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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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一

根据国务院《放射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条例》和卫生部
《放射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加强放射防护安全，为规
范和强化应对突发放射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提高师生员工
对放射事故应急防范的意识，最大限度地保障放射工作人员
与公众的安全，维护正常和谐的放射诊疗秩序，做到对放射
事故早发现，速报告，快处理，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特制定本
预案。

1、科室每月对各机器进行一次大检查，并会按照规定请有关
部门对机器进行监测；

2、要求工作人员每日开始工作前均要对机器进行常规的检查，
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科室负责人。

3、操作机器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4、加大宣传力度，使全院有关医务人员认识到辐射防护的重
要性，高度警惕并落实防范和应急处理措施。

5、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防护检测和检查。

6、按时参加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有关工作人员防护法规及专
业技术知识培训。

1、放射科一旦出现超剂量照射发生放射事故的情况，应立即



将病人情况及具体照射量必须于1小时内报告医务科。且放射
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停止使用有关仪器，并进行检修。

2、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的放射事故由保卫科向公安机关
报告，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还应当同时报告当地环境保
护部门；人体受到超剂量照射的放射事故由医务科向韶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3、不按规定程序和时限报告或者阻挠、干扰有关科室执行职
责的，对有关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发现或遇
到问题时，应首先报告科室负责人。

4、由科室负责人上报医务科，医务科上报上级部门。程序可
参照国家《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449号）规定，在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
表》，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造成或可能造
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还应同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发生放射事件报告应急电话：

1、在射线控制区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设有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和工作指示灯。

2、一旦有应急事件发生，工作人员应首先关闭射线源，保证
患者立即脱离有害射线，并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同时保护自
己，减少伤害。

3、工作人员应按照上级要求佩戴剂量监测计。如有事故发生，
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系统，按照应急处理机构的人员和措施
进行。

医院成立放射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本单位法
人代表，副组长为主管领导及放射卫生科负责人，成员各相
关人员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主要职责：

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最大
限度控制事态发展；

(4)负责恢复本单位正常秩序。稳定受照人员情绪等方面的工
作。

1、放射卫生科和急诊专家组成技术专家小组保障技术；

2、医院总务科、医务科和保卫科负责后勤工作保障；

3、先由医院支付保障经费，事件结束后再定责任;

4、放射科与放射卫生科、急诊科、临床相应科室、保卫科、
后勤和院长办公室保障保持联络。

5、经常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
进行学习，依法行医，提高预防突发事件发生的保障意识。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二

为保障学生生命安全，我校特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主管副
校长为副组长的校车交通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全面协调指挥
校车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并制定了应急预案和处理措施，
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1、一旦发生车辆交通事故，跟车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疏散车



内学生，安抚学生情绪，并立即对伤者进行施救或拨打120，
同时报告校长或主管领导。

2、校长或主管领导接获肇事通知后，迅速启动应急方案，通
知应急小组成员赶往事故地点查勘处理。勘查现场时应注意
观察事发地周围环境，详细询问调查肇事原因以及造成的损
害情形(包括对方车及乘客财产的损失)等，做好现场保护。

3、应急小组成员应分工协作，向交通主管部门报警或报告当
地政府及教育局，尽量寻觅目睹事故的第三者作证。

4、做好学生和家长的安抚工作，尽量消除事故带来的影响，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1、在接送学生途中，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车辆晚点十五分钟以
上应通知前方家长。为避免家长情绪紧张，对原因应区别对
待告知家长。

（1）因本车之外的原因造成晚点，如交通堵塞，前方车祸等，
应如实告知家长原因。

（2）因交通违章，应告知家长属于难以避免之原因，

避免家长对司机的业务熟练程度等产生怀疑。

（3）因本车发生交通意外以及火灾等情况，应优先将学生转
移到安全地点或送医院治疗，同时与学校取得联系，由学校
领导作出如何处理的指示。

2、发生交通堵塞、意外，延迟半小时仍无法预期到达时，除
与家长保持联系外，应立即报告主管领导，请求解决。主管
领导接到报告后，在五分钟内安排好应急措施。

3、发生交通事故后，校长或主管领导应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



现场处理和指挥。

4、如遇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应把车停在安全的地点
并妥善安置学生。

5、车上应张贴常用电话号码（包括校长、主管领导、各班班
主任以及跟车接送老师和司机的电话），便于工作衔接和与
家长联系。

司机和接送人员应时刻提高警惕，把学生生命安全作为重中
之重，尽量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当事故发生后，学校应立
即启动该应急预案，保证各项应急措施的实施。

