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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一）第十一届全国矿山救援技术竞赛（以下简称“竞

赛”），坚持“注重基础、贴近实战、科学规范、公平竞争”

的原则。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矿山救护规程》《矿山救护

队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竞赛规则。 

（二）项目分为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 

1.竞赛项目。模拟救灾、医疗急救、理论考试、呼吸器

操作、综合体能、指挥员战术运用和个人技能救援等 7 个项

目。 

2.表演项目。绳索救援。  

（三）参赛队伍组成。每支参赛救护队由领队 1 名、教

练 1 名、指挥员 1 名、队员 6 名组成。其中模拟救灾项目 7

人参加；理论考试项目 7 人参加；医疗急救项目 6 人参加；

呼吸器操作项目 6 人参加；综合体能项目 6 人参加；指挥员

战术运用项目 1 人参加；个人技能救援项目 6 人参加；绳索

救援项目 6人参加。 

（四）赛事规则。各竞赛项目参赛分组、次序、场地均

以抽签形式确定，抽签结果不得更改。参赛队必须按抽签顺

序准时参加竞赛。 

（五）报到与检录。参赛人员必须按《矿山救援防护服

装》(AQ/T1105-2014)规定进行着装、佩带标志、穿矿工靴。

参赛队员应在靠近右肩衣袖上佩戴号码牌，队长是 1 号，队

员是 2-5 号，副队长是 6 号，指挥员是 7 号。竞赛前一天，

参赛队应在指定地点登记报到，领取相关资料；参赛队员于

赛前 10 分钟前到各检录处接受检录，由检录人员查验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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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参赛标识及携带的装备器材、物品等。参赛队不按规

定时间检录，按弃权处理；参赛队员检录后，不得更换。 

（六）竞赛器材。竞赛现场提供 BIOPAK240R 型或德尔格

BG4 型氧气呼吸器、呼吸器校验仪、苏生器和灾区通讯工具、

矿灯、自救器、风障、告示牌、支护材料；模拟人、背夹板、

夹板、三角巾、纱布、绷带等竞赛所需的器材。参赛队伍也

可自带正压氧气呼吸器、呼吸器校验仪和苏生器、破拆工具

等竞赛所需的基本器材（须经裁判组检验同意后方可使用）。

比赛规定的特殊器材除外。 

（七）竞赛成绩。竞赛设团体奖和单项奖。参赛队员按

项目操作要求进行操作，裁判员当场进行计时，做好记录，

根据评分细则计分，分别统计个人单项成绩、团体单项成绩、

个人全能成绩和团体全能成绩。按照得分多少确定名次，当

分数相同时，以完成该项竞赛总时间长短作为评判成绩顺序

的依据。绳索救援为表演项目，成绩不计入团体全能成绩。 

（八）竞赛纪律。参赛人员必须服从组委会的统一指挥

和安排，严格遵守保密制度，自觉遵守竞赛的各项规定、维

护竞赛秩序，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参赛人员必须在指定区域、

地点进行比赛和休息，任何人不准在赛场内随意走动或逗留，

不准在场外大声喧哗、议论和提示。参赛队不准携带手机和

对讲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和待机区，不得非法获取有关竞

赛信息，否则取消竞赛资格。 

（九）裁判员守则。裁判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并考核

合格；按照分工，熟悉竞赛相关规则和场地布臵，掌握各种

仪器装备的性能、原理、使用、拆装、维护和保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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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参赛队泄露任何竞赛信息；必须严格执行竞赛规则，

秉公裁判，执行回避制度。 

（十）竞赛仲裁。参赛队、参赛队员必须服从裁判员裁

判，对裁判判罚如有异议，领队应在竞赛结束 1 小时内向竞

赛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仲裁委员会应根据竞赛规则，

组织有关人员对申诉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仲裁，尽快将终裁结果告知

提出申诉参赛队。 

所有的申诉都由仲裁委员会裁定，其裁定结果为最终结

果。 

（十一）赛场管理。竞赛期间，参赛队员、组委会人员、

裁判员、安全保卫人员、场地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及佩戴准

入证的新闻记者，允许进入竞赛场地，其他人员未经许可，

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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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挥员战术运用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矿井发生事故后，运用科学、安全、

有效的技术和战术抢救遇险人员，控制和缩小事故范围及其

危害程度，防止事故扩大是救灾决策和应急救援的关键。竞

赛目的旨在检验救护指挥员面对事故灾害时，如何能够沉着

冷静的根据事故线索进行分析判断，合理调配救援力量和资

源，迅速制定出科学、安全、可操作性强的救援方案。 

（二）竞赛内容。指挥员根据救援指挥部提供的事故矿

井信息、事故概况、救援任务和救援物资储备等信息，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制定救援战斗行动计划和安全技术措施。救灾

决策指挥和救援行动过程，必须遵循《煤矿安全规程》《矿山

救护规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必须体现以人为本、

科学救援、安全救援、依规救援。 

（三）竞赛形式。采取指挥员在计算机上答题，人工判

卷的形式；竞赛时间为 60 分钟；满分 30 分，规定时间内未

完成项目扣除相应分值。 

（四）评分细则。编制救援战斗行动计划和安全技术措

施的要求及评分标准： 

1.明确事故概况（1.5 分）。救援行动计划要有事故简要

概况，事故概况要清晰明确，并与试题信息一致。信息表述

不全，每漏掉 1条扣 0.5 分，扣完为止。 

2.明确救援任务（1.5 分）。救援任务要清晰明确，与试

题要求一致。任务表述不全，每漏掉 1 条扣 0.5 分，扣完为

止。 

3.灾区预判（2 分）。根据事故性质和事故信息判断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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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范围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危险有害因素描述不

全面，每漏掉 1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4.制定救援行动计划（15 分）。 

（1）正确选定井下基地（2.5 分）。根据试题信息和通

风系统情况，按《煤矿安全规程》《矿山救护规程》规定和试

题要求初步选定救援基地位臵。井下基地选择错误，该项不

得分。 

（2）明确侦察路线（5分）。根据救援任务、事故信息、

巷道系统和对灾区现状的预判，迅速赶到遇险人员可能最多

的地点，以保证小队退路安全为原则，按《矿山救护规程》

规定和试题要求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侦察路线。 侦察路线错

误扣 5分。 

（3）任务分工明确（2.5 分）。根据救援任务、事故信

息、巷道系统和灾区现状预判，制定侦察小队和待机小队（需

要时）的救援任务和具体分工。任务分工不明确扣 2.5分。 

（4）合理调配救援力量（2.5分）。根据灾区实际情况，

科学调配救援力量。救援队伍安排不合理扣 2.5分。 

（5）正确调节通风设施并控制风流（2.5 分）。根据事

故性质及试题设定的灾害，正确采取有效技术措施调控通风

系统。未采取有效措施扣 2.5分，风流调控不正确扣 2.5分。 

5.制定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7.5 分）。安全技术措施要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明确小队个体防护措施、携带装备（2.5 分）。每

漏掉 1条扣 0.5分，扣完为止。 

（2）明确小队灾区工作时间（2.5 分）。每漏掉 1 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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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扣完为止。 

（3）明确抢救遇险遇难人员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明确灾

区内遇到危险有害因素应采取的措施，明确现场指挥员的工

作职责、权限（2.5 分）。以上措施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矿山救护规程》等规定和试题要求。措施不全面，每漏 1

条措施扣 0.5分，扣完为止。 

6. 编制救援战斗行动方案（2.5 分）。救援战斗行动方

案要全面，阐述简明，逻辑性强。符合以上要求得 2.5 分，

有 1 条不符合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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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救援行动计划和安全技术措施 

1.参赛队伍：                       任务名称： 

事故性质：                       工作地点： 

指挥员姓名：                     完成任务小队数量： 

2.基地设置： 

3.事故概述： 

4.救援方案及任务： 

5.灾区现状预判： 

事故波及范围  

危险有害因素  

6.计划工作时间：自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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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救援战斗行动计划： 

任务分工  

井下基地  

侦察路线  

8．安全技术措施： 

 

9．指挥员签名：                 编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10. 贯彻记录： 

 

11.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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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战术运用竞赛评分表（满分 30 分）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号 竞赛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得

分 

1 方案 

明确事故概况 1.5-1×__  

明确救援任务 1.5-1×__  

灾区现状预判 2-1×__  

正确选定井下基地 2.5  

明确侦察路线 5  

任务明确分工 2.5  

合理调动救援力量 2.5  

正确调节通风设施并控制风流 2.5  

 

2 

技术

措施 

明确小队个体防护措施、装备检查的

时段要求 
2.5-1×__  

明确小队灾区工作时间 2.5-1×__  

明确抢救遇险遇难人员及灾区内遇到

危险有害因素应采取的措施 
2.5-1×__  

3 救援行动计划编制全面 2.5-1×__  

4 本表共计得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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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拟救灾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主要检验参赛队伍开展灾区侦察、现场

处臵和抢救现场遇险人员的能力和技战术水平，通过“以练

代战”，提高参赛队事故现场救援处臵能力。  

   （二）竞赛内容。模拟救灾竞赛项目设在地下演习训练系

统内，场景设臵为某煤矿发生灾害事故，召请参赛队实施救

援。参赛队携带装备赶往事故现场，根据指挥员制定的救援

行动计划和安全技术措施，设臵井下基地、实施灾区侦察、

标注矿图和抢救现场遇险人员，完成规定的模拟救灾竞赛任

务。 

（三）竞赛装备 

1.处理瓦斯爆炸事故或火灾事故时，按《矿山救护规程》

《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要求携带小队装备。小

队装备：光学瓦斯检定器、手推式一氧化碳检定器、多功能

气体测定仪、远红外测温仪、风表、采气样工具及球胆 2 个、

酒精温度计、联络绳、探险棍（长度大于 1米）、急救箱、夹

板、担架、保温毯、苏生器、灾区电话、2 小时正压氧气呼

吸器、自救器 2 台、氧气瓶 2 个、电工工具 1 套、铜顶斧 2

把、刀锯 2 把、铜锤 1 把、起钉器 1 把、皮尺 1 把、卷尺 1

把)。其中灾区通讯必须使用有线通讯装备，必须配备 4小时

全面罩正压氧气呼吸器。 

2.竞赛现场提供密闭材料及灭火器材和设备：风障材料、

木板密闭材料、8千克干粉灭火器、局部通风机(2×5.5kW)、

直径 600 毫米拉链式风筒等。 

3.参赛队进入基地报到前，应确保全部器材、仪器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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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并可随时佩戴和使用。氧气呼吸器的压力应符合产品

