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精

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篇一

提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手册范本《承压类特种设备应急措施
和救援预案》:

承压类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特种设备事故规定》，结合我单
位实际情况，现制定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等承
压类特种设备（以下简称承压设备）事故处理预案如下：

一、本预案的适用范围

本单位目前有台锅炉、台压力容器、只气瓶、类压力管道在
用，为我单位重点设备。本预案所称安全事故，是指在本公
司使用的承压设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安全和
财物损失的事故，事故类别包括：

锅炉缺水、超压、汽水共腾、锅炉熄火、炉膛爆炸、受热面
管爆破、燃气锅炉的回火脱火、燃油燃气锅炉火灾、压力容
器超温、超压、泄漏、异常变形、异常振动等事故。



安全事故的具体标准，按国家或行业、地方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1、成立承压设备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组长由总经理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工程的副总经理担
任；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参与现场抢险救援工作。

2、设立现场救援组，由各工程部组人员兼职组成。组长由由
分管工程的副总经理担任，负责组织现场具体抢险救援工作；
在指挥长到达现场之前，负责指挥现场抢险救援工作。

（一）、承压设备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职责

1、组织指挥锅炉使用部门对承压设备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援
工作，控制事故蔓延和扩大；

2、核实现场人员伤亡和损失，及时向上级汇报抢险救援工作
及事故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

3、落实承压设备事故应急处理有关抢险救援措施。

（二）、组长的主要职责

2、负责指挥现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三）、副组长的职责

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抢险救援措施工作。

二、预防与应急措施

（一）、定期组织本单位的承压设备事故应急处理知识、技
能的培训和应急演习。



（二）、定期对承压设备进行日常性维修保养和定期自行检
查，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按期安排对承压设备进行定期检验。
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后，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三、事故报告与现场保护

（一）、报警：

1、承压设备发生事故，第一反应即拔打“119”火灾电话报
警，并向质监局、安监局汇报。报警人员要讲清承压设备事
故的单位、路名、事故发生部门、事故发生情况，讲清本人
姓名、电话号码等。

2、报警完毕后，即向总经理和部门领导报告。

3、总经理接到报告后，即时召集本单位有关人员到达事故现
场。

（二）、应急联络机构

xx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联系电话：地址：

xx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地址：

xx县消防大队。联系电话：地址：

xx县公安局。联系电话：地址：

xx县人民医院。联系电话：地址：

（三）、成立临时承压设备事故指挥部：

由总经理和有关人员选择合适部位成立指挥部，总经理为指



挥长。

（四）、通报：

根据“救人第一和准确、迅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导
思想，利用本单位的宣传工具，向本单位人员发送通报。

通报内容

1、事故发生情况；

2、人员情绪的稳定；

3、疏散人员和救护。

（五）、疏散和救护：

1、切断受影响电源，做好消防和防毒准备，防止泄漏的易燃
易暴介质爆炸；；

2、制定安全区，确定人员疏散集合安全通道；

3、分工明确，引导和护送被困人员向安全区疏散，并做稳定
情绪工作；

4、现场救护，由本单位人员在安全区及时对伤员进行处理或
送医院救治。

（六）、事故现场处理：

1、如起火：须组织灭火器材，开展灭火，由义务消防队负责
人为灭火指挥，并清涂炉内燃料。

2、如爆炸：首先清涂炉内燃料以及散落的燃料，防止起火和
发生第二次爆炸。



（七）、安全警戒：

1、加工场外围警戒：消除路障，劝导行人撤离现场。如起火
为迎接消防人员及到达现场要创造有利条件。

2、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由领导小组立即向消防指挥报告事
故发生情况，并移交指挥权，听从公安消防人员的调遣。

3、保护事故现场，禁上无关人员进入，并积极协助消防公安
等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

四、事后处理

1、积极配合质监局、安监局等部门进行事后处理。

2、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及安抚工作。

3、在24小时内写出书面报告，报送质监局、安监局等有关部
门。

事故报告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2）事故单位行业类型、经济类型、企业规模；

（3）事故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和初步估计；

（4）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5）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6）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五、其它事项



