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起重事故反思 起重伤害事故应急
预案(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起重事故反思篇一

根据起重设备拆装的特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有：物体打
击、高空坠落、机械伤害、触电、倒塌等，一旦发生安全事
故，应急求援组织就迅速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现场抢救组：项目部安全部负责人为组长，安全科全体人员
为现场抢救组成员：

应急领导小组职责：项目工程发生安全事故时，负责指挥工
程抢救工作，向各抢救小组下达抢救指令任务，协调各组之
间的抢救工作，随时掌握各组最新动态并做出最新决策，第
一时间向110、119、120、企业就援指挥部、当地政府安监部
门、公安部门求援或报告灾情。平时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轮流
值班，值班者必须住在工地现场，手机24小时开通，发生紧
急事故时，在项目部应急组长抵达工地前，值班者即为临时
就援组长。

应急领导小组应配备下列救援器材；照明器材：手电筒、应
急灯36v以下安全线路、灯具；通讯器材、交通工具等。

应急小组成员在项目安全教育时必须附带接受紧急救援培训。



培训内容：伤员急救常识、灭火器材使用常识、各类重大事
故抢险常识等。务必使应急小组成员在发生重大事故时能较
熟练地履行抢救职责。

领导小组组长： 电话：

副组长： 电话：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工地发生安全事故后，企业、项目部除立即组织抢救伤员，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和保护事故现场，做好善后工作
外，还应按下列规定报告有关部门：

1、轻伤事故：应由项目部在24小时内报告企业领导、生产办
公室和企业工会：

2、重伤事故：企业应在接到项目部报告后24小时内报告上级
主管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工会组织：

3、重伤三人以上或死亡一至二人的事故：企业应在接到项目
部报告后4小时内报告上级主管单位、安全监督部门、工会组
织和人民检察机关，填报《事故快报表》，企业工程部负责
安全生产的领导接到项目部报告后4小时应到达现场。

4、立即组织事故分析会，按“三不放过”的原则处理对违章
作业违章指挥的行为，应追究其责任，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严
肃处理。



起重事故反思篇二

为了正确、迅速和有效地处置起重机械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有条不紊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真正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
全生产方针，制订本预案。

1、成立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起重机械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的落实，组建本单位应急队伍，并
进行培训和演练等。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事故处理办公室：运搬工区技术组

可能发生事故地点：机修班车间、电车班车间、地面充电室、
井下充电室

2、组长负责事故现场的事故处理，及时报告事故现场情况，
做好事故救援的指挥和协调工作，对事故现场实施保护性措
施，对难以解决的紧急情况做出反映安排；成员根据指挥积
极参与救援工作。

1、重物失落事故、挤伤事故、坠落事故、触电事故、机体毁
坏事故。

2、各类起重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的原因：

（1）安全管理不科学、规章制度不健全，不按要求去操作，
图省力，习惯作业。



（2）起重机械与建筑物或其它设施的安全间距不符合规定。

（3）操作者素质不高，技能低，不会识别和预测危险性，导
致判断决策失误。

（4）安全装置不全或部件失控。作业场所堆放物太高，遮挡
了起重司机视线。

（5）选择吊具、吊点不适合、绑匝方法不正确，致使物体坠
落。

（6）起重工违章作业。

（7）指挥人员指挥信号不当或司机误接信号且误动作。

3、各种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重大事故。

1、建立健全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2、起重司机必须持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签发的安全资格
操作证。

3、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操作或使用。

4、安全防护装置应每天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始终保持其安全性能的完好可靠。

5、按规定要求对起重机械进行全面检查，并做好记录，及时
对其进行检修或大修，使其处于完好状态。

6、按规定要求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检查和指导。

1、起重机械事故应急处理的组织实施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
责、单位首先自救的原则，在场的行政最高领导为当然的总
指挥，暂负责整个事故现场的救护工作。