说明书要求。 

4.参赛队必须使用有线通讯系统，其电缆应具有足够的

拉伸强度。当通讯系统失效时，应立即使用救生索撤出并修

复或更换新的通讯装备。 

（四）竞赛形式。每支参赛队 7人（1 名指挥员和 6名队

员）参赛。竞赛为时间 60分钟。超时终止竞赛，未完成的项

目，按规则扣分。竞赛时间从队长启动计时器开始，到抢救

工作结束，队长终止计时为止。当队长停止计时后，必须将

矿图交给裁判员。 

参赛队长接到竞赛矿图和指令后，没有及时启动或停止

计时器，竞赛时间由裁判员确定。 

裁判员根据队员现场项目操作表现评分，满分 130 分，

裁判员现场评分，以得分多少确定名次，当分数相同时，用

时短者获胜。 

（五）评分细则 

1.闻警出动、下井准备（15 分）。 

（1）闻警出动（2 分）。警报响起，参赛队员立即携带

装备在 1 分钟内乘车出动，以救护车后轮压过停车线为准计

时，超时该项不得分。 

（2）地面基地报到（2 分）。参赛队下车，装备齐全，

列队整齐并按规定报告，报告词错误，该项不得分。 

（3）战前检查必须在 2 分钟内完成（9 分）。参赛队员

全部参加战前检查，超时该项不得分。 

①检查内容和程序正确（3分）。检查内容和程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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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瓶→自动补气阀→手动补气阀→排气阀→呼吸阀→面罩

气密性→压力表→报告仪器状态（执行 AQ1009-2007 规定）。

符合以上要求得 1 分，参赛队员未全部参加、丢项或顺序颠

倒，该小项不得分。 

②进入灾区装备齐全（2分）。进入灾区携带的装备、工

具、检测仪器齐全。缺少装备 1件及以上，该项不得分。 

③仪器完好（2 分）。要求附件齐全，氧气压力不低于

18MPa，随时可用。有 1 件及以上仪器不符合要求，该项不得

分。 

④互检正确（2分）。互检内容：目检要触摸压力表、面

罩、头带、呼吸软管、呼吸器盖是否扣牢、安全帽、矿灯和

人员状态。漏检 1 项及以上，该项不得分。 

（4）撤出灾区装备齐全（2 分）。参赛队携带的装备不

得滞留灾区，滞留装备 1 件及以上，该项不得分。 

2.救援指挥、灾区侦察（55 分）。 

（1）井下基地指挥（5 分）。指挥员应佩带氧气呼吸器

在井下基地指挥，使用灾区电话与参赛队联络，指挥救灾，

将灾区信息记录在矿图上，竞赛结束，交回 2 份矿图。信息

记录不全的，每缺 1 项扣 1 分，字迹潦草不清扣 1 分，扣完

为止。 

（2）基地设臵（5 分）。参赛队到达井下预定基地后，

勘查现场，如符合条件，立即设立井下基地，如不符合条件，

重新选择，直至符合下列条件。每漏掉 1 条扣 1 分，扣完为

止。 

基地设臵条件：①气体成分：氧气浓度不低于 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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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浓度不得超过 24PPm，无其他有毒有害气体。②通风

良好，顶板完好，与地面通讯畅通。③靠近灾区且不受灾害

事故直接影响的安全地点。 

（3）灾区侦察（22 分）。 

①参赛队人数满足要求（1 分）。参赛队进入灾区不得少

于 6 人；否则该项不得分。 

②队员间距满足要求（1分）。侦查期间，队员应在互为

可见范围内行动（烟雾区除外），有队员远离行动范围 1人次

及以上的，该项不得分。 

③角色顺序正确（1分）。灾区内侦察，前进时队长在队

列之前，副队长在队列之后；返回时相反。出现 1 次及以上

错误该项不得分。 

④侦察路线正确（1分）。参赛队改变侦察路线，需报告

井下基地指挥员同意，否则该项不得分。 

⑤避爆方法正确（1分）。灾区侦察遇有爆炸危险时，参

赛队应立即撤到井下基地，危险消失后，方可继续侦察。违

反规定，该项不得分。 

爆炸危险：《矿山救护规程》规定的瓦斯浓度达到 2%且

有继续上升趋势；存在明火。以上因素同时存在时，视为有

爆炸危险。 

⑥信号使用正确（1 分）。参赛队应按《矿山救护规程》

正确使用信号。不正确使用 1次及以上，该项不得分。 

⑦信息汇报及时（1分）。参赛队在灾区工作时，应及时

向井下基地指挥员及时报告侦察信息和意图，并取得指挥员

同意后实施行动。违反 1 次及以上，该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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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正确检测顶板、气体和风量（15 分）。 

A.顶板检测正确（5分）。队长应敲帮问顶，敲帮问顶地

点：巷道冒落段两侧、损坏支架处、需建通风设施的地点，

每个地点只需检查 1 次。敲帮问顶方法：用探险棍对巷道顶

板和两帮各敲 2次（方法错误视为未检查顶板）。漏检 1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B.气体检测正确（5 分）。参赛队应在下列地点使用指定

仪器或多功能气体检测仪正确检测气体浓度：气体告示牌、

冒落区两侧、风幛、风门、火区、密闭、局部通风机、电器

开关、遇险遇难人员地点和竞赛规定的地点，每个地点只需

检测 1 次。漏检 1 处扣 1 分，数据测定错误或达不到精度要

求每出现 1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精度要求：在竞赛规定地点的瓦斯和一氧化碳气体必须

使用光学瓦斯检定器和手推式气体检定仪进行实际检测，瓦

斯或二氧化碳气体当实际气体浓度 10%以下时，允许最大误

差正负 1%；当实际气体浓度在 10%-100%时，允许误差正负

3%；一氧化碳浓度允许误差正负 10%。（组委会提供同厂家同

批号比长式检测管） 

检测气体种类：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氧气，检

测气体要实际测量 1-2 个点，实测操作按照 AQ1009-2007 规

定操作。组委会提供标气。 

检测气体方法：检测仪位臵符合要求。检测甲烷时，检

测仪位臵高于头部；检测一氧化碳时，检测仪位臵与胸平齐；

检测氧气时检测仪应位于腰部或腰部稍下；检测二氧化碳时，

检测仪应位于腰部或腰部稍下。检测上述气体时，动作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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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停顿，停顿时间 1 秒；每次气体检测结果，必须口述确

认。 

C.风量检测正确（5 分）。改变通风前在测风站实测风量

1 次，改变通风（即风向或风量发生变化时）后，在测风站

测风 1次。漏检或检测方法、结果错误扣 5分。 

风量测定方法： 

a.操作方法：使用风表检测，按线路法（四线一风法）

测风 1 分钟，风表迎风面必须面对风流来向，并与风流来向

垂直。 

b.风量计算公式：Q=V（S-0.4），单位：立方米/分钟。 

c.实际风速由裁判随机给定，风量计算结果保留 1 位小

数，风速、风量计算结果标注在测风站处。 

d.测风时，其他人员不应影响风流流动。 

e.允许误差：实测时最大允许误差正负 20%（由裁判员

给定的风速不得出现计算误差）。 

（4）安全防护（23 分）。 

①正确佩用氧气呼吸器 （5 分）。违反下列要求时，违

反 1 次扣 1分，扣完为止。 

A.参赛队进入灾区后，队员全面罩不得脱落或摘下（特

殊规定除外）。 

B.参赛队自佩用氧气呼吸器开始计时，20分钟内必须在

停留状态下互检 1 次，因呼吸器故障再次进入灾区时，同样

要进行此项检查。 

C.参赛队员身体不适或呼吸器出现故障，应按《矿山救

护规程》要求采取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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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温区域防护得当（2 分）。进入环境温度超过 40℃的

区域，按《矿山救护规程》相关规定采取防护措施，模拟施

设水幕或着隔热服（口述或移动牌板）；限制时间，并向裁判

报告。无模拟施设水幕或着隔热服扣 1 分，没有采取限制时

间措施扣 1分，扣完为止。 

③正确使用和检测带电设备（2分）。不得违反《煤矿安

全规程》使用带电设备，违反 1次扣 1分，扣完为止。 

④恰当使用锁风（3 分）。进入封闭区域或堵塞巷道前，

在一侧情况不明时，应建立锁风设施；当从风幛、隔墙或锁

风设施中撤出，若改变通风现状，需要重新锁风。违反 1 次

扣 1 分，扣完为止。 

⑤正确使用救生索（1 分）。烟雾巷道侦察时，队员应使

用救生索连接。没有正确使用救生索，该项不得分。 

    ⑥正确处理爆炸性气体（5分）。改变通风时不得使爆炸

性气体流经火区、失爆带电设备和未侦查区域。违反 1 次扣

5 分。 

爆炸性气体：瓦斯浓度在５％～16％，氧气浓度大于或

等于 12％。以上两种因素同时存在属于爆炸性气体。 

⑦正确处理水封（5分）。遇到水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在不改变通风情况下，采取抽水措施后方可通过。违反

1 次扣 3分，扣完为止。 

3.正确抢救遇险人员（15 分）。 

违反下列任何一项要求时，扣 1分，直至扣满 15分为止。 

（1）进入灾区，参赛队发现遇险人员，具备抢救条件时，

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不具备抢救条件时，应先创造条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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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抢救人员条件：不能使伤员暴露在污浊空气中，顶板支

护良好，以及不受其他因素威胁。 

污浊空气：氧气浓度低于 20%、一氧化碳浓度超过 24ppm，

其他有毒有害气体超过《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2）应将伤员迅速安全地转移到基地，不许从事其他与

抢救伤员无关的工作，行走不便的伤员要抬运出灾区。 

（3）遇有烟雾，要给伤员佩戴防烟眼镜（佩用了全面罩

氧气呼吸器除外）。 

（4）应按《矿山救护规程》和仪器说明书要求，给遇险

者佩用氧气呼吸器或自救器。对于清醒的遇险人员可佩用压

缩氧自救器，对于无意识的遇险人员必须佩用核准的正压 2

小时或 4 小时全面罩氧气呼吸器。 

（5）在灾区内应至少安排 1人专门看护伤员，队员与伤

员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3 米。 

4.矿图及现场标注（10 分）。 

正确标注矿图，参赛队应将侦察到的情况正确标注在矿

图上，漏 1项扣 0.5 分, 扣完为止。 

（1）队长收到空白矿图后，在进入灾区前，应在基地牌

板上清楚填写队名、日期等信息。 

（2）应在矿图上标注的内容：工作面和停留点气体浓度，

井下基地、通风设施、风流方向、测风站及风量、机电设备、

水淹区、冒落区、火区、遇险遇难人员。 

（3）以上规定需标注的物体应按图例标注(见附件)，对

图例以外的物体或设施，应作记号“X”，并用引线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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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队应在工作面、风门、密闭、发现遇险遇难人

