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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次黄石港区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是在现场勘察、收集资料的

基础上，在查阅区政府、区应急管理局提供的相关资料和现场检查、

考察、问询的基础上，对黄石港区突发事件风险因素及综合管理现状

进行风险评估，形成报告为编制黄石港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相

关专项应急预案提供参考。

2 总则

2.1编制原则

1）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在组织评估和撰写评估报告等各个环节，

都从思想和形式上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确保评估结果的可信、可用。

2）坚持发展性原则。评估不是目的，促进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

和完善才是目的。评估过程中，应始终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主要

目标，建设性地开展工作。

2.2编制依据

2.2.1国家法律

《中国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 6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 88号）；

《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主席令第 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主席令第 2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席令第 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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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9]第 708 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第 49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主席令第 7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主席令第 5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主席令第 5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主席令第 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主席令第 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主席令第 2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主席令第 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 2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主席令第 67号）。

2.2.2行政法规

；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 549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3]第 645 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88 号）；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88 号）；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

第 59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19〕第

721 号）；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6 修订〕第 6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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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2011 修订〕第 588

号）；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6 修订〕第 666 号）；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9 修订〕第 714 号）。

2.2.3部门规章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和修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框

架指南》（国办函〔2004〕33 号）；

《省(区、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国

办函〔2004〕39 号）；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国务院应急办函〔2009〕62 号）；

《安全监管部门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安监厅应急〔2011〕222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88号公布，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修正）；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2009]第 21 号）；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指南（试行）》（安

监总厅应急[2009]73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安监总厅应急〔2014〕

95 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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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总局令[2015]第 79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45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修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修正）；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目录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

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 号）；

《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

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号）；

《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 调整版）》（国家安监总局等十部门

〔2015〕第 5 号公告，应急管理部等十部门〔2022〕第 8 号公告修订）；

《高毒物品名录》（卫法监发[2003]142 号）；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

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142 号)；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应急管理部等 4部门

公告，2020 年第 3号）；

《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应急厅〔2019〕

62 号）。

2.2.4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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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第 367

号）；

《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325 号，自 2023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实施细则》（鄂安监规

［2017］第 1 号）；

《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实施办法》（鄂政令〔2020〕414 号）；

《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2]第 354 号）；

《湖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湖北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细则》

（鄂应急规〔2021〕2号）；

《湖北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鄂应急规

〔2021〕4号）。

2.2.5标准规范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指导手册》（安委办函〔2020〕56

号）；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安委〔2019〕5号）；

《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指南（试行）》（安委办

函〔2021〕45 号）；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6

29639-2020）；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救援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GB/T

38315-2019）；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公共预警指南》（GB/T 40054-2021）；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估指南》（AQ/T

9011-201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AQ/T 9007-201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AQ/T 9009-201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版）》（GB50016-201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GBZ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

（GBZ2.2-2007）；

《企业员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13861-202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用电安全导则》（GB/T13869-2017）；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督规程-工业管道》（TSGD0001-2009）；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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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WS/T679-2020）；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人员防护 导则》（WS/T680-2020）；

《机械工程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51155-2016）；

《机械安全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35076-2018）；

《机械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和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

要求》（GB/T8196-2018）；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版）》（GB50028-2006）；

《 消 防 应 急 照 明 和 疏 散 指 示 标 识 系 统 技 术 标 准 》

（GB51309-2018）；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17）；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16）；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2.2.6其它参考资料

黄石港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2.3评估范围

本次进行黄石港区突发事件风险评估的范围为黄石港区整个行

政区域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突发

事件风险评估。

3 黄石港区概况

3.1黄石港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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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地理位置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

市。黄石市地处我国中部腹地，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地跨

东经114°31´～115°30´，北纬29°30´～30°15´之间。东北临长江，

与浠水区、蕲春区、武穴市隔江相望，北接鄂州市，西靠武汉市江夏

区，西南与咸宁市咸安区、通山区为邻，东南与江西省武宁区、瑞昌

区接壤。

黄石港区是黄石市的东大门，地处长江中游南岸，黄石长江大桥

和鄂东长江大桥(长江二桥)贯通南北，半小时到达武汉，15分钟到达

鄂州花湖机场。辖区有全市正在兴建的两个“一号工程”(沿江大道、

城市有轨电车)的起点和主体部分，全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略

枢纽地位日益凸显。

3.1.2辖区街道、面积、人口

黄石港区是黄石市的中心城区，东临长江，西依磁湖，南接西塞，

北与鄂州毗邻，距离鄂州花湖机场核心区仅8公里，面积50.6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24万，辖花湖、黄石港、沈家营、胜阳港4个街道办事