2、事故现场行政职务最高者在指挥救援事故的同时，亲自或
安排他人以最短的时间通知分管矿领导，并简要说明事故现
在的情况。

3、分管矿领导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以最快的时间
赶到事故现场，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有关程序进行实施。

1、发生事故后，现场的行政最高职务人员为当然的指挥者，
应根据情况立即组织人员抢救，并及时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组长、副组长、安监部门汇报。

4、做好事故现场的拍照留档，消除可能的隐患，尽快恢复安
全生产。

5、根据事故“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评估危害
程度，作出处理意见，接受事故教训。

火警：119

急救中心：120

调度室：

安监处：

单位值班：

起重事故反思篇三

根据目前生产车间的特点，可能发生的起重伤害事故有以下
几种：

1、起重设备作业中突然发生安全限位装置失控，撞击护栏、
抓斗掉落、与周围墙壁相撞、碰坏雷达及破坏给料器，或违



反安全规程操作，造成重大事故。

2、起重设备操作失误或失灵。

3、自然灾害对起重设备、设施的严重损坏。

4、在安装或者维修过程中发生的人员伤亡事故。

5、运行中的电气设备故障或线路发生严重漏电。

应急救援组长：

应急救援副组长：

应急联络：

现场维护：

应急救援：

应急抢救：

职责：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疏散，营救触电人员，维护现场
秩序等工作；及时将现场情况向领导报告，根据安排及时将
伤员送至就近医院。

略

（一）应急响应

在发生起重伤害事故时，第一目击者立即呼救，现场人员不
要害怕和慌乱，要保持冷静。

（二）应急联络



应急联络人员立即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或999），内容如
下：

1、报警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号码；

2、发生人员触电事故的准确地理位置；

3、目前现场状况及周围作业人员伤亡等情况等；

4、耐心回答“120”救护人员的询问；

5、随时与急救中心人员保持联系以及汇报情况；

应急联络人员将目前现场情况与应急救援组长详细说明，同
时由应急救援组长向车间领导进行汇报，内容如下：

1、汇报人姓名

2、发生人员触电事故的准确地理位置；

3、目前现场状况及周围作业人员伤亡等情况等；

4、是否报警情况及目前人员情况；

5、听从领导指示。

应急联络人员到路口准备迎候救护人员；

（三）现场维护

现场维护人员根据现场周边环境，利用锥形交通桶封闭现场。
封闭现场时摆放锥形交通桶、拉好警戒带、保护好现场。

（四）应急救援



起重伤害事故发生后，立即停止现场作业活动，应急救援人
员将伤员放置平坦的地方，实施紧急救护。

（五）应急抢救

应该先看神智、呼吸、接着摸脉搏、听心跳、检查局部有无
创伤、出血、骨折、畸形等变化、根据伤者的情况、有针对
性地采取人工呼吸、心脏挤压、止血、包扎、固定等临时应
急措施。

如果伤者呼吸已经停止，抢救组立即对伤员实施人工呼吸。
如果脉搏不存在，心脏停止跳动，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1、当工作现场发生起重伤害事故时，急救人员应尽快赶往出
事地点，并呼叫周围同事及时通知医疗部门，首先观察伤者
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性质，尽可能不要移动患者，尽量
当场施救。如果处在不宜施工的场所时必须将患者搬运到能
够安全施救的地方，搬运时应尽量多找一些人来搬运，观察
患者呼吸和脸色的变化，如果是脊柱骨折，不要弯曲、扭动
患者的颈部和身体，不要接触患者的伤口，要使患者身体放
松，尽量将患者放到担架或平板上进行搬运。

2、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
压。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
并将下肢抬高约20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3、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
部转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
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
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
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医院
治疗。