员、冒落区、支护损坏地点处做好侦察标记。标记方法：参

赛队安放自制标牌。 

（5）送电、改变通风的时间必须标记在现场（投放自制

标牌，例如：队名：xx 月 xx日 xx 时 xx 分）和矿图上。 

（6）规定统一标准图例(见附件)。说明标注巷道具体尺

寸。 

5.现场处臵（35 分）。 

（1）井下灭火（25 分）。 

①参赛队在侦查过程中，满足直接灭火条件时，要充分

利用现场条件采取正确的方法迅速灭火。应当扑灭的火源没

有采取措施扑救扣 5 分，扑救措施或方法不当或采取措施没

有扑灭扣 2分，扣完为止。 

正确灭火方法如下： 

A.发现巷道明火时，且范围在 1 米以下时，使用不燃性

材料掩盖、干粉灭火器或相应灭火器材灭火。燃烧范围超过

1 米以上且温度在 40℃以上时，首先模拟或实际施设水幕，

阻止火区蔓延，再采取隔绝方法灭火。 

B.发现电气设备火灾时，首先切断电源，再根据现场条

件确定灭火方法和器材。电源无法切断时，只能使用绝缘材

料灭火。 

C.灭火后至竞赛结束火点不能复燃。 

②当直接灭火方法无效，必须采用隔绝方法灭火时，应

在遇险人员全部救出、侦查任务结束后或得到救灾指挥部同

意后进行。实施综合灭火时机不对，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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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若选择隔绝灭火，实施封闭火区，首先对火区进行风

量和气体检测，以及火区空间估算，计算安全封闭时间。爆

炸下限时间计算错误扣 2 分；在达到爆炸下限时间时没有完

成工作并撤出灾区扣 5 分。即：根据测得的或竞赛试题提供

的绝对瓦斯涌出量，计算火区内达到爆炸下限的时间，然后

根据现场条件在火区气体达到爆炸下限时间内采用临时密闭

封闭火区一侧。 

注：密闭类型包括建造风幛、木板密闭。 

④建造风幛、木板密闭等通风设施要按《矿山救护规程》

和 AQ1009-2007执行（10分）。 

A .建造风幛要满足以下要求，违反 1 项扣 0.5分，扣完

为止。 

a.按 AQ1009-2007 规定结构操作。 

b.结构牢固（用一只手推不移位）。 

c.立柱、压条齐全。 

d.钉子钉在骨架上，钉帽接触到骨架。 

e.不得出现跑钉或悬钉。 

f.钉子距压条端不大于 100毫米。 

g.压条搭接或压条接头处间隙不大于 50毫米。 

h.中柱上下垂度不超过 5 厘米，边柱与帮缝不大于 2 厘

米，长度不超过 30 厘米，障面孔隙不大于 20平方厘米，（从

压条距顶、帮、底的孔隙宽度大于 20 毫米处始量长度，计算

面积）。 

i.幛面平整，折叠宽度不大于 15毫米。 

j.同一块压条上，相邻两个钉子的间距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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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木板密闭要满足以下要求，每违反 1 项扣 0.5 分，扣

完为止。 

a.按 AQ1009-2007 规定结构操作。 

b.结构牢固（用一只手推结构稳固）。 

c.立柱排列必须均匀，间距在 380～460毫米之间（中对

中测量，量上不量下），不得缺少立柱。 

d.木板采用搭接方式，下板压上板，压接长度不少于 20

毫米，两帮镶小板，在最上面的大板上钉托泥板。 

e.每块大板不得少于 8个钉子（可一钉两用），钉子必须

穿透两块大板钉在立柱上。每块小板不得少于 1 个钉子，每

个钉子要穿透两块小板钉在大板上。钉子必须钉实，不得空

钉。 

f.小板不准横纹钉，不得钉劈（通缝为劈），压接长度不

少于 20毫米。 

g.托泥板宽度为 30～60 毫米，与顶板间距为 30～50 毫

米,两头距小板间距不大于 50毫米，托泥板不少于 3个钉子，

两头钉子距板头不大于 100毫米，钉子分布均匀。 

h.大板要平直，以巷道为准，大板两端距顶板距离差不

大于 50毫米。 

i.板闭四周严密，缝隙不准超过宽 5 毫米、长 200毫米。     

（2）排放瓦斯（10 分）。 

局部通风排放瓦斯应满足以下要求，每违反 1 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①启动局部通风机后使用新型拉链式双反边正压风筒向

巷道内延接风筒 30～50 米。延接风筒时不能平行作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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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节连接，前一节反边未完成前，不得对接下一节风筒。 

②风筒应双反边，严密不漏风。 

③风筒供风时出风口不摆动。 

④不得采用“一风吹”。 

6.其他。 

（1）没有在竞赛结束时撤回井下基地，扣 10 分。 

（2）没有按救援任务书要求完成救援任务，每项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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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1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

号 
竞赛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得

分 

1.闻警出动、下井准备（15 分）  

1 
战前 

检查 

内容程序正确 3  

进入灾区装备齐全 2  

仪器完好 2  

互检正确 2  

2 闻警出动符合要求 2  

3 地面基地报到符合要求 2  

4 撤出灾区装备齐全 2  

本表共计得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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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2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

号 
竞赛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得分 

2.救援指挥、灾区侦察（共计 55 分） 

1 井下基地指挥 5  

2 基地设置 5  

3 
灾区

侦察 

参赛队员人数满足要求 1  

队员间距满足要求 1  

角色顺序正确 1  

侦察路线正确 1  

避爆方法正确 1  

信号使用正确 1  

信息汇报及时 1  

正确检测顶板、气

体和风量 

顶板检测正确 5-1×    

气体检测正确 5-1×    

风量检测正确 5  

4 
安全

防护 

正确佩用氧气呼吸器 5-1×    

高温区域防护得当 2-1×    

正确使用和检测带电设备 2-1×    

恰当使用锁风 3-1×    

正确使用救生索 1  

正确处理爆炸性气体 5-1×    

正确处理水封 5  

本表共计得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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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3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竞赛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得分 

3.正确抢救遇险人员（共计 15 分） 

序

号 
标准描述 

违反要

求项数 

15-1×    

1 

进入灾区，参赛队发现遇险人员，具备抢救

条件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抢救。不具备救助

遇险人员条件时，首先创造条件救人。 

 

2 

应将伤员迅速安全的转移到基地，不许从事

其他与抢救伤员无关的工作，行走不便的伤

员要抬运出灾区。 

 

3 

应将伤员迅速安全的转移到井下基地，不许

从事其他与抢救伤员无关的工作，行走不便

的伤员也要抬运出灾区。 

 

4 
遇到烟雾，要给伤员佩戴防烟眼镜（佩用了

全面罩氧气呼吸器除外）。 
 

5 

应按《矿山救护规程》要求，对于清醒的遇

险人员可佩用压缩氧自救器，对于无意识的

遇险人员必须佩用核准的正压 2小时或 4小

时全面罩氧气呼吸器。 

 

6 
在灾区内，应至少安排 1 人专门看护伤员，

队员与伤员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3米。 
 

本表共计得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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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4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竞赛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得

分 
4.矿图及现场标注（共计 10 分） 

序

号 
标准描述 

违反要

求项数 

10-0.5×    

1 
队长收到空白矿图后，在进入灾区前，
应在基地牌板上清楚填写队名、日期等
信息。 

 

2 

矿图上标注的内容：交岔口、工作面和
停留点气体浓度，井下基地、通风设施、
风流方向、测分站及风量、设备、水淹
区、垮落区、火区、遇险遇难人员。 

 

3 
所有物体应按图例标注，对图例以外的
物体或设施，应作记号“X”，并用引线
标注说明。 

 

4 
在工作面、风门、密闭、发现遇险遇难
人员、垮落区、支护损坏地点处做好侦
察标记。 

 

5 送电、改变通风的时间必须标记在现场。  

5.现场处置（共计 35 分）  

1 
扑救措施或方法不当或采取措施没有扑灭/应该
扑灭的火源没有采取措施扑救。 

5  

2 实施综合灭火时机不对。 5  

3 

爆炸下限时间计算错误扣 2分；在达到爆炸下限
时间时没有完成工作并撤出灾区扣 5分。 

2/5  

设置风障要满足所有要求。 5-0.5×    

设置木板密闭要满足所有要求。 5-0.5×    

排放瓦斯不符合要求。 10-0.5×    

6.其他  

1 没有在竞赛结束时撤回井下基地。 -10  

2 没有按救援任务书要求完成救援任务。 -20×    

本表共计得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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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救灾竞赛成绩汇总表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得分 

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1  

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2  

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3  

模拟救灾竞赛评分表 4  

得分合计：  

裁判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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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模拟实战演习训练系统布置示意图 

10 米 73 米 13米 

100 米 

33 米 

27 米 

70 米 

7 米 

回采工作面 

掘进工作面 

回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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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体能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综合体能竞赛旨在检验队员速度、爆

发力、耐力、协同性等综合身体素质指标和团队整体综合体

能实力。 

（二）竞赛内容。综合体能自起点至终点全程约 850 米。

全程需完成 8 项操作，顺序是：爬绳（高度 4 米）→过独木

桥（15 米）→速降(3 米)→佩带呼吸器、戴矿工帽→接水管

→携带灭火器（将一个 8 千克灭火器放入指定架内）→矮巷

（20米）→负重跑。 

    1.爬绳行程为 4 米，开始爬绳前成立正姿势，上爬时，

双手握绳，自 0米处向上爬，不准夹绳；下放时，姿势不限。 

2.过独木桥：独木桥长 15米，桥面宽 0.2 米，桥面距地

面 1 米。桥身两端的踏板长度 2 米，宽度为 0.2 米，厚度为

0.04 米，在踏板上钉有 5 条宽 0.05 米、厚 0.03 米的横木，

其中心距为 0.35米。中途掉下，需重新回到独木桥起点上桥，

否则按缺项处理。 

3.速降平台高 3 米，参赛队员由台阶登上平台，由平台

前端的速降滑杆下到地面。 

4.对接快速接头（水管 WGS-KS4.5/150，150插接快速接

头）。 

5.将一个 8 千克灭火器搬运到规定地点，并放入到指定

架内。搬运方法不限，灭火器不允许损坏，同时不允许掉、

摔，如出现以上状况必须返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搬运。 

6.穿越矮巷：长 20 米×宽 1 米×高 1 米，穿越低巷时姿

势不限。每位选手过矮巷后均可以抢道跑，不得协助和带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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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重跑：背 4小时氧气呼吸器负重跑至终点。 

（三）竞赛形式。每支参赛队 6名队员（不包括指挥员）

参赛，计时从发令枪声响后开始，参赛队员沿途完成爬绳等

8 项操作后，冲刺到终点,计时结束。 

（四）评分细则 

1.发令员使用发令枪发令，发令员发出“各就各位”的

口令后，应等所有参赛队员身体稳定时鸣枪。发令员认为爬

绳有人犯规，应鸣哨召回参赛队员重新组织比赛开始。参赛

队员累计出现两次犯规，取消本项目竞赛资格。 

2.参赛队员在操作中有一项未能完成，可依次做下一项，

未完成项目按缺项处理。每缺 1项规定项目罚 200 秒。 

3.参赛队员按《矿山救援防护服装》(AQ/T1105-2014)