附:梅河口市朝鲜族实验小学校车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李允哲全面安排协调

副组长：姜春云具体安排协调

成员：金成元李锡俊崔正洙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三

〈一〉领导组织

总指挥：白班；夜班：值班干部

副总指挥：

组 员：

〈二〉职责

1、 总指挥：负责整次事故组织指挥全厂的应急救援；



2、 副总指挥：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
作；

3、 组员：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进行工作，各工段长在事故
应急救援中的职责是：

1.炼钢工长：负责炼钢工段现场指挥工作；

3.连铸工长：负责连铸工段现场指挥工作；

4.机修工长：协助总指挥负责抢险抢修工作的现场指挥；

5.电修工长：协助总指挥负责抢险抢修工作的现场指挥；

6外围工长：协助总指挥负责抢险抢修工作的现场指挥；

7.工程师：负责抢险抢修现场的技术指导；

二、 应急通讯：

在处理事故时，所有参与抢险抢修人员需保持通讯畅通。如
果发现信号不稳定或中断时，应立即运用厂内固定电话或手
机及时与总指挥取得联系，并明确说明所处位置。

三、 事故处理预案：

4、 当成功启动柴油泵以后，水泵房主控工应立即将情况汇
报当班调度长，并通知转炉主控室及连铸主控室。

5、 转炉主控室接到水泵房的报警电话后，应立即提枪停止
冶炼，，并立即将该情况通知当班调度，由当班调度长向上
级进行汇报。

6、 连铸主控室接到水泵房报警电话后，应密切关注二冷水
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将在浇钢包内的钢水拉完。



7、 水泵房主控工在柴油机启动完毕后，可适当调节入口处
的手动阀门来增加或减少水的压力，以达到设备所需的安全
用水。

四、 预防措施与考核

2、 安全水塔的出水管的手动阀门要随时观察、以防有人误
动；

3、 每班人员要巡视柴油机的操作箱面板的各开关、指示灯
的指示情况。如：选择开关要打在自动位置；电源的钥匙开
关要打开；浮充电指示灯是否亮，报警灯是否亮，如亮应及
时复位。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四

为了预防坍塌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害，保证
坍塌事故发生后，抢险工作及时有序。特制定本预案。

预案立足于安全事故的救援；工程项目的自援自救；工程所
在地政府和当地社会资源的救助。

1、项目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

劳艳成

副组长：

李铁

组员：



王大伟

2、职权

2.1、组长：全面领导应急小组的工作，并对人力、物力、财
力进行调配。

2.2、副组长：总体协调各部门在紧急应变中的分工协作和统
一指挥。

建设工程工地发生安全事故时，负责指挥工地抢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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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企业救援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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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者既为临时救援组长。

现场抢救组职责：采取紧急措施，尽一切可能抢救伤员及被
困人员，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医疗救治组职责：对抢救出的伤员，视情况采取急救处置措
施，尽快送医院抢救。

后勤服务组职责：负责交通车辆的调配，紧急救援物资的征
集及人员的餐饮供应。

保安组职责：负责工地的安全保卫，支援其他抢救组的工作，
保护现场。

（一）、医疗器材：担架、氧气袋、塑料袋、小药箱；

（二）、抢救工具：一般工地常备工具即基本满足使用；

（三）、照明器材：手电筒、应急灯36v以下安全线路、灯具；



（四）、通讯器材：电话、手机、对讲机、报警器；

（五）、抢险工具：面包车、吊车、挖掘机、铲车各壹台；

（一）、接到事故后5分钟内必须完成以下工作：

1、立即报告公司主要领导，并迅速上报市建委。

2、指挥小组根据事故或险情情况，立即组织调集应急抢救人
员、车辆。组织抢救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3、立即通知就近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调集应急抢救
人员、车辆。组织抢救力量，做好增援准备。

（二）、应急处理措施：

1、抢救方案根据现场实际发生事故情况，最大可能迅速调集
人员、车辆迅速投入开展抢救突击行动，调查现场情况，同
时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问题，必要时请求武警、消防部门协
助抢险，请公安部门配合，疏散人群，维持现场秩序。