起重事故反思篇四

近年来，由于起重设备使用不当或维护不到位，起重事故屡
屡发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作为一名从事
起重作业的工人，我深切体会到起重事故伤害带来的巨大痛
苦和危害。通过这些惨痛的经历，我认识到了起重作业中的
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我明白了起重作业事故的成因及其危害性。起重作业
事故往往是由于操作人员技术不过关、起重设备失灵或不当
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引起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起
重设备失控、坠落或倾覆，从而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我亲身经历过一次起重机因操作错误导致坠落的事故，幸运
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机器几乎报废，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这次事故使我深刻意识到起重作业事故的危险性
和严重性，真正理解起重设备使用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我学到了起重作业的基本操作技巧。在参与起重作业
之前，我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和考试，获得了操作资格证书。
这些培训使我掌握了合理使用起重设备的方法和技巧，学会
了如何正确判断吊装物体的重量和尺寸，以及安全操作的注
意事项。我明白了合理的操作能够降低意外事故的发生率，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在实际作业中，我也通过与老师和
经验丰富的同事交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起重作业技术水
平。这些技巧和经验不仅为我自身的安全奠定了基础，也帮
助我更好地服务于工作中的企业和个人。

此外，我在实践中发现了起重作业的风险和安全管理的重要
性。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设备使用者往往存在操作疏忽和安
全意识不足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公司采取了一系列
的安全措施和管理规定，明确了起重作业的责任分工和管理
程序。这让我意识到，起重事故的预防必须建立在全面的安
全管理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严格的操作规程、有效的技术培
训和日常的安全监督，才能真正减少起重事故的发生，保障



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最后，我认识到个人责任和团队合作在起重作业中的重要性。
在起重现场，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作为
一名起重作业人员，我深知自己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
专注，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各种安全设备。同时，通过
与现场其他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
和危险因素。只有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共同努力，才能保
证起重作业的安全运行和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通过经历起重事故及其伤害，我深切认识到起重
作业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学习起重作业的基本操作技巧，加
强安全管理和团队合作，我能够更好地应对起重事故的风险，
并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实践，能够
为全社会的起重作业安全贡献一份力量，避免起重事故的发
生，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起重事故反思篇五

起重事故伤害是工地和工厂常见的意外事件之一，它不仅给
工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也对生产和施工进度产生了负
面影响。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曾亲眼目睹过起重事故造成的
伤害，这让我深感痛心并引起了我对于事故发生背后原因的
思考。通过总结和反思，我深切意识到预防起重事故伤害的
重要性，同时也从中获取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段：了解起重事故发生的原因

在总结起重事故时，首先需要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一方面，
起重设备或机械的故障可能是事故的根本原因，例如起重机
的制动系统失灵、电源故障、吊钩的材质疲劳等。另一方面，
工人的不规范操作和缺乏安全防护意识也是起重事故发生的
重要原因。例如，过分贪图效率、无视操作规程以及缺乏安
全培训等。只有深入了解问题的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



有效的预防措施。

第三段：加强工人的安全意识和培训

起重事故的发生提醒我们要加强工人的安全意识和培训。工
人需要认识到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
程序。此外，对工人进行全面的安全培训也是至关重要的。
工人应该了解起重设备的工作原理、操作规程、安全事故的
案例和如何进行紧急救援等。通过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和专
业知识，事故的发生率将会大大降低。

第四段：维护起重设备的良好状态

除了加强人员培训，维护起重设备的良好状态也至关重要。
定期检查起重机械的使用寿命和工作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预防
措施。确保液压系统的正常运行，检查绳索的磨损程度，以
及保养各种相关零部件等。通过做好设备的维护，可以减少
因设备故障导致的起重事故发生。

第五段：加强监督和管理

最后，为了有效预防起重事故伤害，强化监督和管理也是至
关重要的。工地和工厂应该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并且
严格执行。加强对安全设备和操作人员的监督，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此外，及时整改和处理事故隐患，
确保起重操作的安全性。只有加强监督和管理，才能从根本
上预防起重事故的发生。

结尾：呼吁共同关注和努力预防起重事故伤害

起重事故伤害不仅对个人带来悲痛，也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
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共同关注和努力，加强起重设
备的安全管理和工人的安全培训。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才能有效预防起重事故的发生，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和



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