要求着战斗服，上衣纽扣未扣好（第 1 颗钮扣除外）。每发现

1 处，罚 5 秒。 

4.参赛队员在爬绳过程中，上爬时出现用脚、腿、臂等

夹绳动作，罚 20秒/次。 

5.独木桥上中途掉下来，须回到独木桥起点重新上桥，

否则按缺项处理。 

6.速降平台进行速降项目时，必须手握速降滑杆，下肢

姿势不限，严禁直接下跳，否则罚 20 秒。 

7.呼吸器腰带、胸带未扣好。每发现 1处，罚 5秒；呼

吸软管没有放在胸前，每发现 1 次扣 5 秒。安全帽脱落，提

示后没及时复位，罚 5 秒。 

8.没有对接快速接头罚 20秒。 

9.灭火器掉、摔在地上，必须返回到搬运起点重新进行

该项目，否则按缺项处理；灭火器必须放在指定的支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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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一次罚 10秒。 

10.过矮巷姿势不限，在行进过程中安全帽脱落，未复位，

每发现一次，罚 10 秒。 

11.在穿越矮巷前，竞赛过程中不按照自己线路跑或超越

自己跑道，每次罚 20 秒。 

12.任何人不得协助和带跑，否则整个综合体能项目按零

分处理。 

13.参赛队员负伤不能完成比赛按缺项处理。 

（五）竞赛事项说明 

1.体能竞赛共 19 名裁判员，其中：1 名裁判为发令员，

2 名裁判员为记录员，2 名裁判员为检录员，7 个操作项目每

处 2 名裁判员。 

2.竞赛还需要工作人员 8 人，其中：快速接头恢复人员

2 人；灭火器恢复项目 2 人；呼吸器检查及准备 4 人。 

3.竞赛需要准备呼吸器 12台（氧气瓶不充氧气），前一

组竞赛结束后，场地工作人员必须为后一组参赛队员准备好

呼吸器并摆放在指定的位臵，后一组参赛队员提前整理好安

全帽和呼吸器，并在爬绳处准备竞赛。发令员确定所有裁判

员及工作人员准备到位后，方可发令竞赛。裁判员到位后，

如果参赛队员不能各就各位，超过 1 分钟取消竞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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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能竞赛评分表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裁判组长签字：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号 评分细则 罚秒 

1 项目弃权；协助和带跑，该项不计成绩。  

2 
没有完成体能竞赛规定项目，每缺少一
项罚 200秒。 

200×＿＝ 

3 
项目结束后,钮扣未扣好（第 1 颗钮扣除
外），每发现 1 处，扣罚 5 秒。 

5×＿＝ 

4 
上爬时出现用脚、腿、臂等夹绳等动作，
罚 20秒。 

20×＿＝ 

5 
独木桥上掉下来后，直接从掉落点上桥，
没有从独木桥起点重新上桥，按缺项处
理。 

200×＿＝ 

6 安全帽脱落,提示后没及时复位，罚 5秒。 5×＿＝ 

7 
项目结束后,呼吸器腰带和胸带未扣好，
罚 5 秒。 

5×＿＝ 

8 
项目结束后,呼吸软管没有放在胸前，罚
5 秒。 

5×＿＝ 

9 
在穿越矮巷前，竞赛过程中不按规定线
路跑或超越自己跑道，每次罚 20 秒。 

20×＿＝ 

10 
速降平台进行速降项目时，直接下跳，
罚 20秒。 

20×＿＝ 

11 接水管时，水管没有连接到位，罚 20 秒。 20×＿＝ 

12 
灭火器掉、摔在地上，必须返回到搬运
起点重新进行该项目，否则按缺项处理。 

200×＿＝ 

13 
搬运灭火器项目，灭火器未放在指定的
支架内，每次罚 10秒。 

10×＿＝ 

竞赛用时：  罚秒合计：  

                        本表共计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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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 

15 米 

2.0 米 

独木桥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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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速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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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 20 米 20 米 10 米 20 米 

10 米 10 米 10 米 10 米 20 米 

72 米 

87 米 

1 
爬 
绳 
架 

2 
独木桥 

3 
速降 3 米 

4 
佩带呼吸器 

5 
接水管 

6 
携带 

灭火器 

7 
过矮巷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1-6 号为参赛 
队员停止计 
时钟表位置 

1-8 号为 
跑道编号 

1-6 号为参赛 
队员规定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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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疗急救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重点检验参赛队员的心肺复苏技术及

创伤急救的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技术水平，进一步提

升矿山救援队伍的医疗急救能力。 

（二）竞赛形式。每支参赛队 6名队员（不包括指挥员）

参赛。医疗急救比赛设 2 站比赛，每站比赛由 3-4 名裁判组

成。 

第一站：心肺复苏（CPR）。6 名参赛队员每位均要做单

人心肺复苏，每名队员试操作时间不得超过 1分钟；  

第二站：创伤急救。设 2 名伤员，6 名参赛队员共同参

与比赛。参赛队伍接到急救任务通知书开始计时。比赛时间

为 15 分钟，到时则终止比赛。  

现场裁判根据参赛队员现场操作情况进行扣分。为了避

免出现平局，裁判应准确计时，并记载在计分卡上。判定名

次的第一依据是所有赛站的现场计分，第二依据是现场记载

的总时间。 

（三）操作细则 

1.心肺复苏。 

每位参赛队员均应熟练掌握心肺复苏（CPR）基本知识，

能够正确对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操作。 

（1）心肺复苏操作流程： 

①判定事发现场安全、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后，开始施救。 

②快速判断伤员反应，确定意识状态，判断有无呼吸或

呼吸异常（如仅仅为喘息），在 5～10秒内完成。方法：轻拍

或摇动伤员，并大声呼叫：“您怎么了”。如果伤员有头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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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或怀疑有颈部损伤，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移动伤员，

对有脊髓损伤的伤员不适当地搬动可能造成截瘫。 

③呼救及寻求帮助。 

④将伤员放臵心肺复苏体位。将伤员仰卧于坚实平面，

施救者跪于伤员肩旁。 

⑤判断有无动脉搏动，在 5～10 秒内完成。用一手的食

指、中指轻臵伤员喉结处，然后滑向同侧气管旁软组织处（相

当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触摸颈动脉搏动。 

⑥胸外心脏按压。 

A.定位：用靠近伤员下肢手的食指、中指并拢，指尖沿

其肋弓处向上滑动（定位手），中指端臵于肋弓与胸骨剑突交

界即切迹处，食指在其上方与中指并排。另一只手掌根紧贴

于定位手食指的上方固定不动；再将定位手放开，用其掌根

重叠放于已固定手的手背上，两手扣在一起，固定手的手指

抬起，脱离胸壁。 

B.姿势：双臂伸直，肘关节固定不动，双肩在伤员胸骨

正上方，用腰部的力量垂直向下用力按压。 

C.频率：≥100 次/分；深度：成人 5～6 厘米。下压与

放松时间比：1:1。 

⑦畅通呼吸道。 

方法： 

A.仰头举颏法（或仰头举颌法）：施救者一只手的小鱼际

肌放臵于伤员的前额，用力往下压，使其头后仰，另一只手

的食指、中指放在下颌骨下方，将颏部向上抬起。 

B.下颌前移法（托颌法）：施救者位于伤员头侧，双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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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伤员仰卧平面上，双手紧推双下颌角，下颌前移，拇指

牵引下唇，使口微张。 

⑧开放气道时应先查看口腔内有无异物，若有异物，吹

气前应首先清除异物。必要时需采用腹部或胸部冲击技术（手

拳冲击法）清除气道深部异物。 

⑨开放气道后给予 2 次吹气，2次吹气时间应在 3～4秒

之间；每次吹气量 800～1200毫升。 

⑩2 分钟左右完成 5 个周期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 次胸

外按压和 2次人工呼吸为 1个周期）（按压频率≥100次/分）。 

A.完成 5 个周期 CPR 后，重新检查动脉搏动及呼吸。没

有动脉搏动则继续进行 CPR。 

B.如果最初有颈动脉搏动而无呼吸或经 CPR 急救后出现

颈动脉搏动而仍无呼吸，则应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先吹 2 口

气，然后有节律地吹气，吹气的频率应为 10～12 次/分（不

包括初始 2次吹气）。 

C.单纯人工呼吸 1 分钟后需重新检查动脉搏动和呼吸。 

D.抢救成功后将伤员臵于昏迷体位（伤员头偏向一侧）。 

（2）单人心肺复苏要求： 

①由同一个施救者顺次轮番完成胸外心脏按压和口对口

人工呼吸。 

②测定伤员无脉搏，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30次，频率

≥100次/分，然后俯身打开气道，进行 2 次连续吹气，再迅

速回到伤员胸侧，重新确定按压部位，再做 30 次胸外心脏按

压，如此往复进行。 

③进行 5 次循环（2 分钟左右）后，再次检查脉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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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要求在 5～10 秒内完成）。若无脉搏呼吸，再进行 5次循

环，如此周而复始。 

（4）双人心肺复苏要求： 

①由两名施救者分别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

吸。 

②其中一人位于伤员头侧，另一人位于胸侧。按压频率

仍为≥100 次/分，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值仍为 30︰2，即 30

次胸外心脏按压给以 2次人工呼吸。 

③位于伤员头侧的施救者承担监测脉搏和呼吸，以确定

复苏的效果。5个周期按压和吹气循环后，若仍无脉搏呼吸，

两名施救者进行位臵交换。 

2.创伤急救。 

掌握现场急救基本常识，能正确对伤员进行伤情检查和

初步诊断，掌握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以及伤员搬运等现场

急救处理技术。 

（1）初步评估伤员同时控制大出血。 

①检查事故现场，确保自身安全。施救前佩戴个人防护

装备。 

②初步评估伤员（若伤员无反应，无呼吸、无脉博，应

按标准心肺复苏流程进行操作），如果有大出血，应同时控制

大出血。若有 2名以上伤员，应同时进行初步评估。 

③发现大出血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动脉出血：用厚敷料

直接压迫伤口处，抬高伤肢，同时按压伤口外近心端的动脉

止血点（如上臂的肱动脉止血点，大腿的股动脉止血点），并

同时用绷带或三角巾包扎伤口。若血未能止住，必要时应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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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带，并再用敷料覆盖伤口包扎。 

