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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石油开发规模不断扩大，海上油田成为油
气增储上产的主力军，海洋石油开采具有高危、高投入
的特点，海上采油平台一般远离陆地，一旦发生应急事
件，第一时间很难获得外部的支援，而应急事件发生一
般比较迅速，对于初期应急事件处理尤其关键，这关系
到采油平台工作人员的安危、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整个油
田的资产保护等，有必要对现有油田应急管理进行分析
和探讨，制定应急管理提升策略，确保油田能够在事件
初期快速有序的响应，防止灾难事故发生。

1 研究背景
渤海某油田分为 A 平台（下称 A 平台）和 P 平台（下

称 P 平台），两平台通过栈桥连接，A 平台为综合处理
平台，P 平台为井口平台，两平台均设计有生活楼、电
潜泵采油系统、生产 / 计量系统、生产水处理系统、公
用系统、供配电系统等，其中 A 平台设计有油气水处理
系统，P 平台油井产出物经初步处理后送到 A 平台再次
处理，与 A 平台原油混合后通过海管外输。油田配备一
套生产人员管理两个平台，办公区设在 A 平台，考虑到
油田日常工作便利性和高效性，生产人员办公和住宿以
A 平台为主，P 平台保留了最低的人员配置，工作人员
分散住在两个平台，这给现场应急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2 应急管理存在问题
2.1 应急演习场景设置单一性

海上采油平台应急演习一般包括综合演习、专项演
习、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演练等。日常开展的应急演习，
一般都基于单一场景发生应急事件为起点，设计事态发
展变化的场景，进行桌面推演或现场演练，开展专项演
习或综合演习。由于演习设置启动场景的单一性，对于
可能发生的叠加应急情况，缺少必要的认识和应急演练。
2.2 应急响应速度慢

油田编制了应急预案和应急部署表，明确各岗位应
急职责。建立了完善的应急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总指挥、
现场指挥、联络员、工艺处置队、技术支持队、物资供
应队、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队、消防队、溢油处置队。

由于人员精简，应急队员一岗多责，又分别住在两个平
台，通过演习发现油田应急事件响应速度慢，对于事态
变化发展较为复杂的应急情况等，人员调配存在冲突性。
2.3 人员应急避险管理难度大

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成，发现真实场景下大多
数人避险更倾向于远离事故发生的平台逃生。即栈桥相
连的两个平台，任何一个平台发生天然气泄漏火灾时，
多数人会选择逃离发生应急事件的平台。因两个平台配
备的救生设备能力不同，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将给现场
应急管理带来困难。

3 应急响应分析
3.1 典型单一场景应急响应分析

单一场景应急响应是指触发应急事件在时间和空间
上，只有一种类型的应急事件发生，后续伴随有其他事
件发生的应急行动。比如某一时间油田某一处发生天然
气或硫化氢泄漏，后续发生火灾，按照油田应急部署执
行。油田应急演习主要包括：井控、天然气或硫化氢泄 
漏、火灾消防、人员落水、限制空间救援、弃平台等；
3.1.1 常见典型应急场景模拟

①井口区采油树电缆穿透器天然气泄漏、着火；②
井口区多路阀或管汇处油气泄漏、着火；③气液分离器
气相出口泄漏、着火；④生产计量分离器气相管线泄漏、
着火；⑤电气间配电盘、变频器、变压器等发生电气火 
灾；⑥现场施工作业过程发生火灾等。
3.1.2 应急响应分析

当油田内部两个平台，其中一个平台应急事件时，
启动油田应急预案，各岗按照应急部署表执行，由油田
负责人担任总指挥，安全监督作为现场指挥，两个平台
的人员共同组成应急处置队，听从统一指挥和调动，进
行应急处置，当需要弃平台逃生时，按照住宿安排，分
别返回各自所在平台乘救生艇逃生，可以满足现场应急
处置的要求。
3.2 叠加场景应急响应分析

叠加场景应急响应是指触发应急事件在同一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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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有两者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应急事件发生，后续伴随
有其他事件发生的应急行动。比如 A 平台或 P 平台同时
或相继分别有一处发生天然气泄漏、火灾等应急事件的
处置。在这里重点分析探讨油田可能存在的三种类型的
叠加应急响应。
3.2.1 两平台分别发生电气舱室电气火灾叠加情况

为便于调控工艺流程和监控现场状态，中控室设置
在 A 平台，值班人员可以同时监控两个平台。当两个平
台任何一个电气间发生火灾时，火气系统自动发出报警，
并启动电气间消防 FM200 或者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中控
值班人员可快速响应，随即启动应急程序，技术组人员
和消防队迅速做好应急准备，其他应急小组人员按照应
急部署表执行，现有应急响应可以满足。
3.2.2 两平台分别发生舱室火灾和甲板天然气泄漏或火