（一）、本《预案》是重大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我单位各
部门实施抢救工作并协助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的救援
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随机处理。

（二）、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有参加事故抢险救护的义务。

（三）、各有关部门应结合我单位的实际情况，结识员工学
习、熟悉掌握本《预案》的内容和相关措施。

（四）、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篇二

《阜康市西沟煤焦有限公司二号井煤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
案》是西沟二矿的综合事故应急预案。据其相关内容，西沟
二矿存在以下主要危险源和风险：

1、西沟二矿为高瓦斯矿井，正常生产情况下，矿井一个采煤
工作面，两个掘进工作面。采面采用急倾斜特厚煤层水平分
层放顶煤采煤法。采面在推进过程中，上隅角极易造成的瓦
斯聚集超限，都可能导致发生瓦斯爆炸。

2、矿井煤尘都具有爆炸危险，瓦斯爆炸极易引发煤尘爆炸。

3、西沟二矿采用综采综掘的机械化生产工艺。井下设备种类、
台数繁多。电器防失爆工作比较繁重，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
造成失爆现象。

4、矿井开采急倾斜煤层，采区单翼布置，采煤掘进相互压茬，
矿山压力显现明显。回采巷道采用锚网钢带加锚索联合支护
仍解决不了问题，部分地段还要进一步再采用矿工钢棚式加
强支护防止冒顶事故的发生。



5、西沟二矿主采煤层的自燃发火期为3—6个月。属易自燃煤
层。采空区管理不善，极易造成采空区自燃。

6、供应西沟二矿用电的大黄山变电所，是一个分级管理的电
力供应单位，在大负荷用电情况下，可能造成计划外大面积
停电。西沟二矿是高瓦斯矿井，大面积停电，必定生成各种
危险因素。

以上诸种危险、危害因素，如果汇集一起，必定造成严重事
故。根据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必须进行演练。本次演练
主要内容为设定矿井计划外大范围停电，造成掘进工作面瓦
斯聚集超限，酿成v级事故后，西沟二矿对其正确处置的全过
程演练。此类事故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发生因为电器设备失
爆等外因火源引爆瓦斯，进一步发生煤尘爆炸、冒顶、煤层
自燃等一系列综合性事故。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规范煤矿应急管理工作，提高
矿井各应急部门、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协调能力，增强职工应
对突发重大灾害事故的信心和应急意识，提高应急人员对应
急救援的熟悉程度和应急水平，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岗
位，提高矿井整体应急反应的能力。同时通过演练，评估矿
井应急预案的整体及各部分是否能有效地付诸实施，验证应
急预案的适应性，找出应急准备工作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
方，从而保证应急预案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井应急救
援指挥部的具体事务工作，救援指挥部设在矿调度室。由矿
长任组长，总工程师及各副矿长任副组长，调度室、生产技
术科、安全科、机电科、经营部、综合办及区队负责人为成
员。小组具体情况如下：

1、应急救援演练领导小组



组长：蒋其峰

副组长：黄绪红、王明程、王鹏举、丁显忠

成员：皮伟、陈玉、陈国新、田才让、牛喜明、牛建军、杨
栋、李留彬、庄乾峰、沈正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矿调度室，办公室主任陈
国新（兼）。

2、领导小组救援职责：

（1）分析本矿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批准瓦斯煤尘
爆炸重特大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置措施。

（2）告知本井井下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措施，督促各单位对干
部职工进行应急处置措施贯彻学习和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
力。

（3）发生事故后，立即组织自救，防止事故扩大，将事故危
害降到最低。

（4）根据事故情况及应急自救程度，对抢险救灾方案进行决
策指挥，确定相应报警级别和应急救援级别，对应急救援工
作中发生的争议问题进行裁决和紧急处理。

（5）指挥、调度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救护，工伤抢救，后勤支
援等工作，调度解决抢险救灾所需资金和救灾物资。

（6）督察应急处置人员的行动，保护现场抢救和现场以外其
他人员的安全。

（7）对事故善后、单位秩序维护、事故的调查处理、恢复生
产等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落实。