④扎止血带的位臵：上肢的外伤大出血应扎在上臂的上

1／3或下 1／3处，不能扎在上臂的中 1／3 处，因该处神经

走行贴近肱骨，易被损伤。下肢的外伤大出血应扎在股骨中

下 1／3交界处。扎止血带必须有衬垫。 

（2）详细评估伤员（按顺序，采用手触的方法）。 

检查头部（头皮、头发里伤口）—面部—颈部—胸部—

腹部—腰部—骨盆—检查生殖器区明显的外伤—下肢（检查

下肢是否瘫痪，询问伤员让其活动肢体，触摸伤员双足询问

有无感觉）—上肢（检查上肢是否瘫痪，询问伤员让其活动

肢体并与伤员握手检查其握力，触摸伤员双手询问有无感觉）

—翻身检查背部（当检查后背伤时，三人同时一侧要统一口

令，遵从一人指挥，一名位于伤员肩膀一侧，一名位于伤员

臀部一侧，一名位于伤员膝盖一侧，同时轻轻翻转伤员）。检

查伤员背部翻身后应检查伤员头枕部、颈后及脊柱区、肩胛

区和臀部。检查手腕或颈部的标牌（如果有）。 

若考虑有颈椎损伤，详评时需专人扶头固定颈椎，在详

评后可给予先戴上颈托。 

（3）抗休克处理。 

①轻轻松开伤员颈部，胸部及腰部过紧衣物（扣子、拉

链、腰带等），保证伤员呼吸和血液循环更畅通。 

②对无头颈或胸部伤的休克伤员一般采取头低脚高位，

应将脚端垫高，以促血液供应重要脏器；对有头颈伤或胸部

伤的伤员，若无休克表现应垫高头端，若有休克表现则应保

持平卧位。如果伤员头部、胸部等上半身受伤，需抬高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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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侧。 

③轻柔对待伤员，保持伤员情绪稳定，安慰伤员。 

④尽量保持伤员体温，盖保温毯（详细评估之后即应盖

上）。盖保温毯不能露脚，上担架后应将保温毯四周掖在身体

下，以免热量散失。 

（4）处理各种创伤。 

除在初评时即需处理大出血外，处理其他创伤均应在详

细评估伤员之后。 

处理顺序：先处理烧烫伤，再处理创伤，最后处理骨折。

包扎伤口时需口述所用纱布、敷料均已消毒。 

①面部创伤、烧伤用消毒纱布或敷料（轻中度烧伤时内

层纱布应湿润，重度烧伤用干纱布）完全包住，三角巾剪洞，

能使伤员呼吸讲话。 

②有必要时纱布可多覆盖几层，敷料应保持松弛。 

③如果烧伤部位在手、足、头面部等处，手指间，脚趾

间或耳背后应放臵纱布进行隔离。 

④应指出脱去受伤部位的衣服。 

⑤有扭伤或挫伤应用冷敷处理。 

⑥发现胸部有穿透伤，立即进行封闭伤口处理：用消毒

敷料盖住伤口，外用不透气性材料（如消毒塑料）覆盖，绷

带包扎最少包扎两圈，然后用三角巾包扎固定。 

⑦如有内出血要紧急护理，保持呼吸顺畅，如伤员呕吐

或嘴角流血要伤员侧卧或头偏向一侧。若怀疑四肢内出血（肢

体严重的肿胀并有青紫和瘀斑），需按照骨折用夹板固定。 

⑧绷带包扎需盖住敷料，打结必须为方结。烧伤包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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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位臵应远离创面，创伤打结在创口敷料表面。若为开放性

骨折，则打结处应远离伤口。若用绷带包扎四肢较长的伤口

时，在伤口敷料上用绷带从肢体远端缠绕向近端，每缠一圈

盖住前圈的 1／3～1／2 成螺旋状。 

⑨上肢损伤包扎后均需用三角吊带悬吊。 

（5）处理骨折。 

①对扭伤、拉伤处理： 

A 抬高受伤部位，使肢体处于放松状态。 

B 用冰袋减轻肿胀疼痛感，（使用冰袋时不能直接接触皮

肤，把冰袋裹上毛巾或其它软布）。 

C 如扭伤部位在踝部，用绷带“8”字包扎踝关节。 

D 若受伤肢体有严重的肿胀并有青紫瘀斑，则应怀疑骨

折需按骨折对待。 

②颈椎损伤处臵：应采用合适颈托固定颈椎。 

③如怀疑头颅骨折，除包扎头部伤口，还应抬高头端。 

④对于四肢骨折（除有肿胀、青紫瘀斑外还有伤肢的畸

形和反常活动），夹板固定前均应专人用手固定骨折处两端保

持肢体不动。 

⑤对于四肢开放性骨折，应先包扎伤口，用敷料、纱布、

绷带包扎，最少包扎两圈（如有动脉出血应先止血）。然后再

用夹板固定。 

⑥骨盆骨折用带状三角巾包扎固定；大腿骨折用夹板固

定。用于大腿夹板，外侧应从腋下至足跟，内侧从会阴至足

跟（腋下、髋部、大腿根、膝上、膝下、足踝各 1 道）；小腿

骨折用夹板两块，从膝上（大腿中部）到脚踝（至少 4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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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上肢骨折可用一块夹板固定，至少绑扎 4 道。打结均在

肢体外侧。应用夹板固定骨折均需在肢体自然弯曲处或骨突

出处放衬垫。以上骨折的处臵也可按《国外矿山医疗急救手

册》进行固定。 

⑦如为脊柱骨折，应共同将伤员用平托法或滚身法抬上

背夹板，若存在颈椎伤，则需专人扶伤员头部（或抬人前佩

戴颈托）。 

⑧脊柱骨折、骨盆骨折可按《国外矿山医疗急救手册》

进行处臵。 

⑨抬伤员时施救者跪下方式为：跪下一膝在伤员脚端一

侧；搬运伤员时应在伤员伤轻一侧抬起伤员。 

（6）转运伤员。 

①检查担架可靠性，一名急救员俯卧担架上，两臂自然

下垂，两名急救员抬起担架测试。 

②三人搬动伤员时，要统一遵从一人指挥，（跪在伤员受

伤轻的一侧，跪下一膝在伤员脚端一侧），一名位于伤员肩膀

一侧，抬伤员头颈部和肩膀（若有颈椎损伤，应有专人扶伤

员头部固定颈椎或提前佩戴颈托），一名位于伤员臀部一侧抬

伤员臀部和背部，一名位于伤员膝盖一侧抬伤员膝盖和踝，

统一口令慢慢抬起，动作协调一致，发出口令同时轻轻移动

担架上，盖好毛毯。 

③可自行活动的伤员不需担架；休克或不能行走的伤员

均应抬上担架，上肢有伤或昏迷伤员应固定上肢。 

④搬运顺序为先运送重伤员，再运轻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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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事项说明 

1. CPR（心肺复苏）和腹部（或胸部）冲击法仅在人体

模型上操作。 

2.在相同问题上多次出现错误会被重复扣分。例如：在

2 处单独的伤口上包扎不当（扣 2 次分），3 次打结错误（扣

3 次分）等等。 

3.如果参赛队需要额外帮助，如运送或移动伤员，工作

人员会提供帮助。 

4.若参赛队在比赛中做了比赛未要求的工作，不扣分。

除非这些处臵对伤员有害或处理不当。 

5.参赛队在比赛中或在两站比赛之间不许翻阅急救资料；

不允许参赛队员离开赛场获取比赛所需的材料。 

6.对伤员的处臵不能模拟，所有的包扎和夹板必须正确

放臵。 

7.不允许粗暴地处臵伤员。急救时如需用止血带，不要

绑得太紧。 

8.在急救中不允许接受假设意识丧失的伤员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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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急救竞赛裁判评分表 

（一）心肺复苏（CPR）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

号 
评分标准 扣分 

1 没有检查事故现场以确保在场人员的安全。 0.5×＿= 

2 
没有配备个人防护装备（BSI）的预防措施（手套、眼镜、CPR

呼吸面罩或隔离膜）。 

0.5×＿= 

3 没有判断伤员是否有反应及呼吸异常或无呼吸（口述）。 0.5×＿= 

  a 在按压之前给予吹气。 0.5×＿= 

4 没有寻求帮助。 0.5×＿= 

5 检查动脉搏动的方法不正确。 0.5×＿= 

a 
判断有无动脉搏动不能小于 5秒或超过 10秒（时间从开始触

摸动脉搏动算起）。 

0.5×＿= 

6 若无动脉搏动未开始进行胸外按压；若有脉搏未开放气道。 0.5×＿= 

7 实施胸外按压前手的定位未采用正确方式。 0.5×＿= 

8 
按压时未将两手平行重叠放置（掌根共轴应与胸骨长轴平

行）。 

0.5×＿= 

9 胸外心脏按压方法错误。 0.5×＿= 

 a 按压频率未达到 100次/分。 0.5×＿= 

 b 按压深度未达到 5～6厘米。 0.5×＿= 

 c 没有放松按压。 0.5×＿= 

10 按压时手的位置不正确。 0.5×＿= 

11 开放气道错误或操作不当。 0.5×＿= 

  a 没有完全打开气道。 0.5×＿= 

  b 应该采取下颌前移法（托颌法）时用了仰头举颏法。 0.5×＿= 

  c 
需要时，没有采取拉起舌头或提拉下颌，用手指交叉技术或

用单指清理口腔内异物。 

0.5×＿= 

12 需要时，没有使用腹部或胸部冲击技术。 0.5×＿= 

13 
采用腹部或胸部冲击技术时，次数不对（最多 5 下）或做法

不对（偏于一边，手的位置不正确）。 

0.5×＿= 

14 需要时，没有再次清理口腔内异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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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PR或人工呼吸过程中吹气不当。 0.5×＿= 

 a 没有在 4秒内给予 2次吹气。 0.5×＿= 

 b 吹气不足，没有使肺足够膨胀。 0.5×＿= 

 c 再次吹气前，肺体积未能下降。 0.5×＿= 

16 若吹气未能使胸廓起伏，没有重新调整头的位置。 0.5×＿= 

a 调整头部位置后没有再给予 2次吹气。 0.5×＿= 

17 气道阻塞物清除后，没有检查伤员有无动脉搏动和呼吸。 0.5×＿= 

18 

在 125 秒内（从按压开始计时）未完成 5 个周期胸外按压+

人工呼吸（30 次胸外按压和 2 次人工呼吸为 1 个周期）（按

压频率≥100次/分）。 

0.5×＿= 

 a 每 30次连续按压超过 18秒。 0.5×＿= 

 b 一个按压周期按压次数超过或不足 30次。 0.5×＿= 

 c 
胸外心脏按压间断（每次）超过 7秒。 

胸外心脏按压间断（每次）超过 10秒。 

0.5×＿= 

19 完成 5个周期 CPR后，没有重新检查动脉搏动及呼吸。 0.5×＿= 

 a 双人 CPR时，检查后若无动脉搏动没有交换急救队员。 0.5×＿= 

 b 交换时间超过 15秒。 0.5×＿= 

20 发现无动脉搏动没有继续进行按压。 0.5×＿= 

21 发现有动脉搏动，没有检查呼吸。 0.5×＿= 

 a 
判断有无呼吸不能小于 5秒或超过 10秒（时间从急救队员开

始视、听、感觉有无呼吸算起）。 

0.5×＿= 

22 
发现有动脉搏动，若无呼吸，未进行人工呼吸（仍应给予初

始 2口吹气）。 

0.5×＿= 

 a 
人工呼吸的频率不正确（应为 10～12 次/分，不包括初始 2

口吹气）。 

0.5×＿= 

 b 单次吹气时间未超过 1秒。 0.5×＿= 

 c 吹气不足，未能使肺足够膨胀。 0.5×＿= 

23 单纯人工呼吸 1分钟后未重新检查动脉搏动和呼吸。 0.5×＿= 

24 抢救成功后未将伤员置于昏迷体位（伤员头偏向一侧）。 0.5×＿= 

25 发现特殊情况或行特殊处置时，未用语言表述。 0.5×＿= 

总扣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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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急救竞赛裁判评分表 

