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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应急训练
○ 云无心

到目前为止，灾祸的发生还不能进行有现实

意义的预测。这与政治人性腐败监督公开知情者一

类的东西无关。自然界的复杂性和科学发展的水平

决定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的现实。

既然不能预测，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为它的突

然来临做好准备。“备战备荒”的年代，人们对于

“空袭”、“毒气”、“核爆炸”来临后的应急步

骤熟极而流。不谈具体程序的技术合理性，至少人

们认识到掌握灾难来临后的应对有助于降低损失。

在战争形势消失之后，人们对于各种紧急情况的警

惕也就越来越低。其实，许多紧急突发情况的威胁

并不比当时的战争风险小。时不时有大型火灾的报

道，爆炸、化学泄漏也时有耳闻，而地震、火山、

台风，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忘却就不再光顾。因为都

是小概率事件，平常也就没有人重视。即便偶尔进

行一下“安全教育”，从组织者到参加者都是抱着

应付的态度。真到灾祸来临，就手忙脚乱，一惊慌

自然就失措，许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都是不正确的

处理带来的。

题目说“应急训练”，其实未免有点耸人听

闻。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些常识，只不过我们平

常不注意而已。“贪生怕死”的美国人过于较真，

不厌其烦地年年讲月月讲，于是灾祸发生后的逃生

方式就成了条件反射。

在普度的时候每年都有一次强制性的安全

培训，除了常见的各种安全规范外，最重要的就

是严重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反应。基本上就是：最

快逃到安全的地方，报警！严重事故一是火灾，

要求听到火警警报响起后，立刻从楼梯（不能走

电梯）跑到楼外开阔地；二是龙卷风，警报响起

就立即到地下一层。火警的演习时不时就会来一

次，反正最后大家不管在哪里都能找到最近的逃

跑通道。在那几年中，真实火警只响过一次。那

是一个冬天，突然火警铃声大作，同时系里的安

全代表大声疾呼赶快清空。有的人甚至来不及穿

好外衣，就赶到楼下。我们到了楼外，已经有两

三辆消防车到了，一批全副武装戴着面具的消防

人员正往楼里冲。据说，当地的消防车会在报警

后的两分钟内赶到。后来是虚惊一场，一个报警

器（或是附近的一段电路）短路了，温度急升，

报警器就响了。安全代表知道那天没有演习，就

执行了常规应急程序，于是让我们在寒风中见识

了一下真正的应急过程。那个州历史上有过龙卷

风的发生，所以对于龙卷风和飓风到来后的应急

也就一直存在。每年都会进行几次演习，就是检

查警报系统是否完好，警报的响起也提醒大家用

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全的地方。那个州的多数建筑地

下都还有一层，用途之一就是龙卷风飓风到来时避

难。一般的居民住宅也是如此，更小心的人还会在

地下室存放相当数量的干粮和水。这或许有点麻

烦，但是真到灾祸发生的时候，安全系数也就大大

增加了。对于那些没有地下室的建筑，一般也把电

梯或者卫生间修在中间，在风灾到来的时候，这些

没有玻璃的地方也就是相对安全的所在了。

今年公司搬迁，再次见识了美国人在安全防范

问题上的繁琐。公司的规范比学校更见细致繁杂。

搬到新楼以后，每一个部分正式投入使用之前，都

要进行几轮安全检查。第一步就是逃生路线，办公

室使用之前要每个人熟悉整个楼的结构和从各自办

公室的逃生路线。而每一个实验室投入使用之前，

都要有实验室负责人指出从那个实验室开始的两条

逃生线路。要在那个实验室工作的人都要被告知这

些路线以及其它的应急措施，并且签字画押表示接

受了安全培训，才能开始在那个实验室工作。用一

个实验室负责人的话说，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们都知

道，但要是我不进行这些步骤，万一真有事故发生

我的麻烦就大了。公司里每开人数稍多的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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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部门多一些，主持人第一个话题就是讲解

紧急状况下从会议室的逃跑路线。即使开会的人

全都在这个楼里上班也不例外。每次听到这样的

开头，我就想起当年克拉玛依的大火，几百个如

花少年，如果管理者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绝大多

数可能就能够逃生了。

除了事故或者灾祸发生后的应急，把事故消

灭于无形也是目标。比如对于易燃有害化学品的

管理之严，甚至有“矫枉过正”的感觉。交通部

规定任何易燃有害化学品，即使常见的酒精或者

醋酸，也必须专门包装并且由专门的公司运输。

我们搬迁的时候，有几个同事把冰箱里的一些东

西放在一个冰盒里，用自己的车运到了新楼，放

进了冰箱。公司的安全经理不知怎么发现了那堆

东西里面有几样是受监管的，于是一场事故调查

就开始了。据说错误有二：一是受监管化学品不

能由个人运输；二是当时实验室还没有通过受监

管药品的使用许可，不能存放。如果政府监管部

门发现此事，那么每样化学品罚5000美元。好在

是内部发现，就进行内部处理了。可怜当时在场

的四个人，每个人都接受询问，还要为全部门做

一个有关的专题讲座。这个事件也作为一起安全

事故输入安全事故数据库，供每个人查阅。好在

比较人性化的是，没有列出犯错者的名字。但是

报告是由他们的老板写的，所以大家也就知道是

哪些人。其中有位老先生，资格好像比部门的两

个总监还老，也没有人给面子，乖乖地讲一个专

题。关于受监管化学品的定购、运输、保存、使

用、废弃，总共讲下来用了几个小时。想起当年

在国内做实验的时候，等不及学校采购部门，就

坐着公共汽车或者骑着辆破自行车去买化学试

剂，不禁后怕。如果出一点差错，把瓶子打破，

就是严重的事故了。

我们不知道自然灾祸何时会降临，但是我

们可以为它“时刻准备着”。做一些并不复杂

的准备工作，熟悉灾祸发生时的应急措施，可

能就会大大地减少损失。而几乎所有的生产事

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用我们公司大老板的话说：在安全问题上，我

们永远不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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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调到最后跟读者调查表一起
或读者调查表弄上来

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

改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总第30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读者反馈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题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终身学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

厦A座1210，邮编：100084  或传真至010-62797336，或

发邮件至txl@tsinghua.org.cn参与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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