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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一、安全生产形势分析



2008年-2019年地质调查项目事故统计

统计项目名称 数据统计 备注

事故起数 32

事故主要原因 人的三违行为
（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

20起

事故后果 19死2重伤

发生事故最多的区域 新疆、青海、西藏 6/6/4

发生事故最多的月份 6、7 6/8

主要事故类型 道路交通、生产安全 12/11

重点领域

管理不严

责任落实

没有到位

外协项目

监管粗放

保障平台

使用不当

队伍建设

能力不足
原因



二、安全生产有关要求

（一）责任制落实

设立专职或兼职安全员

与项目组成员签订安全生
产责任书，层层传导责任

建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建立中心安全生产职责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职责不明，没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没有全面、明确、系统

的岗位职责，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就成为空中楼阁，抓实压实安全责任就

成为空话。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安排谁负责，

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根据中心业务特点，推动建立“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不留死角”的全部门、全员、全过程的安全生产部门和岗位责

任体系。

明确中心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切实增强全体干部职工对安全

生产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







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

1.承担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负责研究制定项目安全工作计划，确保项目安全目标的实现。

3.负责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实施。

4.针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办法。

5.组织开展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及经验交流。

项目负责人必须履行对所负责项目的安全生产职责！



（二）出野外前制定野外作业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 分析作业区安全风险

● 制定安全生产工作措施

● 制定突发事件处置方案

● 高危项目要通过评审



（三）出队前装备配备、体检和保险

 项目负责人有责任检查项目组成员劳动保护装备配备情况。

 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劳动防护服、北斗、地质救生包等。

 配备范围：正式职工、返聘及临时聘用人员、被派遣劳动

者、实习学生等。



1

出队前，项
目承担单位
应按规定为
项目组成员
体检

2

身体状况不
适合高原工
作的，禁止
进入高原

3

按规定为所
有野外人员
购买工伤保
险和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金额

不低于120万元
健康状况

符合要求

特殊地区

特殊要求



出队前

安全管理规定、北斗使
用、野外生存和应急救
援培训等

出队后

有针对性地开展气象预警、
地质灾害识别、行车安全、
作业安全等教育培训。



特殊工种 驾驶员 新职工 在线培训

持证上岗 职业道德教
育，技能和
交通安全知
识学习

安全规章制
度及岗位安
全操作技能
培训

登陆“局安全
生产管理保障
系统”浏览学
习



（五）安全生产管理保障系统

出队前审批

 信息填写完整。
 审批要及时，

一个环节不超
过3天

 相关职能部门
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审核把关。

 定时向工作站和承
担单位报平安。个
人终端每天主动报
位1次。艰险地区
不少于2次。

 北斗终端使用情况
核定发放野外津贴
补贴。

 误报警及时解除。

 安全培训、
检查、安全
经费、安全
月活动等。

 填报信息确
保真实、准
确、及时。

收队注销

 收队后，在系
统上注销。

 核实野外人员
工作天数和车
辆使用天数。

 离开艰险地区
，及时告知野
外工作站。

安全监控 数据填报



（六）野外工作用车安全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谁使用谁负责、项目负责人负责制

满足野外车辆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出队前会审。

租赁车辆，签订租车合同，明确

责任与义务。

建立健全车辆安全技术档案。



车辆配备北斗：自有车辆、租赁车辆都必须配备。

车辆保险：交强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

建立台帐：坚持日检查、月维护、季保养制度。

野外驾驶员管理：聘用必须签订聘用合同，西部艰险

地区应聘用有当地野外驾驶经验驾驶员。



车辆连续行驶2小时后应停车休息。

严禁疲劳、酒后、非专职驾驶。

避免夜间、极端天气和危险路段行车。

行车台账记录制度。

乘车人对野外用车安全负监督提醒责任。



（七）野外安全检查

定期自查：每天1次车辆安全检查、1次综合安全检查。

接受检查：自觉接受局、单位、工作站组织的安全检查。

驻地检查：消防、用电、伙食、防盗等。

现场检查：培训教育、防护装备、警示、车辆等。

检查记录要及时在安全保障系统上填报。



（八）西部地区安全保障

 项目负责人应督促、
指导、落实局有关西
部艰险地区野外作业
安全保障要求。

 西部艰险地区项目组，
必须到西藏、新疆、
青海野外工作站报到。

 主动接受工作站装备
查验、教育培训、检
查、监控。



有义务协助车
辆和驾驶员租
（聘）、外部
关系协调等。

工作站 报到查验项

北斗、安全防
护服装、地质
救生包等。

培训内容

作业区人文、
地理知识和野
外生存技能等
。

 禁止单人单车开展野外地质调查作业。

 不得以返聘人员、实习生、劳务派遣人员组成项目组。

 每天向野外工作站报告安全状况。



（九）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小时
事发项目组及时向单位、工作
站报告，不超过1小时

2小时
承担单位向地调局安委会办公
室报告，不超过2小时

报告内容：时间、地点、性质、影响范围、发展趋势等。



 Ⅰ级（重大）：死亡3人以上，或重伤5人以上，或财产损失30万元。

由地调局启动Ⅰ级响应处置突发事件。

 Ⅱ级（较大）：死亡3人以下，或重伤 2 人以上 5 人以下，或财产损失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由中心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处置突发事件。

