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精选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怎样写方案才更能起到
其作用呢？方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
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一

一、及时补充水分但应少喝饮料。果汁、可乐、雪碧、汽水
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
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因此，夏季应多喝白开水或淡盐
(糖)开水。

二、口渴后不宜狂饮。劳动和运动大量出汗后，不宜大量饮
用白水，应适当补充些淡盐(糖)水，因为大量出汗后使人体
内盐分丢失过多，如不及时补充盐分，则使体内水、盐比例
严重失调，导致代谢紊乱。

四、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易积蕴湿热，而
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发生疮痈肿毒的病因，若大量饮酒，
更会助热生湿，无异于火上浇油。致醒来后周身不舒服而更
加困倦。

五、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
大，应适当吃鸡、鸭、瘦肉、鱼类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
体的代谢需要。

六、午睡时间不宜长。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
脑内血流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过程，导致醒来后周身不舒服
而更加困倦。

七、忌受热后“快速冷却”。炎夏，人们外出或劳动归来，
喜欢不是开足电扇，就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毛



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
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

八、空调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
度为宜，既使天气再热，空调室内温度也不宜到24度以下。

九、不宜佩戴金属首饰。金属装饰品中的某些金属沾上汗水，
佩戴时，所接触到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微红或瘙痒等症状，容
易引发接触性皮炎。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二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送清凉、送安全、送健康”

要求厂工会在用好公司工会下拨“夏送清凉”专项资金的同
时，要积极为广大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要购买
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食品、饮品和药品，深入生产现场进
行走访慰问，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凉、送安全、送健
康”活动;要重视生产一线女职工的身心健康，高度关心一线
职工生活与健康，做细做好协作队伍的“夏送清凉”工作。

1、加大宣传。由工会组织对夏季防暑降温、中暑救防等知识
进行广泛宣传，积极做好暑期防病知识宣传工作，力争做
到“清凉”与“健康”同送。

2、后勤服务部要加大食堂食品卫生、防疫检查，严格把控食
品流入关，防止员工发生食物中毒现象，确保员工身体健康。



3、后勤服务部协调食堂每天为职工免费提供绿豆汤。

4、由团委组织成立“送清凉青年志愿者”队伍，开展对高温、
露天作业和重体力劳动工种的员工送西瓜活动，体现企业对
一线员工的关怀。

5、由机关党支部组织成立“先锋党员送清凉活动”队伍，每
天给一线职工送绿豆汤，每次的地点不同，每个点、单位送
到即结束。

6、由工会组织购买防暑降温物品(藿香正气水、板蓝根、菊
花、冰糖、王老吉等)，对一线职工开展一次慰问活动，及时
发放慰问品。

7、由安健环部牵头组织各部门安全员、生产部门主管、班组
长协会成员、团委、工会干部，深入生产一线，督促抓好各
项安全措施的落实，要大力开展员工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教
育广大员工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发动广大员工坚
决消除安全隐患，防止重大火灾、生产操作、环境污染和公
共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增强广大员工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安全生产工作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8、各分工会及时组织人员学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并进行监督检查。由工
会干部、安全员组成防暑降温检查组，督促各工作单位、部
门落实好女职工特殊保护措施，按照国家规定落实好一线员
工防暑降温政策。

9、由后勤服务部牵头认真做好生产区、生活区的卫生防疫检
查工作，重点检查职工食堂、宿舍及厕所的卫生状况，督促
相关部门和人员做好职工食堂、宿舍及厕所的清洁、消毒、
灭蝇工作，防止病菌传播情况发生;要对既有职工洗浴设施进
行维护检修，保证正常使用，要想方设法改善员工洗浴条件。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三

今年夏季将迎来一个持久的炎夏，为保障广大干部职工的健
康和安全，各单位务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抓好今
年盛夏季节的劳动保护、防暑降温工作。

一、总体要求：

1、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干部职工自我保护意
识。

各单位领导要重视防暑降温工作，早作准备，强化宣传;多层
次、多渠道地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教育，重点加强对农民工
的劳动安全卫生培训教育;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提高职工劳
动保护的意识，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防止中暑现象和其他疾
病的发生;自觉做到遵章守纪，杜绝违章作业，确保各项工作
正常开展。

2、增强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网络，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各单位要从关心干部职工健康、为干部职工办实事的角度出
发，紧密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计划，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抓早、抓紧、抓好夏季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各
基层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加强指导与监督，切实帮助基层解
决实际问题。相关职能科室密切配合，深入一线，层层落实，
抓好防暑降温工作的.各个环节。

二、具体措施：

1、切实改善工作、休息环境。各单位要及时组织力量对生产
车间、工间休息室、更衣室及民工宿舍等重点部位通风降温
设施进行检查、维修、添置并加强日常管理。

2、妥善做好高温季节劳动力的调配和安排工作。要充分做好



一线劳动力的配备工作，特别是认真抓好露天作业、特殊工
种人员的体检工作，对不适应高温作业、体弱多病的人员进
行适当调整。同时，结合本单位、本岗位的实际，合理安排
职工的工作时间，特别是适当调整高温天气下的作业时间，
避开烈日高温时段，注意劳逸结合，严格控制加班加点，避
免超时劳动。各单位可从二、三线中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一
支突击队，以备突发事情，确保第一线生产的正常运行。

3、认真抓好高温季节饮食卫生工作和防暑降温饮料、医药用
品供应。各单位要特别重视夏季食堂卫生工作，对食堂环境
和食物定期检查，餐具及时消毒，杜绝食品中毒现象发生;适
当改善职工就餐质量，增强体质。同时，继续抓好高温期间
清凉饮料的供应，安排好人员和车辆。