处，1个管理区(江北管理区)，33个社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黄石港区常住人口241589人。

黄石港区各街道办事处和江北管理区人口分布情况见表3.1-1。

表3.1-1 黄石港区行政区划及人口分布情况

序号 行政区名称
人口

（人）

面积

（km
2
）

下辖行政单位

1 花湖街道办事处 51750 8.7675 社区居民委员会

2 黄石港街道办事处 66304 6.2379 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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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家营街道办事处 76574 6.4788 社区居民委员会

4 胜阳港街道办事处 43364 1.9267 社区居民委员会

5 江北管理区 3597 3.2898 社区居民委员会

合计 241589 26.7006

3.1.3地形、地貌

黄石港区是湖北省黄石市的中心城区，位于鄂东南，是楚尾吴头

的交通重要交汇处。其东临长江，西依磁湖，南北环山。

黄石港区地处黄石是磁湖北侧，东部为长江，地形西南高，东北

部低，西南部为大众山，地势高。区内有青港湖、鸭儿湖，青山湖等。

3.1.4气候特征

黄石港区地处中纬度，太阳辐射季节性差别大，远离海洋，陆面

多为矿山群，春夏季下垫面粗糙且增湿快，对流强，加之受东亚季风

环流影响，气候特征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热能丰富，

雨量充沛，为典型的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7℃。最热月（7

月）平均29.2℃，最冷月（1月）平均3.9℃。无霜期年平均264天，

年平均降水量1382.6毫米，年平均降雨日132天左右。黄石港区境内

多东南风，年平均风速为每秒2.17米。全境气候温和、湿润，冬寒期

短，水热条件优越。

3.2各街道（管理区）基本情况

3.2.1黄石港街道

黄石港街道介于东经115°01′～115°05′，北纬30°12′～

30°16′之间，地处黄石港区西北部，东临长江与黄冈市浠水县散花

镇隔江相望，南依青山湖与沈家营街道相连，西至彩虹路与花湖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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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鄂州市鄂城区花湖镇接壤，北与鄂州市鄂城区杨叶乡交界。行政区

划代码：420202006000，辖区总面积13.86平方千米。下辖黄石港社

区、新闸社区、大桥社区、纺织社区、青山湖社区、黄印社区、延安

岭社区、万达社区居委会、覆盆山社区居委会共9个社区。

3.2.2沈家营街道

沈家营街道，位于东经115°01′～115°05′，北纬30°12′～

30°16′，地处黄石港区中部，东临长江与黄冈市浠水县散花镇隔江

相望，南接红旗桥街道，西沿磁湖与下陆区团城山街道接壤，北抵青

山湖与黄石港街道隔湖相望。辖区总面积4平方千米，行政区划代码：

420202005000，下辖桂花湾社区、师院社区、沈家营社区、凤凰山社

区、楠竹林社区、红旗桥社区、市建村社区、亚光社区、南岳社区、

王家里社区共10个社区。

3.2.3胜阳港街道

胜阳港街道介于东经115°01′～115°05′，北纬30°12′～

30°16′之间，位于黄石港区东南部，东临长江与黄冈市浠水县散花

镇隔江相望，南与西塞山区八泉街道为邻，西南与西塞山区临江街道

接壤，西北与红旗桥街道毗连。辖区总面积4.7平方千米，行政区划

代码：420202007000，下辖文化宫社区、湖滨路社区、胜阳港社区、

天桥社区、钟楼社区、南京路社区、海观山社区居委会共7个社区。

3.2.4花湖街道

花湖街道介于东经114°59'00"～115°05'40"，北纬30°

04'20"～30°08'20"之间，地处黄石港区北部，东临黄石港街道和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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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营街道，南濒下陆区团城山街道，西接鄂州市花湖镇、汀祖镇，北

连鄂州市花湖开发区。辖区总面积8.6平方千米，行政区划代码：

420202070000，下辖花湖社区居委会、老虎头社区居委会、天虹社区

居委会、大码头社区居委会、锁前社区居委会、天方社区居委会共6

个社区。

3.2.5江北管理区

江北管理区系黄石港区政府派出机构，目前，江北管理区为“一

套班子”“三块牌子”（湖北黄石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江北管理

区、江北农场）的架构。湖北黄石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园

区建设管理和运营，江北管理区负责区域内社会事务管理等工作,江

北农场负责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和管理及农场遗留问题的协调处理。

江北管理区内设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

资产经营办公室、综治办公室，下辖一个社区、一个自来水厂。其中：

党政办负责综合管理工作及党建工作,社会事务办负责辖区社会事务

管理工作；经济发展办负责园区建设管理，运营、招商统计及财务管

理核算工作，资产经营办主要负责江北农场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农场遗

留问题协调处理工作，综合办负责区域内的治安、维稳、信访、城管

及综合治理工作，江北社区主要负责辖区内社会事务等工作,江北自

来水厂负责供应辖区居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

3.3辖区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2023年5月，依据区应急管理局提供的相关资料，黄石港区

