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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风险

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我部制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年3月12日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管理，完善

应急预案体系，增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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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应急预案编制、评审、发布、备案、培训、演练、评估

和修订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应急预案管理应当遵循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企地衔接、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应急预案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预案的规定，符合工作实际和工程项目

实际情况。

　　第二章　预案编制和内容

　　第五条　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工程项目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本部门综合应急预案；

　　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本单位综合应急预案，并按照影响工程周边环境事故类别编制工程项目应急预

案；

　　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所承担工程项目的综合应急预案，并按工程事故、影响周边环境事故类别编制

工程项目应急预案，同时制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第六条　各类应急预案编制内容各有侧重。

　　综合应急预案是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对工作的总体安排。主要规定工作原

则、组织机构、预案体系、事故分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应急保障、培训、演练与评估等，是应

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各类质量安全事故的综合性文件。

　　工程项目应急预案是指针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而预先制

定的工作方案。主要规定应急响应责任人、风险防范和监测、信息报告、预警响应、应急处置、人员

疏散组织和路线、可调用或可请求援助的应急资源情况以及实施步骤等，体现自救互救、信息报告和

先期处置特点。

　　现场处置方案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事故现场处置工作而预先制定的方案。主

要规定现场应急处置程序、技术措施及实施步骤。侧重于细化企业先期处置，明确并落实生产现场带

班人员、班组长和调度人员直接处置权和指挥权；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科学组织有效施救，确保救援

人员安全，并强化救援现场管理。现场处置方案是工程项目应急预案的技术支持性文件。

　　第七条　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开展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和能力评估的基础上进行。质量安全

风险类别见附件。

　　第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应当相互衔接，并与所涉及的其他

部门和单位应急预案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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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应急组织机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装备物资储备清单、应急集结路线图等应急资源信

息应当及时更新，确保信息准确有效。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应急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应急资源信息的及时更新与管理。

　　第三章　预案评审和发布

　　第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对各自编制的综合应急预案组织评审。工程项

目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可视情况组织评审。

　　第十一条　评审人员应当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或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预案涉及的其

他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评审人员与应急预案编制单位不得存在隶属关系。

　　第十二条　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应急预案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是否与有关应急预案进行了衔接；

　　（二）主体内容是否完备，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责任分工是否合理明确；

　　（三）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是否具有针对性；

　　（四）响应级别设计是否合理，应对措施是否具体简明、管用可行；

　　（五）应急保障资源是否完备，应急保障措施是否可行。

　　评审后应形成书面评审意见。

　　第十三条　应急预案发布前，编制单位应当征求预案涉及的其他部门和单位意见。

　　第十四条　应急预案应经编制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的负责人审批。

审批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五条　应急预案发布后，编制单位应当将预案送达预案涉及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第四章　预案备案

　　第十六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在综合应急预案印发后2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单位备案。

　　（一）建设主管部门综合应急预案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建设单位综合应急预案报送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三）施工单位综合应急预案报送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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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应急预案备案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应急预案文本及电子文档；

　　（二）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第五章　演练和培训

　　第十八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

方式，组织开展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

　　第十九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结合实际情况定期

组织预案演练。建设主管部门每3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有针对
性地经常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视情况可加大演练频次。

　　第二十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进行评估，并针对演练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评估和修订意见应当有书面记录，并及时存档。

　　鼓励委托第三方进行演练评估。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定期开展应急预案和相关知识的培训，至少每年组织一

次，并留存培训记录。应急预案培训应覆盖预案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检

查培训开展情况。

　　第六章　评估和修订

　　第二十二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修订预案，修订情况应有记录并归档。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二）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规模发生较大变化的；

　　（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风险发生较大变化的；

　　（五）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工法等发生较大变化的；

　　（六）在事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重大问题，需要作出调整的；

　　（七）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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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对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分类分级标准等重要内容

进行修订的，应当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评审和备案。　　

　　第七章　人力和经费保障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应急预案的编制、

评审、备案、培训、演练、评估和修订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将应急预案编制、评审、培训、演练、评估

和修订等工作所需经费纳入预算，统筹安排；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预案要求落实相应的应急物

资、装备及队伍，保证相应费用的投入。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类别

　　一、工程施工风险

　　（一）明挖法施工风险

　　主要从工程及水文地质、围护结构施工、基坑降水、支撑架设及拆除、土方开挖、主体结构施工

等进行风险分析。重点分析永久结构、围护结构（围护桩、连续墙等）、边坡、支撑构件（锚索、围

檩、钢支撑）、模板支架的稳定性，以及基坑进水、基底隆起的风险。

　　（二）盾构法施工风险

　　主要从工程及水文地质、盾构吊装、盾构始发和到达、盾构开仓及换刀、管片拼装、电瓶车运

输、联络通道施工等进行风险分析。重点分析进出洞土体的稳定性、开仓过程中土体稳定性及有害气

体、盾构进水的风险。

　　（三）矿山法施工风险

　　主要从工程及水文地质、竖井开挖、隧道开挖、爆破作业、联络通道施工、初支及二衬结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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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风险分析。重点分析冒顶、片帮、涌水、模板支架坍塌的风险。

　　（四）高架段施工风险

　　主要从工程及水文地质、基础施工、墩身施工、架桥机架设作业、桥面铺装作业、预应力张拉等

进行风险分析。重点分析模板支架稳定性。

　　（五）轨行区及机电安装施工风险

　　主要分析轨行区吊装、铺轨、安装、装修等作业以及机电设备吊装、运输及安装调试作业的操作

风险。

　　（六）其他施工风险

　　主要分析工程施工过程中（含施工前场地“三通一平”及房屋拆迁、管线拆改迁、临时建筑物搭
建、临时电路架设等前期工作）可能造成设备倾覆、起重伤害、机械伤害、触电、脚手架垮塌、物体

打击、高空坠落、火灾、车辆伤害、爆炸伤害（锅炉、容器、瓦斯、炸药）等风险。

　　二、自然环境与周边环境风险

　　（一）自然环境风险

　　主要包括：天气灾害风险、地震灾害风险、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河湖海洋灾害风险等。

　　（二）周边环境风险

　　主要包括：工程邻近的建（构）筑物、地下管线、桥梁、隧道、道路、轨道交通设施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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