灾的叠加应急情况

以 A 平台发生舱室火灾，P 平台发生天然气泄漏或
火灾为例，分析此类场景应急处置。首先启动油田应急
响应，消防系统启动。因敞开甲板区域的火灾容易蔓延，
在火灾初期控制住火情尤为关键，消防队优先对甲板火
灾进行灭火，中控值班人员和技术组仪表人员配合，确
认舱室固定灭火系统启动，根据现场情况向总指挥和现
场指挥汇报，进行决策。
3.2.3 两平台先后相继发生火灾或天然气泄漏叠加应急

情况

当 A 平台和 P 平台典型应急场景叠加工况下，按照
现有的应急部署表，只设置了一支消防队，不能满足应
急响应要求，按照目前平台现有的人员配置和应急组织
机构，均不能满足叠加应急情况下的应急响应。

4 应急管理基础策略
4.1 应急管理基础策略

4.1.1 预防为主，做好设备设施维护

加强应急设备预防性维护，对应急机、消防泵、救
生艇等设备开展周期性检查和试运转；对于火气探测系
统，制定探头的维护计划，开展探头测试和维护，每年
对探头进行校验；对于舱室的防火风闸定期功能试验，
对于固定灭火系统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状态良好；将
上述救逃生、消防、火气等系统检查和维护过程发的问
题纳入隐患管理，按照“五定”原则跟踪落实整改。开
展预防性的防腐检测工作，每年对工艺流程管线、容器
进行防腐检测、壁厚测量、腐蚀治理等工作，日常做好
阀门维护和管线防腐等工作，减少油气泄漏的可能性；
加强油井采油树日常维护，严格执行采油树维护保养制
度，开展采油树阀门注密封脂，保证阀门可用状态；定
期对井上和井下安全阀做功能测试，确保功能完好；加
强油气井环空压力日常监测，关注压力变化趋势，对异
常情况及时处理。
4.1.2 合理安排，控制动火作业区域

对于栈桥连接的采油平台，两个平台都设置有工艺
处理流程时，应严格控制现场危险区域热工作业点，从

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考虑，每日合理安排热工作业时间
和地点，减少或避免 2 个平台危险区域同时进行。
4.1.3 加强应急演练，提高队伍应急能力

制定演习计划，在满足规定演习要求的基础上，增
加不同场景的模拟演练，丰富演习形式，采取桌面推演
和现场模拟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演习的质量和效果。
开展经常性岗位练兵，让队员熟练掌握呼吸器的使用，
消防水带快速布控和队形变换等基础技能。
4.1.4 加强人员动态管理，栈桥连接处设置 T卡箱

为保证两平台人员逃生过程中，能够有序、高效的
撤离，在平台相连的栈桥处设置 T 卡箱，对人员动态管
理，明确人员位置，实现人员动态管理，避免应急情况
下出现混乱场面，造成人员遗漏。
4.2 应急管理提升策略

4.2.1 优化应急组织机构

为实现应急事件的快速响应，需对两个平台生产人
员的住宿合理安排，对油田应急组织机构优化，将工艺
处置队、消防队分别拆分为两个小组，拆分后的应急小
组具有独立的应急能力。当发生单一应急情况时，可实
现两组队员合成为一队，形成合力。当发生叠加应急情
况时，应急小组可以分别独立处置两个平台各自的应急
事件。
4.2.2 优化应急场景响应模式

①对于单一应急场景，采用总指挥模式，设定油田
负责人为总指挥，采用总指挥——现场指挥——应急小
组的模式，进行快速响应处置；②对于简单叠加应急场
景，如 A 平台舱室着火和 P 平台甲板着火，也可以采用
总指挥模式，进行快速应急响应和处置；③对于复杂叠
加应急场景，采用总指挥和现场分组指挥模式，分别同
时启动两个平台的应急响应，根据现场应急处置的进展
情况，相互协同，以快速控制住应急情况为目的。
4.2.3 加强应急演习海陆联动

油田应急管理，对内制定完善的应急演习计划，将
应急处置措施纳入其中，并加强演练，确保应急情况下
平台生产人员能够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应急事件，
控制事态发展；对外加强与陆地应急指挥中心的联动，
检查应急流程和应急联络通讯的有效性，为扩大应急和
及时得到外部的支援做好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5 结束语
通过分析探讨海上油田采油平台跨栈桥连接平台之

间的应急管理问题，根据油田不同应急场景，分析选择
不同应急指挥和响应模式，针对可能出现的叠加应急情
况，通过调整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指挥指挥模式，提高
油田的应急处置能力，达到快速响应的目的，对于海上
油田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对于同类栈桥连接的海上采油
平台应急管理提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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