（8）宣布应急恢复、应急结束。

3、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1）组长是处理灾害事故的全权指挥者，在副组长的协助下，
制定事故的处置计划。

（2）总工程师在组长领导下，负责处理灾害事故技术方面的
工作。

（3）生产矿长负责事故抢险救灾过程中人力的调配，工作任
务的落实等方面的工作。

（4）安全矿长根据批准的事故处置计划，按照《煤矿安全规
程》规定，对事故抢险救灾工作的人员进行控制，对安全措
施落实，并实行有效监督。

（5）机电矿长负责矿供用电及机电设备的调配方面的工作。

（6）经营矿长对事故救援的后勤工作具体负责，全面协调后
勤工作的材料供应、人员安置、资金供应、及伤者家属的善
后洽谈等工作。

（7）领导小组各成员应在组长、副组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对组长、副组长负责。

演练时间安排在1012年10月18日中班进行。演练地点设在710
采面风巷。演练前一天通知各区队，在演练当天要认真布置，
具体安排。

单位：科室所有人员、综掘一队710采面风巷的施工人员、救
护队全体成员。新疆东银能源有限公司安全部及驻矿安全检
查站。

1、考核组：



组长：黄绪红

成员：陈国新、陈玉、田才

让考核组主要负责在演练过程中，考核西沟二矿干部的现场
指挥和处理事故的能力，考核现场每个职工应对突发事故的
思想状况，考核职工在遇到事故后能否按照正确的避灾方法
和避灾路线进行撤退。

2、地面避灾预案演练指挥组

组长：蒋其峰

成员：王鹏举、王明程、丁显忠、皮伟、杨栋、李留彬、牛
军波

负责整个演练方案的编制、演练组织、指挥、协调、处理，
在预案演练前对职工进行应急避险预案进行学习、贯彻及考
试。

3、井下现场避灾演练组

组长：牛喜明

成员：牛建军、庄乾峰、刘磊、沈正平

主要负责现场指挥，充分发挥现场组织的能力，把平时学习
的避灾方法运用到演练中，组织职工避险，并及时向矿调度
室和本单位汇报现场情况，供领导决策。

1、确定演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2、演练前，区队干部认真组织本单位职工，进行各类事故避
灾方法的学习。



3、演练组组织召开演练工作会议，针对演练内容查找出在演
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避免职工在演练中发生意外
事故。

4、演练前，备好演练过程中所急需的物质和装备。

5、模拟演练瓦斯煤尘爆炸事故的紧急抢救，准备演练器具。

1012年10月18日上午10时16分，情景的主要内容为：西沟二
矿710采煤工作面南北巷正在进行正常掘进，北巷9号钻场内
正在打钻，钻沟孔倾角—24°已钻进145m。突然，井下两趟
供电线路全部停电，局扇停止运转。钻场内钻孔瓦斯持续不
断的涌向钻场。又加上掘进工作面内的瓦斯涌出，巷道内瓦
斯浓度快速升高到3.5%，造成一期v级事故。西沟二矿按照相
关要求，立即起动《阜康市西沟煤焦有限公司二号井煤矿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最后顺利完成瓦斯排放工作，使矿
井恢复到正常安全生产状态。演练主要设置了以下场景：

场景一：接警及处置。

矿调度室值班人员接到井下值班领导陈玉汇报，矿井两趟供
电线路全部停电，井下机电设备全部停止运转。当班调度员
立即将此情况汇报矿长蒋其峰和各级领导。蒋其峰当即安排，
立即起动西沟二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主要演练井
下作业地点撤人、井下所有供电设备的在人员撤离前的手把
打零位操作、710风巷巷口设置禁止进人警标、瓦斯持续监测
等要素的处置方法及过程。

场景二：事故发展及级别判断。

井下人员已全部撤到地面，停电时间已持续35分钟。监控室
报告，710风巷掘进工作面瓦斯浓度已达到1.5%。总指挥长宣
布，按v级安全生产事故，起动西沟二矿瓦斯超限事故应急救
预案。主要演练事故发展期间，井下危险因素的发展及演变、