2、伤员抢救立即与急救中心和医院联系，请求出动急救车辆
并做好急救准备，确保伤员得到及时医治。

3、事故现场取证救助行动中，安排人员同时做好事故调查取
证工作，以利于事故处理，防止证据遗失。

4、自我保护，在救助行动中，抢救机械设备和救助人员应严
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配齐安全设施和防护工具，加强自我
保护，确保抢救行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5、项目安全员负责组织现场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

6、项目施工员负责组织人员维护现场，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危
险区域。



7、项目技术主管负责组织人员排除险情，以免造成深基础再
次坍塌。

（一）、重特大事故发生后，项目部必须以最快捷的方法，
立即将所发生的重特大事故的情况报公司救援指挥小组办公
室，并在4小时内写出书面报告。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工地、施工规模；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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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事宜；

7、事故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时间。

（二）、重特大事故发生后，项目部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
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因抢救伤员、防止事
故的扩大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
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
重要痕迹、物证等。

（一）、定期召集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开展安全事故预案的研
讨。

（二）、定期对有关成员抢救抢险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
其实战能力。

（三）、确保救援领导小组成员的通讯联系及时方便，如有
变化及时通知救援领导小组。



（四）、本救援预案是针对有可能发生的高空坠落事故，组
织实施紧急救援工作并协助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的指
导性意见，可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随机进行处理。

（五）经常组织有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掌握预案的内容和
相关措施。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按照预案的要
求，有条不紊地开展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六）、发生重特大事故后，立即报告，各有关负责人在接
到事故发生信息后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进入各自岗位，迅速开
展工作。对任何失职、渎职行为都要依法追究责任。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五

为有效预防青少年儿童突发溺水事故发生，确保我镇各项应
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稳定社会秩序和校园秩序。结合我镇工作实际，特制定
此预案。

成立以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综治、学校、卫
生院、派出所、安监、水利、团委、妇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的防溺水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镇综治办。

加强对防溺水安全工作的管理，切实将上级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到位，领导组明确了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1）负责领导、协调、组织防溺水工作，提供必要的预防经
费和物资保障。

（2）负责常见防溺水安全教育的开展、检查督促、资料收集
与归档等工作。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1）向家长发放防溺水的宣传材料，让家长明确学校的作息
时间，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并履行好监护人的职责。

（2）通过办专栏，张贴防溺水图片，宣传防溺水知识，开展
防溺水主题班会等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2、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1）加大对学校的检查力度。学生在校期间决不允许随便出
入校园。如有事有病必须持班主任签字的请假条，确保学生
在校园期间的安全。

（2）在学校周边水域设立警示牌，提醒学生在夏季养成良好
的安全意识。

（3）各村在事故多发地点设立警示牌，加强对重点路段、重
点水域的巡查。

（4）让家长与学校密切配合，加强学生放学后、双休日、节
假日的安全管理。如去有水的地方玩耍，必须要有家长的陪
同，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

（5）在学生当中形成互相监督，及时反馈的信息通道，如发
现有玩水的同学要及时制止，立即向学校报告。

（6）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让人人将安全工作记在心上，讲在口头上，抓在手头
上，落在行动上。

3、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1）一旦发现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应采取积极果断措施进
行营救，并按程序报警，请求110、120救助;同时防溺水工作
应急小组立即启动，学校、派出所、镇卫生院等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组织施救。

（2）一旦出现溺水伤亡事件，中心校、镇领导组及时如实将
有关情况上报教育局，县委县政府。

（3）镇、村和相关部门联动，做好对事件的善后处理。

（4）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要迅速查明溺水事故发生的
原因及过程，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如属责任事故，将追究
有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六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公司消防安全管理，预防消防火灾和减
少消防火灾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特制定本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第二条 制定消防应急预案，是为了在公司面临突发消防火灾
事故时，能够统一指挥，及时有效地整合人力，物力，信息
等资源，迅速针对火势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和扑救，避免消防
火灾现场的慌乱无序，防止贻误战机和漏管失控，最大限度
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三条 公司成立消防安全应急指挥小组，负责公司消防火灾
现场指挥，消防安全应急指挥小组由单位负责人和分管安全
经理及有关部门成员组成。 消防应急指挥小组职责：指挥协
调各工作小组和义务消防队开展工作，迅速引导人员疏散，
及时控制和扑救初起消防火灾;协调配合公安消防队开展灭火
救援行动。