有工贸企业总数约59家（其中，轻工企业35家、商贸企业24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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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生产经营单位有12家（其中，医药企业2家，气体充装企业1家、

加油站9家）。

4 黄石港区突发事件风险分析

4.1自然灾害

4.1.1洪水、暴雨

黄石港区夏季多暴雨，发生暴雨时，如果辖区内各企事业单位排

水设备设施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厂房、设备被淹。辖区内部分企业

存储有硫酸、乙醇、氨水等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毒性的化学品，如

果在遇到洪水、暴雨时发生泄漏，可能引发火灾爆炸或大规模中毒的

衍生事故。

4.1.2雷电

黄石港区境内雷电天气较多，平均年雷暴日数为 50.4d，高耸的

厂房、储罐、生产装置等建构筑物有遭受雷电危害的可能，进而导致

设备损坏、人员伤亡事故。对于易燃易爆设施，如遭受雷击，有火灾、

爆炸危险。带电雷云对地面设施产生的感应静电也可能引发火灾、爆

炸事故

4.1.3地震

地震是一种能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自然现象，对建筑物的破坏作

用明显，作用范围大，进而威胁设备和人员的安全。黄石港区所在区

域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若建筑物

抗震设防标准达不到要求、施工质量低劣或遭遇超强地震时容易造成

厂房倒塌等事故。地震时要立即有秩序地从疏散通道疏散，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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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人员疏散时，要避开高楼房、烟囱、高门脸、高围墙等，躲在

空场地，更要避开高压电线、变压器，以防电杆或电线震断触电伤人。

4.1.4不良地质

若建（构）筑物地基处理不当或施工质量低劣，有可能导致建（构）

筑物的塌陷。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储罐、输送管道等受不良地质的影响

较大，若发生塌陷则可能发生严重的次生危害。

4.1.5大风

黄石地区平均风速 2.3m/s，最大风速 23m/s。出现大风时，建筑、

设备设施可能因设计、施工、腐蚀、老化等原因，风载荷超过其承受

能力，从而发生倒塌或变形破坏，引发事故。

4.1.6冰冻

黄石港区冬季历年月平均最低温度为-11℃，低气温可导致低温

灾害。冰冻主要影响供水，使供水中断、消防水系统失效。冰冻严重

时会导致设备破裂，或冰冻结冰后导致建筑、设备设施载荷增大而发

生坍塌，引发事故。

4.1.7森林火灾

黄石港区现有林地279公顷，每年9月1日至翌年4月15日是森林防

火特别防护期。秋冬季节雨水较少，风高物燥，易引发森林火灾。

4.2事故灾难

4.2.1火灾事故

黄石港区所有企业都有可燃物，稍不注意就会发生火灾。轻工、

机械制造、冶金、危化品企业的劳动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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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死群伤。所有企业都使用电力电气，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产生电

火花引燃可燃物造成火灾。有些容易产生静电的环境也会产生静电积

累导致火灾。

大型城市综合体、地下商业街、大型商场、集贸市场、宾馆饭店、

娱乐场所等，由于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不到位，一旦发生火灾，火

势发展迅猛，人员疏散困难，有可能酿成重特大事故。宾馆、酒店等

涉及到餐饮使用燃气，燃气使用不当也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4.2.2爆炸事故（包含粉尘爆炸、危化品爆炸、容器爆炸）

黄石港区很多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例如天然气、乙醇等，这些

物质化学活性大，爆炸极限宽，很容易产生化学爆炸。而一些企业使

用的压力容器，一旦超压也会发生物理爆炸。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粉尘，一旦空气中粉尘浓度达到爆炸极限，遇到能量激发

就会发生粉尘空中爆炸。

4.2.3中毒、窒息事故

黄石港区企业使用的有些物料是有毒的，如氨、一氧化碳等，气

相的吸入，液相的喷溅、固相的食入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甚至

死亡。有些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不当，操作人员也会出现中毒或窒

息事故。

4.2.4触电事故

黄石港区辖区内所有企业都有电器，有高压的、中压的，很多企

业安全意识不强，管理不严，职工素质不高，企业建设期电线路开关

等均未按规范执行，很多接地防雷措施也不到位，很容易造成触电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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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事故。

