大部分区域别确定为国家级地震重点防御区，

七星关、大方、金沙、赫章为省级地震重点防御区。据统计，2010—
2015 年监测记录到毕节市辖区内共发生了 56 次震级地震，其
中Ms1.0 以下共 3 次，Ms1.0 ~Ms2.0 级地震共 28 次，Ms2.0 ~
Ms3.0级地震共 20次，Ms3.0以上 5次，未发生中强度及以上破坏
性地震。

2.2 救援能力建设现状
当前毕节市的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相关的教育基地建设已

经基本就绪，并得到省地震局相关检查组的审核认定，成为当前

防震减灾工作的主要基地。配合省地震局开展地震移动指挥协

同系统建设，与省地震局工程防震研究院完成赫章、大方、金沙、

黔西、织金等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基本监测台站堪

选工作。根据贵州省地震局下达的建设任务，毕节市将建设基准

摘 要：毕节市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东缘，构造运动强烈，各种构造行迹叠加、相互交错，地震形
势不容乐观. 本文针对毕节市当前救援能力建设的现状，研究具体的救援能力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并
针对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策略和方法，希望能推动毕节市应急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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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2个、基本站 5个和一般站 7个，实现“一县一台”。根据我市
地震应急工作现状，针对 2012 年“9.7 彝良威宁 M5.7级地震”、
2014年“8.3鲁甸 M6.5级地震”等应急工作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组织实施多个省、市科研项目，开展地震应急救援技术研究和体

系建设。着力解决我市地震应急工作中的信息技术、辅助决策手

段不足等实际需求。

3 毕节市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3.1 典型案例

毕节市积极应对威宁“8.15”4.4级地震，首先根据中国地震
谈相关网络监测的结果，在 2018年 8 月 15 日，21时 28分 11
秒，将会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石门乡（北纬 27.43°、东经
104.00°）发生 4.4级的地震，整体震源的深度达到 10km，贵州地
震局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进行全面筹划和布局安排，毕节市防

震减灾相关的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及时摆脱地震灾源地区，

与毕节市防震减灾局的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展开相关的救援工

作，作进行指导和技术支援。本次地震总体上破坏轻微，未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考察对比，石门乡营坪村相对破坏较

重，为本次地震宏观震中。震后 10h共记录到共记录到发生余震
总数为 43次，其中 1.0~1.9级 10次，2.0~2.9级 1次，最大余震为
8月 15日 21时 29分的 2.8级地震。
3.2 存在的不足和短板
在地震发生后做好相关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是减少人员和

财产损失的基措施，也是防震减灾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震应急管理机制需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创新与探索，不断

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建设，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防灾减灾和应

急管理经验，规范应急管理工作程序，加强应急措施，才能在应

对突发地震灾害事件中发挥作用，取得显著的减灾实效。

（1）毕节市地震监测预报能力有待提高。毕节市地震观测台站
规模小、密度低、布局不合理、监测能力弱。毕节市共有 4个地震机
构，但仅有毕节地震台和威宁县地震台正常开展地震监测工作。

（2）毕节市地震前兆监测手段缺乏。全市范围内尚未建立地
震前兆观测台站，对地震前兆分析预报缺乏必要的设备和条件，

直接影响毕节市地震监测的工作水平和成效。

（3）地震应急保障工作比较薄弱。地震应急保障经费预算不
足，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应急设施和物资储备少、现场工

作装备单一，不能完全满足毕节市应急管理局地震现场工作需求。

3.3 救援能力建设需达到的目标
组建专长兼备的地震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协同救援机制；结

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救援物资的储备和相关装备的

完善；建立完善的统一指挥中心，实现应急信息的全面传达和处

理。应急辅助指挥、灾情评估等功能毕节市地震监测预报，同时

要弥补应急救援短板，提升应急救援的针对性，在救援能力建设

方面符合国家的要求，满足毕节市的基本需要，形成一个人民满

意的可靠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3.4 遵循的原则
救援能力建设需要坚持，始终以党的政治方针为根本，以人

为本坚持分级负责指挥，制定和落实具体方案，分步实施；坚持

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3.5 解决救援能力建设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3.5.1 积极完善地震监测网络
加地震监测台站建设，争取上级部门和市里投入，建设必要

的地震监测台站和前兆监测台站，构建毕节市地震监测台网和

地震前兆监测台网，进行地震监测技术平台建设。

3.5.2 加强“三网一员”队伍建设
所谓的三网一员指的是在整个救援能力建设过程中，要不断

的加强地震监测基础工作，要保证做到群测群防，建成完善和谐

有机统一的防护措施和指挥体系，积极推动在威宁建立完善“三

网一员”网络建设。同时要加强地震宏观监测和基础建设的工

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救援能力建设的整体过程中。

3.5.3 加强单位内部地震应急能力建设
进一步明确单位内部各应急岗位的职能、任务和责任，加强

各应急岗位的业务培训和演练。完善地震现场工作设备，为地震

现场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

3.5.4 广泛宣传，普及应急防灾意识
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大力宣传，是增强救援能力建设和保障

救援效果的有效途径，做好全民普及教育是提升地震灾害有效

防御的有效措施，所以要不断宣传和普及应急地震灾害防御知

识，采用多种宣传手段扎实推进相关工作，要保障地震防御知识

能够进入学校，进入机关和社区，进入农村，进入企业，进入家家

户户，让全社会都有较好的地震灾害防御知识及较好的应对自

然灾害的救助能力和承受能力。

4 结论
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要从指挥机构建要抓住专业队伍建

设、社会力量动员；运行保障可以分为法规制度建设、预案建设、

标准建设、协调机制；后勤保障可以分为经费、装备、物资。依据

本地实际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水平，既能在灾害发生时提高

救援效益，也能提高政府的地震灾害应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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