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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维修与保养措施分析

王冠强Ǔ段海弟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靖远队技术装备部Ǔ甘肃Ǔ白银Ǔ730900

摘Ȟ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历次视察救援队伍重要讲话和关于应急管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救”的

主责主业，救援装备运行、快速高效实施教援，维护保养方面，充分发挥国家矿山救援专业队的引领示范作用。在

应急救援中，应急救援装备的正常运行是是否抢成功险救援的基石，当前应急救援装备的种类多种多样，同一类救援

装备产品在功能、重量、性能等方面也有各有优缺点，维护保养牵扯知识面较广。如何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任务过程

中，快速对损坏装备及时进行抢救抢修，尽快恢复其技术性能保持救援队伍战斗力，最短时间内圆满完成抢险救援任

务已成为各级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应急救援装备维修保障的特点规律能力现状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一些

合理化建议希望为各级救援队伍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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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维修与保养的难点

1.1  国家矿山救援队伍按照“立足矿山主业，拓展综
合技能”，引领救援队伍向全域型、多灾种全面发展。

救援队伍遂行矿山井下、水域、地震、洪水、涌出

泥石流等大型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时，将救援装备快速运

抵救灾现场，装备组装、运行工作，最快时间内是否

有效进行救援。而应急救援往往要求争分夺秒，最短的

时间成功救援就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和财产的挽回，事关

救援的成功关键。因此，应急救援队伍需要最快时间内

到达事故现场，并快速高效的实施就援。对救援队伍来

说，不仅跟时间赛跑、也要完成救援任务，对保证救援

装备安全运行、减少损坏率，保障安全运行工作量大，

维修保障任务艰巨。

1.2  救援条件差，难度大
国家矿山救援队面临着灾多、灾频、灾重、灾急是

基本灾情，“冬春防火、夏秋防汛、四季防地灾、全年

防地震”已成为常态。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重

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依然突出，新业态、新产业存在诸

多想不到、管不住的风险，应急救援任务十分艰巨。救

援队伍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受灾区域往往存在道路不

畅，救援现场环境恶劣。通信联络差等现象，装备安装

场地狭小，地面松软、坡度大、安装装备困难等，加之

救援装备在运行时损坏部位和故障部位随机性大，救援

队伍又缺少专业维修设备、专业检测工器具，安装人员个

人水平欠缺等不利因素，客规增加了紧急维修的难度，迫

切需要一批精通专业救援装备维护、卫星通信调试、机电

运行、网络调试、精密机械、特种装备维护保养等前沿

全面的保障人员，才能使保障有力，迅速高效。

1.3  装备维护保养换件多，技术要求要求高
参加应急事故救援时，救援队伍为了安全高效救

援，最有效的装备维修是更换发生损坏装备部位整体更

换的方法，而救援队伍装备备件基本有少量或者是零备

件，一旦装备发生故障，再从生产厂家调拨，这就造就

救援时间延长，且救灾时救援装备运行时间长，超负荷

足功率运转。发生故障率高这是现实概率。救援队伍配

备救灾装备种类多，不可能全部都储备备件，造成装备

维修困难[1]。而抢险救援需要快速高效完成任务，这就需

要救援队伍预先对各种救援装备可能发生易损坏备件都

进行储备，以确保发生故障及时实施抢修，造成储备备

件困难极大，也会造成备件浪费。

2��国家队矿山应急救援装备维修保障的能力现状

2.1  装备保障力量不足
一是装备维修技术人才奇缺，装备维修种类多，维

修多种装备需要多领域学科人才，救援队伍没法配齐多

种类维修人才。据调查，救援队伍现有各类维修人员

整体数量不足，且一人既要操作装备又要维护装备，要

懂车辆驾驶、机电、网络通信、机械专业维修技术，牵

扯维修知识面杂且广，都会一点但是都不精通，维修人

员综合素质不强，实战能力较弱。二是维修设备不足。

救援装备种类多，每种装备需要配备专业维修工具难度

大。且由于矿山救援队伍装备日常维修几乎走全部市场

化，受维修成本影响，对私营维修厂依赖程度比较高，

装备小型维修受维修人员缺失影响，几乎全部依靠私营

维修厂保障，维修保障质量难以保证。再者受企业运营

成本制约，救援队伍没有设立专门的维修保障机构，也

没有配备大型、专业的维修设备。三是配备维修器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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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下拨经费不足，配备维修器材数量严重不足。近年