（二）创伤急救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

号 

评分标准 

扣分 A．伤员（伤情）评估 

初步评估： 

1 没有检查事故现场以确保在场人员的安全。 0.5×＿= 

2 
没有配备个人防护装备（BSI）的预防措施（手套、眼镜、

CPR呼吸面罩或隔离膜）。 

0.5×＿= 

3 未检查伤员有无反应及呼吸异常或无呼吸（口述）。 0.5×＿= 

4 没有寻求帮助。 0.5×＿= 

5 如怀疑颈椎受伤而未固定头部。 0.5×＿= 

6 没有将伤员置于仰卧位。 0.5×＿= 

7 用不正确的方法给伤员翻身。 0.5×＿= 

8 未检查动脉搏动。 0.5×＿= 

9 用不正确的方法检查动脉搏动。 0.5×＿= 

10 若有动脉搏动而无呼吸未开放气道。 0.5×＿= 

 a 应该采取下颌前移法（托颌法）时用了仰头举颏法。 0.5×＿= 

 b 未清除嘴中可见的异物。 0.5×＿= 

11 开放气道后未检查有无呼吸。 0.5×＿= 

12 未查找大出血或未用语言表述正在查找大出血。 0.5×＿= 

13 没有按正确顺序进行初步评估。 0.5×＿= 

 二次评估（详细评估）  

14 没有检查头、面部(包括头发内头皮的伤口) 。 0.5×＿= 

15 没有检查伤员的颈部（颈前部）。 0.5×＿= 

16 伤员脊柱有伤时，托起伤员的头部。 0.5×＿= 

17 没有检查伤员的胸部（采用手触的方法）。 0.5×＿= 

18 没有检查伤员的腹部（采用手触的方法）。 0.5×＿= 

19 没有检查伤员腰部（两侧）是否有伤。 0.5×＿= 

20 没有检查伤员骨盆是否有伤。 0.5×＿= 

21 没有检查伤员生殖器区明显的外伤。 0.5×＿= 

22 没有检查伤员下肢是否有伤。 0.5×＿= 

23 没有检查伤员下肢是否瘫痪。 0.5×＿= 

24 没有检查伤员上肢是否有伤。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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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没有检查伤员上肢是否瘫痪。 0.5×＿= 

26 
没有检查伤员背部（头枕部、颈后、背部脊柱区、肩胛区、

腰后侧、臀部）是否有伤。 

0.5×＿= 

27 没有检查伤员手腕或颈部的标牌。 0.5×＿= 

28 未按顺序检查。 0.5×＿= 

29 二次评估时做了除生命支持和止血以外的工作。 0.5×＿= 

伤员（伤情评估）小计：  

 B．止血（大出血） 扣分 

1 没有控制动脉出血。 0.5×＿= 

2 没有采取直接压迫法控制动脉出血。 0.5×＿= 

3 无效的非直接压迫(压迫位置在压力点外等)。 0.5×＿= 

4 在出血控制之前就停止直接或非直接压迫。 0.5×＿= 

5 止血带使用无效或使用不当, 或者比赛中松开了。 0.5×＿= 

6 不需要时使用了止血带。 0.5×＿= 

7 对内出血未作任何处置。 0.5×＿= 

8 
绷带使用不当(未完全包住, 错误定位，打结方法或打结位

置不对) 。 

0.5×＿= 

止血小计：  

 C．抗休克 扣分 

1 
没有松开伤员颈部、胸部及腰部过紧的衣物（未解开扣子、

皮带、拉链、带子或扣件等）（每处犯规）。 

0.5×＿= 

2 没有为伤员盖保温毯。 0.5×＿= 

3 盖保温毯的方法不正确。 0.5×＿= 

4 必要时，未抬高担架的一端（头端或脚端）。 0.5×＿= 

5 没有使伤员保持安静和安慰伤员。 0.5×＿= 

休克小计：  

 D．烧伤、烫伤和创伤 扣分 

1 没有包扎伤口或烧伤（每处）。 0.5×＿= 

2 没有脱去或指出要脱去受伤部位的衣服。 0.5×＿= 

3 没有覆盖敷料。 0.5×＿= 

a 未用消毒纱布或消毒敷料。 0.5×＿= 

4 
绷带使用不当(未完全包住, 错误定位，打结方法或打结位

置不对)。 

0.5×＿= 

5 
需要时，没有在手指间、脚趾间或耳背后放置纱布进行隔

离。 

0.5×＿= 

6 需要时，没有作冷敷处置或垫高挫伤处（每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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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要时没有注意或指出纱布是否应湿润（烧伤时）。 0.5×＿= 

8 没有正确处理胸部穿透伤。 0.5×＿= 

9 没有按正确的顺序处置损伤（先烧伤，后创伤）。 0.5×＿= 

10 需要时，没有用三角吊带或使用方法不正确。 0.5×＿= 

创伤、烧伤和烫伤小计：  

 E．肌肉骨骼损伤 扣分 

1 对拉伤或扭伤未作任何处置（每处）。 0.5×＿= 

2 
没有处置脊椎损伤，骨盆或大腿骨折(包括未采用合适型号

的颈托)。 

0.5×＿= 

3 除第 4项外，没有处置骨折（每次）。 0.5×＿= 

4 怀疑头颅骨折时，没有作正确处理。 0.5×＿= 

5 使用夹板时，未固定骨折或脱位。 0.5×＿= 

6 没有正确处置脱位（每次）。 0.5×＿= 

7 使用夹板不正确。 0.5×＿= 

8 需要使用夹板时，没有放衬垫。 0.5×＿= 

9 使用夹板时，抬起或翻转伤员的方法不正确。 0.5×＿= 

10 队员跪下的方法不正确（每次）。 0.5×＿= 

11 
抬起或翻转伤员的方法不正确（当有髋部骨折或脱位、脊

髓损伤时抬起伤员膝部）。 

0.5×＿= 

12 没有检查背板。 0.5×＿= 

13 使用绷带的方法不正确(打结方法或打结位置不对)。 0.5×＿= 

14 需要时，没有用三角吊带或使用方法不正确。 0.5×＿= 

肌肉骨骼损伤小计：  

F．准备运送伤员 扣分 

1 没有检查担架。 0.5×＿= 

2 在错误的一侧抬起伤员（3 个队员应在受伤较轻的一侧）。 0.5×＿= 

3 队员跪下时的方法不正确（每次）。 0.5×＿= 

4 需要时，没有将伤员放在担架上。 0.5×＿= 

5 使用三角吊带的方法不正确。 0.5×＿= 

6 运送伤员的顺序不正确（应先送重伤员，后送轻伤员）。 0.5×＿= 

准备运送伤员得分小计：  

竞赛时间：  总扣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裁判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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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呼吸器操作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主要检验参赛队员（不包括指挥员）

熟悉掌握呼吸器操作、使用和排除故障的能力。 

（二）竞赛内容 

1.参赛队员在竞赛中必须使用大会统一为每位参赛队员

提供比赛用 BIOPAK240R 或德尔格 BG4 正压氧气呼吸器 1 台

（充填好吸收剂和氧气；气瓶压力不得低于 18MPa），JY-1 型

或 Test-it6100型正压氧气呼吸器校验仪 1台（可自带），工

具 1 套，防雾剂 1 瓶，以及完成竞赛所需要的备件。 

参赛队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规定的故障修复及

校验并填写好记录。 

2.操作结束后呼吸器必须处于随时可用状态，即：面罩

与呼吸器相连，并放在呼吸器的外壳上，胸带、腰带扣好，

涂抹防雾剂（口述）。 

3.竞赛过程中参赛队员如果将组委会设臵的故障找到或

需要的部件时，必须向裁判员示意。然后，参赛队员进行下

项操作，即故障恢复或装上拆下的部件及进行性能检查，并

做记录。 

4. BIOPAK240R 呼吸器性能校验必须从高压气密性开始

并作记录，其余项目可按《BIOPAK240R 正压氧气呼吸器性能

校正步骤与内容》顺序进行；德尔格 BG4 呼吸器性能校验必

须从低压报警开始并作记录，其余项目按《德尔格 BG4 正压

氧气呼吸器性能校验步骤与内容》顺序进行，每检一项必须

口述给裁判员。 

5.如果参赛队员检查不正确，则认为没有作这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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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扣分。例如低压气密测试时，未插入关闭排气阀测试

钥匙。 

6.气密性检查要观察 1 分钟，并做记录。如果出现不气

密的现象，可以进行重新维护，时间连续计算，如果第二次

气密性检查仍不合格，将执行扣分。 

（三）竞赛形式 

1.每支参赛队 6 名队员（不包括指挥员）参赛。呼吸器

共两种型号，分别为 BIOPAK240R呼吸器和德尔格 BG4呼吸器，

每支参赛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呼吸器操作参加竞赛。 

2.比赛采用公开式竞赛。赛前竞赛组委会将赛题即呼吸

器设臵的故障数量及名称统一发布给参赛队。 

3.竞赛方法采用找出故障及排除故障并进行校验的方式，

参赛队员必须在 8 分钟内完成所有操作（故障设臵范围附后）。 

4.在每位参赛队员比赛前，裁判员均应对竞赛用呼吸器

进行全面检查，排除任何非计划的故障。 

5.计时方法：裁判员发出“开始”起表，到参赛队员完

成呼吸器操作填写完记录，喊“好”并举手示意止表。完成

操作时间计算到毫秒，（参赛队员完成操作项目，在评分表上

填写最后一句“随时可用”即为止表时间）。 

6.质量检查：参赛队员对故障呼吸器修复完成后进行校

验，不合格将执行扣分。 

7.竞赛排名方法：以参赛队员扣分多少决出名次。如果

扣分相同，以完成操作时间评判名次。 

8.裁判员应在比赛结束后合议扣分，并在评分表上签字

确认。 



 

51 

 