灾害程度的判断、确定从大面积停电事故发展到瓦斯超限事
故后，应急救预案随之变换起动的过程。体现出综合应急事
故演练的特点。

场景三：事故处置

主要演练矿井恢复供电后，瓦斯超限区域的处置程序及方法。
矿井持续停电2小时后，恢复正常供电。监控室报告，710风
巷瓦斯浓度已达到5%。总指挥下达710风巷瓦斯排放的命令，
总工程师立即组织通风部门人员，按照西沟二矿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预案中规定的瓦斯排放措施，进一步具体制定出了
《710风巷瓦斯排放措施》，并经审批后实施。最后将瓦斯安
全排出。

场景四：救援行动

主要演练矿救护队在排放瓦斯前的危险因素侦察能力和排放
瓦斯期间的应急救援行动能力。设定救护队员进入瓦斯聚集
区域侦察，用光学瓦斯鉴定器进行瓦斯浓度测量，设定发生
作业人员发生瓦斯窒息事故的紧急救援。

场景五：应急结束

主要演练聚集瓦斯全部排出后，灾害现场的隐患消除、安全
状况确认，救援人员撤离、指挥长宣布演练结束。恢复正常
生产。

由应急演练考核小组对演练效果，并提出考核意见。演练领
导小组做出演练总结报告。在报告里应详细说明在应急演练
过种中存在的问题，按对应急工作及时性，有效性的影响程
度，把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按不足项、整改项和改进项进
行归类整理。制定详细的整改措施要求及工程计划，及时修
订和完善《阜康市西沟煤焦有限公司二号井煤矿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预案》。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篇三

设备出了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问题没有预防措施，没
有应急预案，没有事故原因分析和总结经验。对能造成影响
生产的设备故障各方面原因，要做到事先的预测和分析，定
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一旦出了问题，司机首先要
采取相应应急手段，并通知调度，调度得到报告后，立即通
知检修人员上车采取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排除，同时通知操
作班长和作业部主管人员到现场组织抢修，协调生产。故障
处理完毕后，主管人员组织操作，检修人员进行分析，追求
责任，完善预案、改进措施。

1、溜钩故障：司机应将手柄打到慢速挡反复升降所吊重物，
并同时开动大小车，将重物落到安全地带，有紧急制动机构
的，司机要果断按急停开关。同时通知调度安排处理。溜钩
原因有：接触器粘，传动系统断开，制动器调整不当，闸皮
磨损、超重。

2、安全制动器突然抱住打不开，司机要立刻通知作业长，通
知电、钳人员迅速上车，钳工首先要检查起升系统传动联
（联轴器是否打齿、脱齿；减速机高速轴是否断裂；减速机
低速轴是否断裂；卷筒联轴器是否失效），确认系统完好后，
用手动泵将安全制动器打开，如果手动泵不起作用，电工迅
速用备用三相电，直接联结液压站电机，强制使安全制动打
开。为了万无一失，电、钳每周对安全制动进行上闸、打开，
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3、滑线突然跳闸停电，司机应立即把各机构挡位回零，通知
调度，调度应立即通知电工，电工要详细检查滑线、滑块和
送电开关，如需处理，应挂检修牌，接接地棒，做好监护并
作分析。出坯跨磁盘吊，电工每天和司机每班检查磁盘备用
电源情况。



4、起升联轴器突然脱齿会发生溜钩和明显机械噪音，司机发
现后迅速把起升挡位回零，并把车和吊物移动到安全地带，
上车检查并通知调度，调度通知检修人员，检修人员接到通
知迅速上车检查。脱齿原因有：联轴器装配过长或过短，电
机底角螺栓松动。根据不同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处理。应急方
法就是通过移动电机来调整联轴器的装配尺寸后，把紧电机
底角螺栓，并焊挡块。