具体分工如下：

负责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扑救。



负责组织人员疏导被困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负责立即同医院，公安，消防部门的联系，说明详细事故地
点，事故情况，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负责现场物资，车辆的调度。

第四条 根据人员的变动及时调整义务消防人员，每年对消防
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和实战演习，教育全体职工学习灭火
器使用常识，掌握防火灭火器灭火要点和自救器材的完好情
况，及时更换过期和失效的灭火器，保证灭火器的正常有效。

第五条 消防火灾事故应急措施

(一)报警：公司员工，值班人员发现火情后应立即向公司安
全部门报警，根据火情可直接报"119"火警。

(二)接警：安全部门接警后，应立即向公司领导和消防应急
指挥小组报告，通知各工作小组和义务消防队启动应急预案。

(三)处置：指挥各工作小组，义务消防队迅速集结，按照职
责分工，进入相应的位置开展灭火救援行动。对消防火灾现
场人员有序的进行疏散。扑救消防火灾时按照"先控制，后灭
火：救人重于救火：先重点后一般"的灭火战术原则。并派人
及时切断电源，接通消防水泵电源，组织抢救伤亡人员，隔
离消防火灾危险源和重要物资，充分利用单位的消防设施器
材进行灭火。伤员身上燃烧的衣物一时难以脱下时，可让伤
员躺在底墒滚动，或用水洒扑灭火焰，并立即送医院进行救
治。

(四)协助消防员灭火。在自救的基础上，当专业消防队到达
消防火灾现场后，消防火灾事故应急指挥小组要简要的向消
防队负责人说明消防火灾情况，并全力支持消防队员灭火，
要听从消防队的指挥，齐心协力，共同灭火。



(五)保护现场。当消防火灾发生时和扑救完毕后，指挥小组
要派人保护好现场，维护好现场秩序，等待对事故原因及责
任人的调查，同时应立即采取善后工作，及时清理，将消防
火灾造成的垃圾分类处理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从而将消防
火灾事故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

(六)消防火灾扑灭后，由安全部门协助公安消防部门，查明
消防火灾原因，调查消防火灾损失。

第六条 消防火灾事故调查处置。按照公司事故(事件)报告分
析处理制度规定，消防安全应急指挥小组在调查和审查事故
情况报告出来以后，作出有关处理决定，重新落实防范措施。
并报公司应急抢救领导小组和上级主管部门。

第七条 应急物质

常备药品：消毒用品，急救物品(绷带，无菌敷料)及各种常
用小夹板，担架，止血袋，氧气袋，灭火器等救火物资。

注意事项

1，贵重的书画文物及重要的档案资料等，一旦着火不可用水
扑救。

2，那些比重轻于水的易燃液体着货后不宜用水扑救，因为着
火的

易燃体会漂在水面上，到处流淌，反而造成火势蔓延。

3，高压电器设备失火不能用水来扑救，一是水能导电容易造
成电器设备短路烧毁。二是容易发生高压电流沿水柱传到消
防器材上，使消防人员造成伤亡。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七

大法坪试运行期开采、麻村采石场开采、尾水出口明挖均是
大方量石方开挖，爆破飞石及滚石及易造成爆破事故，为预
防事故的发生或将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本着思想
重视、制度严明的目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
应急预案：

（1）当班人员或任何人员发现爆破事故，应立即向施工队队
长报告。

（2）施工队长接到报告后，负责调派救援人员、抢险抢修人
员、车辆、抢险物质应急。并上报领导小组。

（3）指挥部协调统一指挥，对事故现场及危险区域进行警戒，
疏散人群，如有伤员，首先对伤员现场救护，再送往医院或
拨打电话120急救中心。

（4）处理危石，排除哑炮，避免事故扩大。同时修通道路，。

（5）抢修受损坏的机械设备，配件由设备部负责采购，使生
产系统尽早恢复。

（6）安监部对事故进行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并进行责任分析。

（7）做出事故调查报告并进行总结，上报领导小组。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八

触电时由于人体直接接触电源，受到一定量的电流通过人体，
致使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触电时间越长，机体的
损伤越严重。低电压电流可使心跳停止（或发生心室纤维颤
动），继之呼吸停止。高电压电流由于对中枢神经系统强力
刺激，先使呼吸停止，再随之心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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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急响应

