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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港储运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评价体系研究①

曹鑫
（南京海事局  江苏南京  210011）

摘 要：该文以油港储运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为研究对象，以德尔菲法为模型，在专家两轮打分法的基础上，开展协调程度分析，构建了应急救

援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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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救援能力的概念

在我国，“应急救援能力”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各种突发

事件频现而提出的[1]，它涵盖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硬件条件

与软件条件、人力资源与体制资源、工程能力与组织能力等内

容 [2-3]。

2 油港储运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评价的研究意义

油港储运系统规模巨大、设备复杂，重大事故破坏性严

重，因此，对其应急救援能力的研究，对于提升应对突发事故

管理水平、推进安全生产、和保护长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4]

3 油港储运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评价模型构建

该文选择德尔菲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即评价者根据评价目

标特征，设计调查表和指标，征询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

反馈咨询结果，经多轮咨询，意见趋于集中时，便可确定评价

指标体系[5]。

（1）专家选择和咨询方式：

该文选择南京市安监局、环保局、南京海事局和南京炼油

厂安全生产部等涉及应急救援单位为咨询单位，通过当面交流

和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收集和统计反馈意见，共进行两轮专

家咨询。

（2）第一轮专家咨询表及参照标准：

制定第一轮专家咨询表的参照标准：①相关法律，如《突

发事件应对法》；②有关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如《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③查阅和参考南京辖区化工企业储运事故应急预案。初步筛选

出37个指标（如图1所示），拟定第一轮专家咨询表，重点是

Delphi打分标准以及初步拟定的指标体系，供专家参考。

（3）专家积极程度和意见的协调程度分析[6]：

协调系数，是反映专家彼此之间对每项指标给出的评价意

见是否存在较大分歧，可应用下列公式计算协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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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专家总数；

n—指数数

d j—各个指标等级和全部指标等级和全部指标等级和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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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专家在评价中相同的评价组数；

iT —在 L 组中的相同等级数。

W 在0～1之间， W 越大，表示协调程度越好，但只有 2c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时，其结果才可信。说明专家评估或预测协

调性好，结果可取。

图1 第一轮专家咨询表体系指标

①作者简介：曹鑫（1981—），男，汉族，南京海事局，海事执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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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共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第1轮共发出50份专家

问卷，收回40份，应答率为80%；第2轮共发出45份，收回41

份，应答率为93%。两轮咨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 W ）及

2c 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两轮咨询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分析表

过程 W 值 2c 值

第一轮咨询 0.468 28.9

第二轮咨询 0.908 36.7

第1轮咨询的协调系数小于0 . 5，说明专家意见尚不够协

调，因此又继续做了第2轮咨询。比较两轮结果可知，第2轮专

家咨询的协调系数已达到0.5以上，且比第1轮有明显增加，说

明专家的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且有统计学意义。

（4）油港应急救援能力评价指标筛选：

对37个指标，经过两轮征询有31个指标被选中。指标取舍

的原则是：①选取累计重要性平均得分在7分以上的指标；②

结合实际调查结果，删除没有比较意义的指标；③充分考虑指

标的独立性，去除意义交叠的指标。

（5）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专家咨询情况反馈结果，构建应急救援能力指标体系

（如图2）。

4 结语

该文邀请了有关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对影响应急救

援能力的各类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通过开展协调程度分

析，应用德尔菲模型，构建了应急救援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其

系统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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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油港储运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