来，因矿山救援队伍遂行任务需要，对各类救援装备的

常用零备件进行了少量储备，或者零储备。造成无法及

时维修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易损件、精密检测

仪器等比较昂贵的配件，受企业经费、技术条件制约，

基本没有储备，无法满足大型抢险救援任务保障需求。

2.2  装备维护保养保障手段单一
目前，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主要采用，

救援队伍自我保障加生产厂家远程视频指导保障的方

式。一般小型各种靠救援队伍维修人员，大型故障依拖

企业机修厂保障。无法维修联系生产厂商返厂维修，就

需要上报依托企业层层审批，并要按企业要求进行维修

招标，受经费跟企业现状困扰较大。在国家救援中心的

统一指挥协调下，对执行任务救援队伍实施生产厂家定

点保障。但这种保障方式受物流影响、和来回托运费

用，尤其维修费用等因素及维修时间影响，保障效率较

为低下。

2.3  装备保障模式落后
历年来，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在救援过程中，装备运

行维护保养及维修保障主要采用救援队伍自己保障和救

援结束后返厂维修为主、私营维修厂维修力量为辅的方

式，且特种救援装备社会维修人员缺乏。但也面临技术

门槛高、质量监管难等问题。维修质量难以保证，再者

维修企业下拨费用不足，加之企业又不愿意增加装备维

修经费，救援装备平时利用率不高，且救援队伍自身保

障力量有限，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维修保障不及时、不

精细的问题较为突出[2]，造成后续救援隐患。

3��提高应急救援装备维修保障能力的主要措施

3.1  健全保障机构
根据救援队伍配备装备实际，在配备救援装备时，

附带配置易损配件及检测维修设备和工器具，由救援装

备生产厂家脱产代培全面型维修人员，并考核合格。设

立技术装备部，平时负责本队装备的维护保养，救援时

技术装备部人员负责全部装备运行及维护，并和生产厂

家专业维修人员合力完成保障任务。救援结束后，集中

参加生产厂家理论培训学习的同时进行装备操作，争取

做到每一个人都会熟练维修两种以上的救援装备。完成

日常维护保养，并合理安排运行维修人员战备执勤。紧

急情况快速集结，参加救援装备运行维修任务。

3.2  完善保障体制
应充分整合救援队伍保障资源，发挥救援队伍保障

优势，建立以省应急厅救援装备库为“中心”，所属各

救援队伍维修保障队伍以半径，以保障区域内各救援

队伍为“支撑结点”，平时组织所属救援队伍维修人员

集中参加学习装备维修理论及实操维修，交流装备应急

维修知识。构建各只救援队伍联合保障网络，畅通保障

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弥补单只救援队伍保障力量的不

足。在屡次救援中，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靖远队坚持与生

产厂家联动，统筹保障资源，依托装备供货单位，要求

生产厂家派员4名技术维修人员携带专业维修设备和维修
器材伴随保障装备运行，保障了装备安全运行。在这几

年我队经常组织维修人员和装备生产厂家工程技术人员

通过到厂家交流，或者充分利用电脑网络学习装备理论

知识，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提高技术装备管理业务水

平，掌握其精髓，有力的保证了救援任务圆满完成。

3.3  创新现有保障模式
只有装备没有人，再高级的救援装备也是一堆废

铁，再好的应急救援战斗方案，再高级维修处置措施，

不能体现在行动上，也是也是空谈。要通过创新现有保

障模式，对救援装备日常管理、运行维护人员、装备备

件、装备故障应急处置方案进行有机整合、预先准备，

形成可“模拟推演”的救援战斗力。

一是创新保障方法。促进应急救援时，救援单位装

备保障应以本部人员保障为主力，装备生产厂家工程技

术人员指导为辅的综合保障方式，在抢修方法上，采

取发生装备故障部件整体更换修理为主，更换件现场修

理为辅，在修理方式上，以救援现场修理为主，返厂修

理为辅，二是合理配置保障力量。首先是技术装备部为

维修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心。将保障人员、修理设备和维

修器材按中队装备操作人员为辅的综合式保障实体。形

成以技术装备部装备操作人员、维修技术人员、操作人

员、装备生产厂家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小型综合保障分

队，直接伴随救援，生产厂家装备调拨配件备件保障体

系，以多补少，以有补缺，确保我队抢险救援任务需

求。三是优化人员编组，改变传统的按工种，专业进行

大编组的做法，根据应急救援时装备抢教抢修的任务特

点，组成技术装备部装备操作人员做到会操作会维修。

要懂车辆驾驶、机电、网络通信、机械、排水维修都要

会都要精通的专业业务技术为一体，实施灵活、机动的

快速应急维修保障。

3.4  加强装备保障要素建设
3.4.1  建强维修保障队伍
首先应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培训机制，首先将优秀装