 Ⅲ级（一般）：重伤 2 人以下，或财产损失 10 万元以下。

由相关业务处室和项目组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处置的突发事件。

地质调查突发事件与应急响应分级

中心应急机构分为三级，一级为中心（响应处置Ⅱ级突发事件)，二级为相关

业务处室、三级为项目组（联合响应处置Ⅲ级突发事件) 。

中心应急机构及响应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

野外项目组自救

向本处室和安全处
信息报告

信息反馈

业务处室启动预案

信息反馈

不启动预案

中心启动预案

报告时间：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得

超过1小时。

报告内容：事故时间、地点、人

员伤亡情况、影响范围、采取的

自救措施等。

报告时间：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得超

过2小时。

报告内容：事故时间、地点、信息

来源、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

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向中心
信息报告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否
是

项目组或业务处室报告突发事件

中心召集会议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信息反馈

善后处置与调查评估

应急结束

实施应急救援

组
建
应
急
指
挥
部

24
小
时
应
急
值
守

组
建
专
家
组

上
报
地
调
局

总指挥：中心主任

副总指挥：中心班子成员

成员：有关处室负责人

应急救援办公室：安全处

突发事件Ⅱ级应急响应程序图



（十）油气钻井和大型设备专项安全管理

●油气钻井：严格执行《陆域油
气钻井井控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和配套技术要求，加强外协单位
施工准入制度和项目设计安全审
查，签订协议，明确井控责任。

●大型设备：证照齐全，持证上
岗，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加强隐患排查。



（十一）外协队伍（委托业务）安全管理

 对委托业务承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要统一协
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
及时督促整改。

 严格安全准入，外协单位必须具保障安全生产
的设备设施、工艺流程、资质资格等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委托合
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在西部艰险地区开展调查业务的外协项目工作
组必须到野外工作站报到



【疫情防控】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加强职业健康管理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强化安全应急值守



“地质云”安全生产管理保障系统是地质调查安全生产基础信息平台，

是地调局掌握野外生产情况的数据来源，以保障野外安全生产为首要功能，

同时兼顾监控调度、日常管理、教育培训等多项功能。

三、安全保障系统使用



登录地址：http://www.cgssafety.com/ 

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APP。

委托业务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可注册使用。





1. 在线培训（新增功能）

 在线培训：可在线学习各类安全培训材料。系统自动记录学

习次数和时长。以视频、ppt、pdf为主，共有

 培训记录：在线培训的类别、次数、时间记录。

 其他课件：查看领导讲话、野外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安全影视、系统培训等类目的安全培训课件。



2.出队管理

（1）出队填报

 填报方式：新增填写、复制已有记录

再修改。

 工作内容

 选人，是否配备安全措施

 为车指定司机。

 委托业务、人员、车辆

 工作组负责人、安全员只能在本单位

职工内选择。



（2）调整

 增减人员、车辆、飞机、船舶，修改出队、收队日期，调换北斗设备，修改工作地址
，修改委托业务。

 未审批完的还可修改审批人。

 人员、车辆等中途离队，再归队，可再次操作。野外起始日期填写准确。



（3）收队注销

 准确填写工作组实际出队、收队日期。及时收队。

 时间填写一定要准确，方便管理部门统计野外工作情况，计算野外津贴。



 新疆、青海、西藏项目组必须到野外工作站报到。报到人数、时间、参加培训情况均

有记录。



3、野外期间要组织安全培训、定期安全检查，及时录入到系统。



App主要功能：

●疫情查询

●地图位置

●手机签到（报平安）

●在线培训

●工作组管理（出队审批、工作组调整）

●新闻通知（通知新闻、法律法规）

●接警处置

●辅助工具（轨迹记录、地质现象记录）

●野外环境分析

●安全员管理、数据统计等



App安装包下载方法：扫描

二维码下载安装。

 首次安装需要下载安装包，之

后的版本更新采用在线更新的

方式。

 APP运行过程中会用到手机的存

储、定位、相机、录音权限。

 安装时,如果提示是否允许或添

加信任，请点击允许。



 全国疫情风险等级查询

 疫情动态数据



 地图服务

 单位切换、数据统计

 聚合显示、标注显示

 北斗/手机切换

 地图切换：地图、卫星影像切换

 显示过滤：人、车、船、飞机

 工作组信息查看

 导航、轨迹回放



野外签到：

采集签到的一个点的坐标，上传到服务器。



在线培训：可查看培训课件，课件格式包括MP4格式视频、Word

文档、PPT文档和PDF文档。



1、北斗终端不能正常使用时，请检查：

◆ 终端所处环境是否合理；

◆ 上报地址是否为524224；

◆ 上报频度设为1分钟；

◆ 自发自收北斗短报文。

2、上报频度：个人终端15-120分钟，车载终端1分钟

3、测试报警时，请将报警信息设定为“测试报警”

4、北斗配备：达到1台/2人，1台/车。西部1台/1人

， 1台/车

5、每日报平安1-2次

6、误报警后，及时与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