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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黄金部队工程爆破器材安全管理工作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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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黄金指挥部，北京 １０００５５）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日趋旺盛，地质勘探工作面临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 地勘作业过程
中，工程爆破器材的管理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难点和险点。 从 ５个环节阐述了如何抓好工程爆破器材的安全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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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体制改革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安
全发展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地勘单位如何控制和
减少生产中的危害、降低事故风险，已经成为单位经
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因工程爆破器材使用和管理不当造成
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给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带
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湖北省大冶冯家
山铜矿南采车间放炮时，石块飞出 ３００ 余米，打死 ２
名路人；２００６年 ６ 月，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在新
疆进行井巷施工时，１０ 天内连续发生两起炮烟中毒
事故，致使 １０ 人死亡；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辽宁某单位爆
破员巫某在处理槽探作业残炮时，化纤衣服产生静
电，引爆炮孔内残存的电雷管，巫某当场死亡；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内蒙古富源矿业公司爆破员制做引信线时
违章操作，引发爆炸，造成 ４ 人死亡。 应该说，工程
爆破器材的安全管理已经成为地勘安全工作的重

点、难点和险点，直接影响到地勘单位的生存和发
展。
为了有效地破解这一难题，我部全面贯彻落实

枟地质勘探安全规程枠（ＡＱ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枟爆破安全
规程枠（ＧＢ ６７２２ －２００３）等行业规章制度，狠抓工程
爆破器材安全管理，注重组织机制、教育管理、配套
设施、规章制度、安全文化等方面建设，有效地保证

了工程爆破器材的绝对安全。 本文总结了我部在爆
破器材安全管理工作中的经验，供同行参考借鉴。

1　领导重视，狠抓爆材安全
工程爆破器材的安全管理既是做好安全工作的

重要内容，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可以说不是中
心但影响中心，不是全局但影响全局。 我部各级党
委对此高度重视，每年多次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分析
部署爆材安全管理工作。 坚持“宁可花钱保平安，
不能花钱买教训”，强调爆材安全管理工作一定要
强化管理，居安思危，明确责任，措施可靠。 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抓好动态、静态管理，确保万无一失。
野外施工期间，组织业务部门深入一线，进行以工程
爆破器材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检查，指挥部年巡
检覆盖面达 ６０％以上，总队达 ７５％以上，支队达
１００％。 在任务转换及特殊时期，及时下发通知，对
爆材的使用和管理等情况提出明确要求。

2　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2．1　加强法纪教育，提高从业官兵自警安全意识

我部紧紧围绕增强官兵安全责任意识，以教育
为先导，定期组织官兵学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枠、枟爆破安全规程枠等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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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技术常识。 利用安全会议、黑板报、宣传标
语、知识竞赛等载体，营造人人重视安全工作的良好
氛围。 同时大力开展举案说法活动，引导官兵吸取
行业内外涉爆案例的惨痛教训，使官兵认清爆材发
生问题给社会、部队和当事人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始
终坚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把“小问题”当成“大问
题”抓；汲取教训，把“过去的问题”当作“现在的问
题”抓；举一反三，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
题”抓，进一步增强官兵法纪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
针对承担预查项目的单位高度分散、流动性大、社情
变换快、爆材管理安全系数低等实际，突出抓好小、
远、散涉爆单位的管理教育，引导官兵树立“工作难
更要重安全”、“爆材少不等于问题小”的意识，明确
爆材安全管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2　搞好教管结合，健全安全体系，落实责任制

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组
织管理，做到教管结合。 各级按规定成立安全稳定
工作领导小组，中队设专职安全员，班、排设兼职安
全员。 每年年初，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补
充；明确各级军政主官是爆材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 各级层层签订安全工
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定位、定责任、定奖惩、定期分
析安全形势、定期组织专项检查和定期开展教育整
顿的“七定”责任制，强化责任意识，健全安全管理
网络，做到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不
断完善爆材安全管理机制。
2．3　加强培训，提高业务技能

确保爆材安全的前提是选准人、用好人、管住
人。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在选人、用人、管
人上下功夫，做到从严选拔、先训后用、持证上岗、定
期复审，确保爆破人员队伍纯洁可靠。
2．3．1　把人选准

按照中队党支部推荐、警务部门审查、保卫部门
政审、工程部门业务考核的“四家联审”程序，挑选
政治合格、思想纯洁、平和老练、心理健康且经过实
践考验的干部和士官从事涉爆工作。 严格落实持证
（爆破员作业证）上岗制度，坚决调离不合格的爆材
保管员，把放心的人用在不放心的位置上，让放心的
人管不放心的事

2．3．2　提高技能
坚持内训和外训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促

进的办法，下大力抓好爆破人员培训。 分层次组织
爆破管理干部、爆破员和爆材保管员进行业务培训，
聘请专家、教授和实际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现

场授课、实地演练，指挥部司令部统一考核。 为提高
爆破员的业务素质，施工期间各单位组织基层爆破
员每年开展不少于 ４０学时的专业学习，冬训期间组
织爆破员专业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从业资格。
2．3．3　加强指导

指挥部党委明确规定：凡是到基层检查工作的
人员，都必须将安全工作尤其是爆材的检查和督导
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指挥部每年组织以工程爆破
器材使用和管理安全为重点的安全检查，发现问题
现场整改，并积极开展“回头看”活动。 为使施工单
位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指挥部组
织编印了枟武警黄金部队地质勘探安全规程实施细
则枠、枟武警黄金部队工程爆破器材安全管理实施细
则枠，下发到施工作业班组，为促进基层单位安全教
育、管理及按安全规程施工起到了积极作用。