（三）BIOPAK240R 呼吸器操作 

1.BIOPAK240R 正压氧气呼吸器性能校验步骤与内容 
序

号 

项 目 

（口述项目） 

校验仪 

测试设置 
校  验  方  法  提 示 

1 高压气密  
打开气瓶，发出三色声、光提示报警，用检漏

液涂抹各高压接头连接处,应无气泡冒出。 

2 低压气密 正压充气 

排气阀处于关闭状态下，充气到 800Pa，一分

钟内压力下降值应不大于 30Pa。（观察 1分钟，

填数据） 

3 吸气阀 正压充气 捏紧呼气软管，水柱计指示 1000Pa。 

4 呼气阀 负压抽气 捏紧吸气软管，水柱计指示-1000Pa。 

5 流量 直接测试 

直接将定量供氧测试接头与手动补给/定量供

氧手拧螺母相连，流量应在 1.4～1.9 升/分范

围内。 

6 排气  正压充气 
排气阀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下，充气直到排气阀

开启。排气开启压力应在 400～600Pa 之间。 

7 自补 负压抽气 
缓慢抽气直到自动补给阀开启，自动补给阀开

启压力应在 10～245Pa之间。 

8 手补  
按手动补给阀按钮向呼吸器低压系统内充气。 

排气阀应在 400～600Pa压力下开启。 

9 余压报警  
关闭气瓶，在 4～6MPa之间应发出声、光（红

色）报警。 

10 随时可用  
面罩与呼吸器相连，并放在呼吸器的外壳上，

胸带、腰带扣好，涂抹防雾剂（口述）。 

2.评分细则。 

（1）呼吸器校验未从高压气密性开始，扣 5分。 

（2）设臵的故障没有找到，每有 1 处扣 5分。 

（3）低压气密性第二次校验不合格扣 5分。 

（4）测试步骤检查时，没有口述给裁判员漏 1项扣 5分。 

（5）操作完成后，未将工具从呼吸器中取出，每件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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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呼吸器未达到随时可用状态，扣 5分。 

（7）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项目，每超 1秒扣 0.1分。 

（8）操作竞赛评分表填写不完整、错误，每有 1项扣 5

分。 

（9）操作呼吸器时，损坏部件扣 5 分。 

（10）操作呼吸器时，造成呼吸器不能使用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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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AK240R 呼吸器操作竞赛评分表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BIOPAK240R 呼吸器性能校正步骤与内容 设置的故障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分标准 扣分 

1.呼吸器校验未从高压气密性开始，扣 5分。  

2.设置的故障没有找到，每有 1处扣 5分。  

3.低压气密性第二次校验不合格扣 5分。  

4.测试步骤检查时，没有口述给裁判员漏 1项扣 5分。  

5.操作完成后，未将工具从仪器中取出，每件扣 5分。  

6.呼吸器未达到随时可用状态，扣 5分。  

7.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项目，每超 1秒扣 0.1分。  

8.操作竞赛评分表填写不完整、错误，每有 1 项扣 5分。  

9.操作呼吸器时，损坏部件扣 5分。  

10.操作呼吸器时，造成呼吸器不能使用扣 10 分。  

合  计：  

竞赛完成时间：  

总扣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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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OPAK240R 呼吸器操作故障设臵范围参考。 

（1）面罩方面。 

①面罩头带扭曲； 

②面罩头带安装不到位； 

③口鼻杯安装不到位。 

（2）供氧系统方面。 

     ①氧气瓶紧固带安装不到位； 

     ②定量供氧螺钉垫圈松动或缺失； 

     ③手补/定量供氧管路与呼吸舱连接的手拧螺母松动； 

④手补/定量供氧管路与呼吸舱连接的手拧螺母垫圈缺

失； 

⑤呼吸软管三通处密封圈缺失； 

⑥呼吸软管与呼吸舱或舱盖连接的卡箍松动； 

⑦冷却盖缺失； 

⑧舱盖滑销未入位； 

⑨呼吸舱固定销缺失； 

⑩横膈膜大卡箍松动或缺失； 

⑪清净罐垫圈缺失； 

⑫清净罐海绵垫缺失； 

⑬清净罐盖固定螺钉缺失； 

⑭横膈膜组装错位； 

⑮横膈膜与正压板的固定螺钉松动； 

⑯正压弹簧缺失； 

⑰排气阀弹簧缺失； 

⑱排气阀座密封圈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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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尔格 BG4 呼吸器操作 

1.德尔格 BG4 正压氧气呼吸器性能校验步骤与内容 

序

号 

校验项目名称 

（口述项目） 

校验仪 

测试设置 
校  验 方 法  提  示 

1 低压报警 正压充气 注视压力表,1.25mbar报警 

2 吸气阀 正压充气 捏紧呼气管，压力表指示 10mbar 

3 呼气阀 负压充气 捏紧吸气管，压力表指示-10mbar 

4 排水阀 正压充气 

充气直到压力表指示 10mbar。呼吸袋充气膨

胀时，将泄压阀的挺杆盖上堵帽,10mbar 时

排空阀应不开启 

5 低压气密 泄漏试验 
压力降到 7mbar，在 1 分钟内压力变化应不

大于 1mbar（观察 1分钟，填数据） 

6 排气阀 正压充气 
充气直到卸压阀开启。卸压压力应在 4～

7mbar之间。 

7 高压气密  

开气瓶。警报鸣一声。显示 CCR，关气瓶，

警报鸣一声，绿色指示灯闪耀。 OCR 出现说

明完好，开气瓶 

8 流量 正压充气 
气囊充气，流量应在 1.5～1.9 升/分。（填

数据） 

9 自补 负压抽气 
缓慢抽气直到最小阀开启。最小阀应在

0.1～2.5 mbar 之间开启。 

10 手补 泄漏试验 按动红色按钮呼吸器气囊明显膨胀。 

11 余压报警  关气瓶阀。在 55bar时报警。 

12 电池检查  
如电压不足，鸣 5次警报，红色指示灯闪耀

30秒。 

13 随时可用  

呼吸器必须装配完整，气管应同面具和面罩

与呼吸器相连，并放在仪器的外壳上，胸带、

腰带扣好。涂抹防雾液（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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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分细则。 

（1）呼吸器校验未从低压报警开始，扣 5 分。 

（2）设臵的故障没有找到，每有 1 处扣 5分。 

（3）低压气密性第二次校验不合格扣 5分。 

（4）测试步骤检查时，没有口述给裁判员漏 1项扣 5分。 

（5）操作完成后，未将工具从呼吸器中取出，每件扣 5

分。 

（6）呼吸器未达到随时可用状态，扣 5分。 

（7）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项目，每超 1秒扣 0.1分。 

（8）操作竞赛评分表填写不完整、错误，每有 1项扣 5

分。 

（9）拆装呼吸器时，损坏部件扣 5 分。 

（10）拆装呼吸器时，造成呼吸器不能使用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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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 BG4 呼吸器操作竞赛评分表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德尔格 BG4呼吸器性能校正步骤与内容 设置的故障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分标准 扣分 

1.呼吸器校验未从低压报警开始，扣 5分。  

2.设置的故障没有找到，每有 1处扣 5分。  

3.低压气密性第二次校验不合格扣 5分。  

4.测试步骤检查时，没有口述给裁判员漏 1项扣 5分。  

5.操作完成后，未将工具从呼吸器中取出，每件扣 5分。  

6.呼吸器未达到随时可以状态，扣 5分。  

7.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项目，每超 1秒扣 0.1分。  

8.操作竞赛评分表填写不完整、错误，每有 1 项扣 5分。  

9.拆装呼吸器时，损坏部件扣 5分。  

10.拆装呼吸器时，造成呼吸器不能使用扣 10 分。  

合  计：  

竞赛完成时间：  

总扣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3.德尔格 BG4 呼吸器操作故障设臵范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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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罩。 

①头带是否扭曲，是否安装到位； 

②口鼻杯是否存在，是否安装到位。 

（2）供氧系统。 

①氧气瓶固定带是否扭曲、缺失； 

②减压器与气瓶连接螺母松动； 

③手补阀内弹簧、阀芯是否存在，螺母是否松动； 

④自动补给阀固定卡是否存在、到位。 

（3）呼吸循环系统。 

    ①气囊与各部件（与清净罐、冷却罐、自补阀、排水阀

等）连接是否到位； 

    ②排水阀内阀片是否存在； 

    ③清净罐固定卡是否到位； 

    ④清净罐盖上密封圈是否存在； 

    ⑤冷却罐固定卡是否到位； 

    ⑥排气阀导管密封圈和排气阀密封圈是否缺损； 

    ⑦排气阀上阀片是否存在； 

    ⑧排气阀导管与清净罐是否连接到位； 

    ⑨气囊加载弹簧是否存在； 

    ⑩呼吸两管与清净罐和冷却罐连接是否到位； 

    ⑪呼吸两阀阀座及阀片是否存在； 

    ⑫气囊连接杆是否存在； 

⑬杠杆螺丝松动； 

⑭手补螺丝松动（无）； 

⑮头带固定铆钉上错（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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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理论考试规则 

（一）考试内容。“一通三防”知识、煤炭开采知识、煤

矿安全规程、矿山救护规程、法律法规、主要救援装备、行

业文件。 

（二）题型与计分。满分 100分，分三种题型。 

1.单选题 (30 小题，每小题 1分)。 

2.多选题（30 小题，每小题 2分）。 

2.判断题（20 小题，每小题 0.5分）。 

（三）考试形式。每支参赛队 7 人（1 名指挥员和 6 名

队员）参赛。考试时间 60分钟；采取计算机上答题考试；计

算机判卷，自动排名。判定名次的第一依据是现场计分，第

二依据是现场计时。 

（四）考场规则 

1.不准携带手机进入考场； 

2.队员自备考试工具，草纸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3.遵守考试纪律，不准左顾右盼、相互交谈； 

4.考试时间到，队员必须提交答题，否则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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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人技能救援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在隧道发生塌方冒落事故后，在隧道

轻微缺氧环境下，检验参赛队员作战能力和使用救援装备的

熟练程度，体现参赛队员在社会化救援中实施个人救援和操

作救援装备的技能技巧。 

（二）竞赛内容。参赛队员在起点处做好救援准备，当

裁判员发出“开始”指令后，参赛队员就可以摁下计时器开

始计时，接着向缺氧的隧道深处进发，行至隧道障碍物处，

队员操作剪切工具将 3根直径 10～30毫米的圆钢剪断；通道

打通后，将剪切工具放臵于工具放臵区内。继续前行到达被

困人员地点，伤员被隧道冒落矸石（可用水泥块代替）压住

中下腹部无法移动，参赛队员使用起重气垫移动清除冒落物

后将软体假人按原路搬运至起点线右侧防护垫上。然后，对

左侧防护垫上模拟人进行单人心肺复苏。提示成功后，连接

好自动苏生器继续给伤员吸氧待救。完成上述操作后按下计

时器停止计时，竞赛结束。 

（三）竞赛形式。每支参赛队 6名队员（不包括指挥员）

参赛，实行自主计时，分别记录个人成绩。计时从裁判员发

出“开始”指令起，完成上述竞赛规定内容后，至按下终点

计时器停止计时。 

（四）竞赛场地布置 

1.在长30米的跑道上布臵个人技能救援场地，标出起点

线和终点线。起点线处标出急救设备放臵区，15米处标出破

拆点，破拆点右侧标出2×2米破拆装备放臵区，30米处标出

伤员放臵线，伤员横躺且被水泥块压住中下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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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救设备放臵区内左、右侧各放1块防护垫（赛场提供），