5、电气盘面着火怎么办：司机应立即切断总电源，拿灭火器
进行扑救，然后通知有关人员上车处理。

6、板坯库夹钳打不开怎么办：一个库坏一台车可用另一台车，
一个库两个车都坏了，可安排到其它库下线，通知维修人员
进行处理，如实在打不开，可用千斤顶把限位顶开。

7、出坏跨50+50夹钳打不开或开闭器坏：一台车坏了可用另
一台车，如一部车忙不过来，可用出坯32t挂上机械夹钳去配
合吊运，然后通知维修人员进行处理。

8、兑完铁或加完废钢小车坏了开不出来：司机通过重新合闸
或实在没法处理时，应立即通知作业长（或调度）通知电工
上车处理，然后把抱闸支起来，把小车盘出来。

9、吊运钢铁水的车坏了：如一台车坏了司机应立即通知另一
台车去干，不得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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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变频车坏了怎么办：使用变频调速的车坏了，司机应立
即把开关转换成旁路（旁路下降一档、二档是上升司机要谨
记）。主起没有了，先试试单机工作不工作，切换一下电机；
有备用电源的投用备用电源。

11、大车不能运行；在工作中大车不能运行时马上又要影响



生产，这时司机可把大车四个抱闸打开，通知另一台车把接
近开关封掉后，把故障车推到不影响生产的区域去修理。

12、65+65脱钩：司机一定要听从地面指挥人员的指挥，自己
不能确认的千万不要动车，始终保持钢丝绳与废钢斗耳轴垂
直不能松动，起付钩时防止主钩脱钩，落付钩时，要确认废
钢斗是否卡住炉口，废钢斗不动马上停止落钩。65+65起升没
有了，可打到旁路，并且还需到电气室把两个大空开合上才
行。

13、上精炼、混铁炉、脱硫、大包回转台吊包座包：司机一
定要确认指挥信号，听从指挥，不要自以为是，盲目操作。
一定要严格执行规程，一定要慢要稳，没人指挥严禁私自动
车。

14、钢铁包倾翻180度返不回来怎么办？

（1）在翻包过程中，如包口不好，翻渣不净，倾翻角度过大
翻成180度，过时司机千万不要再起付钩，以防主钩脱钩把钢
铁包扔到地下。

（2）司机要沉着冷静开动大、小车寻找一个硬物，慢慢落主
钩使钢铁包嘴前口一个点着地，落钩速度不要过快以防脱钩，
看钢铁包向付钩方向倾斜一点后，再落付钩，这样就可以把
钢铁包返止原来位置。

15、发现钢丝绳断股怎么办？

（1）发现钢丝绳断股司机不要慌，因为现在的天车按国家标
准设计，每个机构的钢丝绳都是双根，如发现一根有断股现
象，马上反映进行更换。

（2）如吊有重物发现钢丝绳断股，要就地选择合适位置，把
重物降落，立即通知维修人员进行处理。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救援预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
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篇四

为了公司的安全管理，保证人员和国家财产安全，确实做
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压
力容器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组 长：张家申

副组长：刘培俭

成 员：刘士金 杨伟旺 罗衍恋 王建民

孙宗胜 杜晓波 葛增立

负责指挥公司管辖区域内的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的演练和员
工培训任务。

1、应急物品配备：

1）每台压力容器都配备灭火器2个、消防水桶、铁锹、防水
手电筒等。

2）项目组配备灭火器8个，消防水桶、铁锹、防水手电筒、
消防斧、消防泵、消防水带等防火物品。

2、应急报告

现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火灾时，现场操作者应立即向公司救
急小组领导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设备名称及着火部位、火势情况；



2）着火原因及现场情况；

3）道路情况；

4）有无人员伤亡救援要求；

3、救援行动：

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应急小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
时间内赶到现场，指挥抢救，同时向集团公司进行汇报，请
求支援。