在车间发生人员触电事故时，现场第一目击人应立即高声呼
救，并且立即切掉电源。

（二）应急联络

应急联络组立即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或999），内容如下：

一、报警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号码；

二、发生人员触电事故的准确地理位置；

三、目前现场状况及周围作业人员伤亡等情况等；

四、耐心回答“120”救护人员的询问；

五、随时与急救中心人员保持联系以及汇报情况；

一、汇报人姓名

二、发生人员触电事故的准确地理位置；



三、目前现场状况及周围作业人员伤亡等情况等；

四、是否报警情况及目前人员情况；

五、听从领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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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援组将触电者与电源隔离:脱离电源的方法，应根据现
场具体条件，果断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一般有以下几种
方法和措施：

一、如果开关或者按钮距离触电地点很近，应迅速拉开开关，
切断电源，并应准备充足照明，以便进行抢救。

二、如果开关距离触电地点很远，可用绝缘手钳或用干燥木
柄的铁锹、斧头等把电线切断。

三、当导线搭在触电人身上或者压在身下时，可用干燥的木
棍、木板或其它带有绝缘柄工具，（手握绝缘柄）迅速将电
线挑开。

四、如果人在较高处触电，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切断电源
后触电人从高处摔下。

五、如果触电人的衣服是干燥的，而且不紧缠在身上时，救
护人员可站在干燥的木板上，或用干衣服、干围巾等把自己
的手紧密的包裹起来，然后用这只手拉触电人的衣服，把他
拉离带电体。



（五）应急救护

应急救护组依据不同情况采取正确的方法为触电者进行抢救:

一、触电伤员如神智清醒者，应使其就地趟开，严密监视，
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

二、触电者如神志不清，应就地仰面趟开，确保气道通畅，
并用5秒的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以判断伤员是否
意识丧失。禁止摆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坚持就地正确抢救，
并尽快联系医院进行抢救。

三、呼吸、心跳情况判断电伤员如意识丧生，应在10秒内，
用看、听、试的方法判断伤员呼吸情况，若既无呼吸又勿动
脉搏动，可判定呼吸心跳已停止，就要同时采取人工呼吸和
胸外挤压两种方法进行抢救。

（六）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正确做法

一、在医护人员未赶到现场时，由应急救援组和应急救护组
配合对触电者进行心肺复苏及人工呼吸:

（1）确保抢救环境安全。

（2）在坚硬平（地）面上摆好仰卧体位，用压额提颏法打开
气道，并清理口腔异物。

（4）如没有呼吸，先进行人工呼吸，向气道内吹气2次。

（5）判断有无心跳（触摸大动脉），时间10秒：100一、100
二、100三、1004…..1010，后5秒注意观察循环征象。

（6）判断心跳停止，立即胸外心脏按压。胸外按压位置应位
于胸骨最下端上方3-4厘米，胸骨的正中区，其次，按压人员
应保持上身前倾，以髋关节为支点，双臂伸直，垂直向下将



胸骨下压约4-5厘米，然后放松，按压频率为每分钟100次。

（7）胸外心脏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交替进行。按压一
十、十一、12….二十、21….三十一、32…..39,吹气
一、2…连续操作4个循环后，检查一次呼吸和心跳，时间10
秒：100一、100二、100三、1004…..1010，前5秒检查呼吸，
后5秒检查脉搏和观察循环征象。

（8）抢救工作一旦开始，中途不能停止，直到伤者苏醒或急
救人员到达现场后才能停止。

一、在抢救过程中要每隔数分钟用“一看、二听、三感觉”
的方法再判断一次触电者的呼吸和脉搏情况，每次判断时间
不得超过5~7秒。

二、在医务人员未到之前，现场不得停止抢救。

三、不要随意移动触电伤员，如抢救过程中需要移动伤员，
抢救中断时间不应超过30秒。

四、将触电者送往医院应使用担架，并在其背部垫上木板，
不可让伤员身体蜷曲着进行搬运，移送途中应继续抢救。

五、无论发生哪种类型、哪种方式的触电事故首先要立即切
断电源或用绝缘体，急救者切勿直接接触伤员，防止自身触
电，影响抢救工作的进行。

六、当伤员脱离电源后，检查伤员的全身情况，特别是呼吸
和心律,发现呼吸和心律停止时，应立即实施就地抢救。

七、夜间发生触电事故时,切断电源会同时使照明失电,应考
虑切断后的临时照明,如应急灯等,以利于救护。

八、当抢救者面色好转、嘴唇逐渐红润、瞳孔缩小、心跳和



呼吸恢复正常,即表明抢救有效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九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和减少突发安全
事故的发生，并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地控制和处理，最
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结合本项目实际，制订
本触电应急救援预案。