3　严保静态，扭住“三个环节”
始终按照“静态防被盗”的原则，狠抓专项治

理，实行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逐步形成以目标管
理为阵地，以爆材库建设为依托，以班长、爆破员为
骨干，以基层干部为核心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管体
系。
3．1　完善库室设施

近年来，全部队先后在相对稳定的矿区按照有
关标准建设野外专用炸药库和雷管库，并经地方公
安机关验收，严格落实炸药雷管分库存放制度。 所
有爆材库室全部配备“三铁两器” （铁门、铁窗、铁
锁，报警器、灭火器），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危险和防
火禁烟标志明显，出入库手续健全。 部分有条件的
作业区将爆材寄存在地方公安局和有资质的专业爆

材库，完善交接手续，明确安全责任，确保了爆材存
放绝对安全。
3．2　增加安全系数

注重严格按规定要求建设库室，库顶浇筑厚度
≮２０ ｃｍ的钢筋混凝土，四周为 ５０ ｃｍ的红砖墙，地
面采用不发火材料铺设，雷管库房的地板铺设软垫。
施工期间，各单位结合实际，注重在加“安全锁”上
想招法、下细功，为野外小、远、散单位配发了移动式
爆材柜、便携式雷管箱等装备，有效增加了爆材使用
和管理的安全系数。
3．3　落实制度

（１）严格落实 ２４ ｈ 警戒、“双人双锁”等制度。
为保证爆材的绝对安全，在所有的爆材库区昼夜设
哨，实行流动哨和自卫哨相结合，２４ ｈ全方位、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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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警戒；坚持“双门双锁”、“四同一监督”，即库房
同时使用两把锁，钥匙分别由中队主官和爆材管理
员掌管，取用爆材时，两人同开、同锁、同进、同出、监
督发放。 进入爆材库必须经中队主官批准，执勤哨
兵查验，中队干部和安全员对入库人员、携带物品、
着装等细微处进行全面检查，手续齐全方可进入并
登记备案。

（２）严格落实检查制度。 指挥部每半年、总队
每季度对涉爆单位管理情况进行抽查，支队每月、野
外大（中）队每周组织一次爆材安全管理专项检查，
做到不漏一个单位，不漏一个环节，不漏一个疑点，
及时下发通报，做好跟踪问效。 各单位针对班组施
工的不同特点，采取领导亲自查、组织全面查、个别
突击查等多种灵活方式，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彻底消
除安全隐患。 工程竣工、部队撤离施工作业区前，对
爆材进行点验、清查，视情确定贮存或销毁方式，从
根本上堵塞爆材管理漏洞。

（３）健全奖惩机制。 建立安全责任机制，设立
安全奖金，实行爆材安全一票否决制，全年无事故的
单位年底兑现。

4　狠抓动态，把好“五个关口”
4．1　把好入口关

地勘作业所需的工程爆材，一律实行统购制。
各单位根据任务制定计划，由指挥部统一审批，结合
各矿区实际，派专人到爆材定点厂家统一购买，专车
分送到各矿区。 每次购买爆材的时间、厂家、种类、
数量等情况都及时报总队业务部门备案。
4．2　把好贮运关

所需爆材数量相对较大时，由定点爆材工厂负
责送达。 数量较少自运时，由熟悉爆材技术性能和
相应防护知识的官兵押运，车辆实行限速行驶，不搭
乘其他人员或搭运其它物品，包装牢固、严密，炸药、
雷管和导爆管分车分运，装卸爆材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在存贮上，实行“一垫五不靠”，即下垫枕木，上
不靠顶，四周不靠墙。 零散炸药单独存放，零散雷管
用软物填塞挤牢，性质相抵触的爆破器材分库储存。
4．3　把好使用关

建立完善的报告、请领、使用、清退、登记制度，
做到领取时间、数量、消耗数、退还数、领取人、批准

人“六清”。 健全出入库登记和爆材消耗情况报告
制度，确保出入库手续健全、数量准确、账物相符。
野外中队使用爆材时，由爆破员直接送到作业地点，
中队干部现场组织指挥，严格落实“三工”制度，督
导爆破员实施装药、连接、覆盖、起爆、计数、检查爆
破效果和处理哑炮。 爆破作业区设置安全警戒哨和
标志，爆破前发出人员撤离信号，有效地预防了事故
的发生。
4．4　把好回收和销毁关

当班剩余爆材由跟班干部和爆破员负责回收，
并认真清查登记，及时办理退库手续，确保不遗漏一
个雷管、一包炸药。 工程结束后爆材剩余量较大时，
通常委托有资质的军队或地方爆材库保管，办理委
托贮存手续，明确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剩余量较少
时，一般采用内部调配使用或就地销毁等方法处理。
4．5　把好外包工程爆材管控关

外包工程爆材的管控工作，是爆材管理的难点
和险点。 为了保证安全，制定了枟武警黄金部队外
包工程管理办法（试行）枠。 在工程外包上，主要采
取 ２种外包方式：一是整体外包，就是与有爆材贮
存、使用资质、具备爆破施工能力的工程队伍合作，
签订施工合同，明确责任，所用爆材全部由其自行购
运、管理和使用，我部只负责工程技术管理和质量验
收工作；二是部分外包，就是工程所需爆材在购、运、
储、用、管等全过程均由我部爆破员进行操作，涉爆
作业以外的生产环节由工程队进行，从根本上杜绝
爆材流失问题的发生，保证了爆材管理的安全。

5　结语
武警黄金部队组建 ３０多年来，在爆破器材管理

上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在使用上认真遵守操作规程，
累计使用各类炸药数千吨，各类雷管、导爆管数百万
发，未发生一起涉爆安全责任事故，有效地促进了地
质勘探工作健康、稳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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