4、抢救步骤：

1）首先拉闸、断电,切断气压来源。

2）用现场灭火器进行补救。

3）压力罐着火要用水降温。

4）注意周围环境和火势变化，防止人员伤亡。

事故后要及时查找原因，分清责任，落实处理，并举一反三，
吸取教训，然后提出处理办法，真正做到“四不放过”，严
防再发生类似事故。

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篇五

储气罐正常运行压力不超过0.56mpa，假象事故预案为运行压
力超过0.56mpa，在此状况下所采取得应急预案及措施如下：

一、应急预案

一旦运行压力超过0.56mpa，巡检人员或操作人员立即关闭容



器进气阀门，切断气体的输入口，同时停止主机运行，打开
容器排污阀门，进行气体对空排放，使容器内的气体压力降
低，达到正常压力范围。

二、控制压力的几种措施

1、工作人员经常进行设备巡检，观察各种仪器表达指示状态，
观察空气压缩机军训参数，加强压缩机日常维护，特别是压
力调节器等压力控制及指示元件的检查调节，保证设备工作
在良好状态。

2、储气罐安全阀每周进行一次手动开启实验，根据日常经验
判断安全阀是否开启灵敏，必要时进行安全阀更换。

3、保证储气罐排污阀的畅通，必要进行疏通或更换。

4、配合特种设备监察部门定期做好容器的探伤检查工作，保
证硬件良好的`使用状态。

三、应急预案救援措施

由于其他原因造成储气罐压力过高致使容器出现爆裂，应取
得救援措施如下：

1、成立储气罐应急预案领导小组

组长：雷其林

副组长：王军明

成员：胡 鹏 龙从付 赵德松 赵德勇 赵 兴 郭太福

2、本矿安设有安全生产调度室电话联系方式，一旦出现人员
伤亡事故应立即联系值班领导或鬃岭镇医院救援。



3、容器附近作业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观察现场实际情
况，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汇报并采取安全的方式进行控制事故
再发生。

4、一旦事故现场出现人员伤亡，其余工作人员在保证自身安
全状态下组织切实可行的救援方法进行救援，保证救助方法
正确。

5、本矿有值班车辆在矿，值班人员24小时待命，一旦有紧急
状况，立即出车实施救援。

纳雍县鬃岭镇大河路口庆荣煤矿

二00九年二月十日

一、目的：为使特种设备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或未遂事故发
生后，迅速消除事故源及时抢救伤员，抢修受损设备，尽是
减少事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事故的损失。

二、范围：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发生爆炸等事故及事
故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和特种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
故和一般事故。

三、事故应急救援组织及职责分工：

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总指挥的事故应急救援组织，属下分现
场指挥、排险组、疏散组、救护组、联络组、火警组、电力
抢修组，职责分工为：

1、总指挥：全面指挥、协调事故处理工作。

2、现场指挥：指挥事故现场调度、协调工作。

3、排险组：组织排除事故危难源。



4、疏散组：隔绝防护，疏散人员，转移物品，减少损失。

5、救护组：立即组织人员和调度车辆，尽快送受伤人员到医
院救治。

6、联络组：做好各部门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

7、火警组：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进行救援灭火。

8、电力抢修组：负责电器设备的断电、抢修工作。

四、意外事件和事故的紧急救援措施：

1、公司发生意外事故和事件时，当班人员应立即尽一切力量
切断或隔离事故源，同时由车间负责人决定是否紧急停止设
备运行，并以最快速度向公司领导报告，和相关部门取得联
系。事故严重可直接报告相关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或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呼叫火警“119”，医疗急救电话“120”。报告
内容应包括：事故单位部门、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
性质（爆炸、火灾）、以及人员伤亡情况和报告人姓名及联
系电话等。

2、公司领导到场后应迅速组织力量查明事故发生的源点、部
位和原因，开展抢险自救工作。根据事故损失及人员伤亡情
况，公司领导应立即决定是否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如决
定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则立即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事
故应急救援组织人员接到报警后应以最快速度赶往现场，参
与事故应急救援抢险工作。处理事故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
受伤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应当保护好事故现场。

五、意外事件和事故的紧急救援演习制度：

1、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应急演习，成员人员必须参加。



2、演习内容、时间、排险方法、急救预案由公司领导批准后
实施。

3、演习结束后应将演习的情况作书面记录，并进行总结，对
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