组 长：孟春海

副组长： 周进军 张泽明

组 员：王金良、王彦宾、解超、高仓栓、李磊、郭黑记、兰
进力、赵绍丰、刘焕云、张江慧、 吴光英、张玉、冯文达、
王斌。

3.2联系电话：

办公地点：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

3.1 领导小组职责

1 负责对本单位施工的项目工程进行风险评估。按照有关规
定报请建设单位安全工程师、安全监理工程师共同对工程项
目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级别鉴定。

2 负责配置和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及时救援发生的意外安全
事故。

3 负责对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组织保障。

4 组织本单位安全检查，定期分析本单位施工安全生产中存
在的隐患，制定整改措施和方案，督促整改，负责将存在的



安全隐患和整改情况上报。

5 负责在员工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技能培训，组织应急疏散
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3.2 相关人员职责

1 组长职责：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启动。负责事故应急行动
期间各单位的运作协调，按照应急预案合理部署应急策略，
保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完成。

2 副组长职责：负责对事故现场的控制，协调应急队员的救
援工作，识别危险物质及存在的潜在危险并对事故现场进行
分析，执行有效的应急操作，保证应急行动队员的个人安全，
并负责事故后的现场清除工作。保持与组长的联络。

3 信息管理人员（由调度担任）职责：负责接收事故报警信
息，并在事故应急期间向事故应急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
负责各应急小组之间的通讯联系，设置专线电话。

4 抢险人员职责：应积极参与紧急救护工作，服从指挥人员
的指挥与调度，有救护经验的人员要及时赶到事故现场，参
加对伤员的救护，其他人员应保持现场的秩序，配合救护人
员工作，并注意保护事故现场，事后配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
调查。

5 调查人员职责：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及经济
损失等，调查情况及时上报公司。

6 维修人员职责：对发生触电事故的部位，及时隔离，设置
警戒牌，及时维修。



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心得篇十

各装置属于甲类火灾危险性装置，生产过程中原料、产品都
为具有可燃性质的液体，加工过程又多在高温下进行，因此
有发生重大火灾的可能性。

1）燃烧速度快。

2）火焰温度高，辐射热量大。

3）易发生爆炸，火势极易蔓延。

4）燃烧爆炸伴随有毒气体的扩散，容易发生人员中毒。

5）油品火灾燃烧猛烈阶段，扑救比较困难。

1）发生火灾事故后，首先要把着火具体位置和着火介质判断
准确，继而采取针对性的生产处理措施和火灾扑救措施。

2）发生一般性事故时，要努力控制影响范围，做到不蔓延、
不跑串、不超温、不超压、不爆炸。

3）单台设备着火时，在甩掉和扑灭着火设备的同时，改用和
保护备用设备，继续维持生产。

4）在大面积着火时，要迅速切断着火单元的进料、切断与周
围单元生产管线的联系、停机、停泵、拿净塔器及管线存油，
做好蒸汽掩护。

5）如果是高温介质喷出后着火，则应首先切断设备进料，安
全地转移设备内储存的物料，然后采取进一步的生产处理措
施。

6）如果是易燃介质泄漏后受热着火，则应在切断设备进料的



同时，降低高温物体表面的温度，然后在采取进一步的生产
处理措施。

7）着火后的扑救工作，要立足于岗位人员，立足于现场的便
携式、移动式消防器材，立足于在火灾初起时及时扑救。

8）灭火剂、冷却剂的选用要根据燃烧介质，着火设备的危险
程度，保护设备的重要程度而定，以提高灭火效能，保护重
要生产设备。

9）发生火灾后，要在积极扑灭初起之火同时，迅速拨打火警
电话“6119”（119、6119、7286119、6256119），向消防队
报告，以得到专业消防队伍的支援，防止火势进一步扩大和
蔓延。

10）当发生重大火灾时，应急救援小组成员要迅速赶往火灾
现场，接受和执行抢险救灾行动指令，自动履行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