4.2.5机械伤害事故

黄石港区大部分机械制造企业都有车床、刨床、铣床、钻床、冲

床等加工设备，如果管理不到位，就会出现挤压、碰撞、卷入、夹断、

剪切、割伤、卡住等伤害，甚至死亡。

4.2.6车辆伤害事故

黄石港区辖区道路上私家车、公用车、公交车、货运车、摩托车、

电瓶车等各类车辆繁多，各生产企业厂区内叉车、货车等长、短途运

输车辆较多，很多驾驶员安全意思不强，不遵守交通规则，很容易造

成伤亡事故发生。

4.2.7起重伤害事故

黄石港区大部分企业都有起重吊装设备，在安装、拆卸、吊运、

检修、试验作业过程中，稍不注意很容易发生垮塌、挤压、坠落、打

击和触电伤亡事故。

4.2.8高处坠落事故

黄石港区很多企业在设备检修、安装、调试的过程中需在 2米以

上的高空作业，有的企业爬梯无护笼甚至无护栏，有的个人不系安全

带，很容易发生高处坠落伤亡事故。

4.2.9物体打击事故

黄石港区有些企业的操作平台无踢脚线，甚至无护栏，检修或操

作时，工具或物体一旦坠落很容易打击到下面的人员，造成伤亡事故。

4.2.10坍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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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港区地面企业的物料或产品堆码过高会产生坍塌，其次大型

钢结构安装、焊接过程中，若设计不合理、施工方案不合理，无相关

施工验算，不按设计图纸和要求施工，拼装时偏差过大，对焊缝收缩

和焊接次应力关注不够，支撑胎架设计不合理，安全措施不力等原因

容易诱发钢结构的坍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2.11灼烫事故

黄石港区部分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原辅材料有较强的腐蚀性，例如

硫酸、氢氧化钠等，如果操作失误或不慎接触皮肤，极易造成化学灼

烫事故。

4.3公共卫生事件

黄石港区由于缺乏动物疫情防疫部门，在农贸市场猪肉、家禽等

售卖场所监管方面存在盲区，在禽流感、狂犬病等动物疫情防疫方面

存在安全隐患；由于黄石港区交通便利，辖区内人员流动性大，面对

新冠病毒等传染病疫情，相对其他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隐患。

4.4社会安全事件

随着黄石港区经济发展，城市环境的不断完善，企业、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在社会治安方面，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

社区居民信访等维稳事件、企业及建设工程项目劳资纠纷等各种社会

安全事件增长迅速。同时，在金融及通讯、互联网等领域，高科技犯

罪案件数量连年增长，社会安全突发事件风险进一步增大。

5 评估结论

5.1黄石港区突发事件风险隐患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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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港区存在洪水、暴雨、雷电、地震、大风、森林火灾等各类

自然灾害；黄石港区辖区内企业主要事故灾难为火灾爆炸、中毒、窒

息、灼烫、容器爆炸、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

车辆伤害；黄石港区辖区主要公共卫生事件隐患为传染病、群体性不

明原因疾病和动物疫情；辖区社会安全事件主要有群体性事件、影响

市场稳定事件、金融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

5.2建议措施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在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健全黄石港区应急体系，建立起“区-

镇（街道）-社区”三级预案体系。

2、建立完善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分级应对制度，组织各单位编制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专项预案。

3、建立健全全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监测预警和灾

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

件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

4、加强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尤其是消防、森林火灾扑救、

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

力量建设。

5、加强全区应急物资、应急救援装备的储备和规划，健全区救

灾物资的收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

6、区域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土地、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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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安全等因素，科学回避突发事件风险，符合突发事件预防和处

置需要，统筹安排应对防灾减灾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和应急避难场所等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7、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以源头治理为重点的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等基础能力建设，完善以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健全以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

制、矛盾调处机制等为重点的社会安全基础能力建设。

8、全区城市生命线工程（对社会生活、生产有重大影响的交通、

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工程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重要

防护单位、公共服务场所、居住小区、人员密集场所、应急避难场所

等应当科学选址、优化布局，增强防灾抗灾能力；应当严格执行抗震

设防要求，提高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的抗震设防标准；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建设标准及技术规范，严把设计、施工、材料质量关，

确保工程质量。

9、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

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备案，并对生产经营

场所、有危险物品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周边环境开展隐患排查，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隐患，防止发生突发事件。

10、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或

者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交通工具和有关场所配备

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注明使用方法，并显著标明

安全撤离的通道、路线，保持安全通道、出口的畅通。有关单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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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测、维护其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使其处于良好状

态，确保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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