左侧防护垫上放臵心肺复苏模拟人1个（赛场提供），右侧防

护垫上放臵自动苏生器1台；破拆点处放臵2×1.5米的障碍物，

障碍物上设3根直径10～30毫米圆钢（承办方准备），救援点

放臵手动泵单兵破拆剪切工具1套（可自带）和起重气垫1套；

伤员被困地点处放1个防护垫,30 千克软体假人（赛场提供）

臵于防护垫上待救。 

个人技能救援竞赛场地示意图 

（五）操作要求 

1.破拆圆钢必须按规定位臵依次完全剪断，方可进行清

障操作。 

2.起重高度不得低于100毫米，并保证安全平稳。 

3.搬运软体假人过程中，假人不能接触地面和障碍物。 

4.放臵假人和器材时必须放在指定区域内，不能抛掷。 

5.心肺复苏时可摘下氧气呼吸器、安全帽进行操作，每

人做5次呼吸按压循环。 

6.自动苏生器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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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接吸引装臵。打开仪器盖子（姿势不限），打开

氧气瓶，将任意一根输氧管的快速接头插在靠近氧气瓶的第

一个快速供气接头上，另一端与吸引器的螺丝扣相连接，以

单指搓不动为准，按压一下吸引器上部按钮，试验是否能正

常通气，并理顺输氧管。 

（2）连接人工呼吸装臵。将另一根输氧管的快速接头插

在第二个快速供气接头上，另一端与自动人工呼吸器的螺丝

扣连接，在拧紧过程中，一手堵住自动人工呼吸器的面罩接

口，试验自动人工呼吸器是否能正常动作，当自动人工呼吸

器能够正常动作时，拧松部分连接螺丝扣关闭供气阀，但不

能松脱，拿起中号面罩，接在自动人工呼吸器面罩接口上，

理顺输氧管。 

（3）连接氧气吸入装臵。将第三根输氧管的快速接头插

在第三个快速接头上，另一端与带湿化器和流量计的加湿供

氧装臵连接，同样以单指搓不动为准，并把吸氧面罩的软管

与加湿供氧装臵出气口连接，把氧吸入装臵安放在固定座上，

理顺输氧管和吸氧面罩的管子，然后检查是否过气（迅速开

关流量计旋钮一次，以流量计内浮子明显升起为标准）。 

（4）给伤员吸氧气。将吸氧气面罩用头带固定在伤员面

部给伤员持续供氧气抢救。 

（六）评分细则 

1.参赛队员未按照（AQ/1105-2014）规定着装罚10秒。 

2.未佩用氧气呼吸器罚10秒。 

3.破拆圆钢未按标定位臵依次完全剪断即进行清障操作

罚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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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重高度不够100毫米或不能保证安全平稳罚10秒。 

5.起重时导致伤员受到挤压伤害罚20秒。 

6.搬运假人过程中，假人触地或障碍物每1次罚10秒。 

    7.所有工具使用完毕后必须放臵到位，超出工具放臵区

罚10秒。 

8.假人放臵时一次性放臵到位，超出防护垫边缘罚10秒。 

9.竞赛过程中个人防护装备脱落或丢失，每件装备罚10

秒。 

10.给伤员做心肺复苏，抢救不成功罚50秒。 

11.未能正确连接和使用苏生器，每有1处错误罚10秒。 

12.每缺少1项，罚时1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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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技能救援评分表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号 评分标准 分值 罚秒 

1 
参赛队员未按照（AQ/1105-2014）规定着装

罚10秒。 
10  

2 未佩用氧气呼吸器罚10秒。 10  

3 
破拆圆钢未按标定位置依次完全剪断即进行

清障操作罚20秒。 
20  

4 
起重高度不够100毫米或不能保证安全平稳

罚10秒。 
10  

5 起重时导致伤员受到挤压伤害罚20秒。 20  

6 
搬运假人过程中，假人触地或障碍物每1次罚

10秒。 
20×  =  

7 
所有工具使用完毕后必须放置到位，超出工

具放置区罚10秒。 
10  

8 
假人放置时一次性放置到位，超出防护垫边

缘罚10秒。 
10  

9 
竞赛过程中个人防护装备脱落或丢失，每件

装备罚10秒。 
20×  =  

10 给伤员做心肺复苏，抢救不成功罚50秒。 50  

11 
未能正确连接和使用苏生器，每有1处错误罚

20秒。 
20×  =  

12 每缺少1项罚120秒。 120×  =  

竞赛用时：  合计罚秒：  

本表共计竞赛用时：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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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绳索救援竞赛规则 

（一）竞赛目的。主要检验参赛队伍使用绳索开展高空

运送救援的技战术水平和能力，推广运用绳索救援技能，进

一步拓展矿山救援队伍应急服务范围。 

（二）竞赛内容 

1.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员要进入隔离区。为了安全起见，

此次竞赛中需救援的伤员使用模拟人进行代替。伤员伤情：

左脚踝扭伤（不需要进行初评和详评，只需处理伤员扭伤即

可）。 

2.比赛开始后，裁判员向参赛队递交任务书，参赛队员

要立即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绳索救援队由 6 人组成，4 人

需穿戴安全防护装臵进行参赛，留守在地面负责接应的 2 名

队员不需要穿戴安全防护装臵，只需带安全头盔即可，并进

行相互检查。参赛队员在没有连接好所有安全装臵的情况下，

任何参赛队员不得进行作业。相互检查结束后，参赛队向裁

判员报告“XXXX 参赛队准备完毕”，裁判员下达“开始”口

令后开始计时（由三名裁判员同时计时）。将伤员救至指定地

点，对伤员进行处臵竞赛结束后列队向裁判员报告“操作完

毕”，停止计时。 

（三）竞赛主要装备。装备主要包括头盔 6 个、安全带

（全身或半身）4 套、脚式上升器 4 套、手式上升器 4 套、

胸式上升器 4套、下降器（ID、STOP）、防坠器、各类锁扣（D

型锁、梨型锁、O 型锁）、8 字环、牛尾绳、胸带、小绳、各

类滑轮、各类型扁带、船式担架、分力器（熊掌环）、10.5

毫米主绳静力绳、安全绳、抓绳器、防磨护轮、手套和 4∶1

滑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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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形式 

1.每支队伍 6 名参赛队员（不包括指挥员）参赛；竞赛

实行扣分制；竞赛时间 40分钟，到时终止竞赛。 

2.绳索救援竞赛是表演项目，属可选项，竞赛成绩不计

入团体总分，但单列团体单项名次。竞赛开幕式上，组委会

将组织参赛队伍进行现场展示。 

（五）评分细则 

1.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每提前 1 分钟（少于 1 分钟

不计）奖励 1分，到时未完成竞赛扣 20分。 

2.基于安全因素，比赛中裁判员可随时叫停竞赛，以裁

判员哨音为准，裁判员每次吹哨后，参赛队必须立即停止竞

赛，裁判员可对参赛队进行提示，参赛队恢复到安全状态后

方可继续竞赛，期间不止表，但裁判员每次吹哨扣参赛队 2

分。 

3.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后，未按规定进行装备互检确认，

每人次扣 1分。 

4.参赛队在竞赛过程中必须对使用的装备进行使用前的

安全确认，否则，每人次扣 2 分，不需要参赛队检查的装备

及绳索系统组委会会提前告知参赛队。参赛队在上升和下降

时每名参赛队员必须保证有双保护（主绳、安全绳），否则，

每人次扣 10 分。 

5.未对伤员按规定进行处臵的，每处扣 2 分。 

6.在用绳索系统运输伤员时必须有 1 人跟随伤员同时下

降，进行保护，否则扣 10分，运送伤员过程中，若每出现 1

次可能危及伤员生命安全的行为，扣 15分。 

7.救援结束后，参赛队带上救援平台的所有救援装备必

须全部带回，否则，每缺少 1件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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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救援竞赛评分表 

参赛队伍  参赛顺序号  

姓    名  参赛日期  

序号 评分标准 记分 

1 每提前 1分钟（少于 1 分钟不计）奖励 1 分。 1×＿= 

2 到时未完成竞赛扣 20 分。 20 

3 裁判员每次吹哨扣参赛队 2分。 2×＿= 

4 未按规定进行装备互检确认，每人次扣 1 分。 1×＿= 

5 
参赛队在竞赛过程中必须对使用的装备进行

使用前的安全确认，否则，每人次扣 2 分。 
2×＿= 

6 

参赛队在上升和下降时每名参赛队员必须保

证有双保护（主绳、安全绳），否则，每人次

扣 10分。 

10×＿= 

7 未对伤员按规定进行处置的，每处扣 2 分。 2×＿= 

8 
在用绳索系统运输伤员时必须有 1 人跟随伤

员同时下降，进行保护，否则扣 10 分。 
10×＿= 

9 
运送伤员时可能危及伤员生命安全的行为每

次扣 15 分。 
15×＿= 

10 
救援结束后，参赛队带上救援平台的所有救援

装备必须全部带回，每缺少 1 件扣 1分。 
1×＿= 

合计加分：  合计扣分：  

本表成绩合计：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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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绩统计规则 

类别 
项目

名称 
得分方法 

项目 

权重 
备注 

个人

单项 

理论考

试(A) 

Ai=卷面得分/10； 

卷面满分 100分； 

参赛人员：6名队员+1名指

挥员 

10/40 
按得分排名； 

前 3名获奖； 

BG4 呼

吸 器

(B) 

； 

i：竞赛名次 

10/40 
按规则排名； 

前 3名获奖； 

BK240R

呼吸器

(C) 

； 

i：竞赛名次 

10/40 
按规则排名； 

前 3名获奖； 

综合体

能（D） 

D = 10 − (i − 1)/20； 

i：竞赛名次； 

i=201….得分 0分 

10/40 
按规则排名； 

前 3 名获奖； 

指挥员

竞 赛

（E） 

E = 𝑄 + A ； 

Q：指挥员战术竞赛实际得

分 

4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个人技

能救援

（M） 

M = 10 − (i − 1)/20 

i：竞赛名次； 

i=201….得分 0分 

10/4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理论考

试（F） 
F = ∑𝐴𝑛

7

𝑛=1

 7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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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单项 

呼吸器

操作

（G） 

G = ∑𝐵𝑛

6

𝑛=1

(𝐶𝑛) 

 

6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综合体

能（H） 

H = ∑𝐷𝑛

6

𝑛=1

 

 

6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医疗急

救（I） 

; 

i：竞赛名次 

 

60/480 
按规则排名； 

前 3 名获奖； 

模拟救

灾（J） 

J = 130 − P;  

p：模拟救灾失误扣分 

13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个人技

能救援

（N） 

N = ∑𝑀𝑛

6

𝑛=1

 60/480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绳索救

援（L） 

表演单项，不参加集体全能

积分 

 按成绩排名； 

前 3 名获奖； 

全能

成绩 

个人全

能（K） 
K = A + B(C) + D +M 

满分：

40 分 

按分数排名； 

前 10 名获奖； 

集体全

能（Q） 

Q = E + F + G + H + I + J

+ N 

满分

480 分 

按分数排名； 

前 6 名获奖； 

 

附件：模拟救灾现场矿图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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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模拟救灾现场矿图标注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