备操作及维修人员的培养纳入年度外培培训计划。按照

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员，培训什么样的技术人员，注重急

需"的思路，采用现场实操岗位练兵、定期组织实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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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养、装备模拟故障判断等多种方式抓好人才培养[3]，

其次要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引进大中专理科毕业人才。

还要采用聘请地方修理厂专业技术人员到救援队伍讲课

的办法，提高救援队伍维修保障力量，并充分发挥队伍

优秀维护保养带头作用，对技术过硬的装备维护保养人

员在薪资、评奖等方面优先予以考虑，千方百计予以保

留，防止人才流失。

3.4.2  完善基础配套建设
积极向所在企业申请装备库、训练场地、基础基建

项目在建设上，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完善保障维修机

构，加强对救援队伍保障维修力量基础建设力度，完善

维修设备材料库，备足各类维修器材；在维修设备配备

上，着眼抢险救援维修保障需求，联合装备生产厂家、

救援装备科研单位、企业保障机构运用远程会商技术，

互联网平台进行多方会商诊断故障，配备部分科技含量

高、耐用、轻便、功能多、操作简便便携式的智能维修

设备，为快速诊断、快速抢修提供创新维修手段。

3.4.3  强化装备应急保障训练
一要加强专业救援技能训练。本着“现实灾区环境

什么样，就到什么环境练”的要求，针对各类灾害事故

及所需的救援技能，扎实开展实战化演练与训练，逐

步提升队伍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救援实战水平，突出全过

程、全要素、真场景的实兵、实装、实景训练，切实提

升实战能力。二要着力抓好大风、阴雨、夜间等恶劣条

件下的专业技能训练，提高野外条件下综合保障。三要

强化心理素质训练，在组织矿山救护指战员训练时，要

注重心理调整能力培养。聘请心理咨询师，加强对矿山

救护指战员的心理疏导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其自我

调节能力，缓解内心压力。

3.4.4  强化新装备应急保障训练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背景下，通信装备更是体现了

在应急救援任务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一要保

障小型装备如望远镜、夜视仪、天通卫星电话、多旋翼

无人机等装备的配备运用，有效提高了基层指挥员决策

水平，进一步解决了“连不通、看不见”的问题。我们

要结合实际科学制定新装备训练计划、明确具体内容、

突出训练重点，指定专人负责指挥救援装备、通信装备

的训练工作，并安排经验丰富的通信骨干进行理论讲

解，传授实操经验，确保装备发挥最大效能，保证装备

运行正常。二要随时做好救援战斗准备，特别是各类加

强救援装备操作，定期组织救援中队人员参与现场检修与

救援装备调试工作，实现了救援装备组装调试的近距离体

验、学习、掌握装备一般操作技能，拓宽知识界限。为更

好的遂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4��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救援装备科技水平不断

提升，不断出现集成式、多功能、轻便、适用的高精尖

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往往会涉及到很多学科融合技术，

比如自组网、遥控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无人监控控

制技术等。而这些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现代救援体

系的形态，从传统人力密集型救援向智能化、精准化方

向跃进。这就要救援队伍和装备生产厂家、科研院所共

同组建保障力量体系，共同保障救援装备，才能使救援

装备维修效率、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因此，只有摆脱

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束缚，在完善维护保养培训管理措

施的同时，引进新的技术成果，创新技术管理新模式，

才能提高国家队在野外环境条件下的装备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朱广春,曹洋林,王广才.部队野战化条件下车辆装备
保障标准化建设研究.汽车运用,2012(04):29-30.

[2]马凤武.新时期矿山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的研究
[J].电脑爱好者（电子刊）,2020(4):845-846.

[3]郭凤美.整合资源提升矿山应急救援能力[J].劳动保
护,2022(10):7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