4、在高温天气期间，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为全体职工
提供防暑降温所需的劳保用品，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5、做好劳动保护、防暑降温工作，积极做好夏季防中暑知识
的宣传，为一线班组及员工提供防中暑饮品、柑桔汤、茶水、
人丹、藿香正气水降温措施，以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

6、重点加强对环境卫生、饮水点、职工休息场所卫生的监督
检查，从源头上把关，喷洒消毒剂，杜绝夏季蚊蝇孳生;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

为确保今年防暑降温工作落到实处，希望各单位根据工作实
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督促，并及时反
馈高温期间的防暑降温工作。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四

1



夏季施工气候炎热，建筑工人普遍在露天和高处作业，劳动
强度大，时间长，随时都有发生中暑事故的可能。因此，是
保护职工身体健康，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预防中暑事故基本安全要求

采取综合的措施，切实预防中暑事故的发生，从技术、保健、
组织等多方面去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组织措施

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领导，在入暑以前，制订防暑降温计划
和落实具体措施。

1.1要加强对全体职工防暑降温知识教育，增加自防中暑和工
伤事故的能力。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1.2应根据本地气温情况，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利用早晨、傍
晚气温较低时工作，延长休息时间等办法，减少阳光辐射热，
以防中暑。还可根据施工工艺合理调整劳动组织，缩短一次
性作业时间，增加施工过程中的轮换休息。

1.3贯彻《劳动法》，控制加班加点，加强工人集体宿舍管
理;切实做到劳逸结合，保证工人吃好、睡好、休息好。

2.技术措施

2.1进行技术革新，改革工艺和设备，尽量采用机械化、自动
化，减轻建筑业劳动强度。

2.2在工人较集中的露天作业施工现场中设置休息室，室内通
风良好，室温不超过30℃;工地露天作业较为固定时，也可采
用活动幕布或凉棚，减少阳光辐射。

2.3在车间内操作时，应尽量利用自然通风天窗排气，侧窗进



气，也可采用机械通风措施，向高温作业点输送凉风，或抽
走热风，降低车间气温。

3.卫生保健措施

3.1入暑前组织医务人员对从事高温和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凡患持久性高血压、贫血、肺气肿、肾脏病、
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者，一般不宜从事高温和高
处作业工作。

3.2对露天和高温作业者，应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
料;供给含盐浓度0.1~0.3%的清凉饮料。暑期还可供约工人绿
豆汤、茶水，但切忌暴饮，每次最好不超过300毫升。

3.3加强个人防护。一般宜选用浅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颜色
越浅阻率越大。对辐射强度大的工种应供给白色工作服，并
根据作业需要配戴好各种防护用具。露天作业应戴白色安全
帽，防止阳光曝晒。

二、发生中暑的表现及其应急预案

1.中暑症状的表现

1.1先兆中暑。其症状为：在高温环境中劳动一段时间后，出
现大量流汗、口渴、身感到无力、注意力不能集中，动作不
能协调等症状，一般情况此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但不会
超过37.5°。

1.2轻症中暑。其症状为：除有先兆中暑外，还可能出现头晕
乏力、面色潮红、胸闷气短、皮肤灼热而干燥，还有可能出
现呼吸循环系统衰竭的早期症状，如面色苍白、恶心、呕吐、
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而快、体温上升至38.5°以上。此时如
不及时救护，就会发生热晕厥或热虚脱。



1.3重症中暑。一般是因为未及时适当处理出现的轻症中
暑(病人)，导致病情继续严重恶化，随着出现昏迷、痉挛或
手脚抽搐。稍作观察会发现，此时中暑病人皮肤往往干燥无
汗，体温升至40°以上，若不赶紧抢救，很可能危及生命安
全。

2.发生中暑事故的应急预案

2.2对重症中暑者，除按上述条件施救外，还应对病人进行严
密观察，并动用工地的交通工具或拦截出租车及时将病人送
往就近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治疗。

为了保证本工程的顺利施工，确保在施工中出现紧急情况时，
应急救援工作能迅速有效，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职工生命、
财产安全，根据本工程特点，特制定本预案。

一、本预案是针对施工中各种不同的紧急情况所制定的，保
证各种应急资源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而且可以指导应急行动
按计划有序进行，防止因行动不力或现场救援工作的混乱而
延误事故应急，从而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施工中的紧
急情况是指具有突发性，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多人员伤亡、较
大经济损失的各类建筑工伤事故。

二、成立施工紧急情况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
指挥、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总指挥由项目经理负责落实，若
总指挥外出，由项目执行经理担任副总指挥给予落实，当副
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由现场技术负责人进行落实。实施救
援工作的展开，具体人员安排详见应急预案组织机构。

三、当在工程及建筑施工中发生高温的各种紧急症状情况时，
接到紧急情况报告后，应立即启动本预案。在第一时间分别
向公司应急救援指挥中心、“120”救护中心求助，并向市安
全生产监督局、总工会等相关部门通报情况。紧急情况发生
后，还应不间断的向有关领导、部门反馈后续情况。



四、在施工中紧急情况发生后，项目部即视情况成立救援现
场指挥部，由项目经理担任事故现场总指挥，并成立以下领
导小组：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及成员

应急总指挥：

小组名称：

组长：

成员：

防暑降温保障小组：

信息联络小组：

安全保障(警戒)小组：

现场医疗救护小组：

后勤保障小组：

1、

防暑降温保障小组

夏季施工过程中，因建筑行业在作业时，露天作业环境较多;
人员作业分布区域复杂、多变;劳动强度大等方面的影响，给
建筑工程在夏季施工来了诸多不便。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与生命、财产安全，为作业人员营造一个有保障、舒适的
环境，在作业人员发生高温不良反应时，由组长立即组织该
组成员，对事故人员进行转移、与控制，防止周边施工作业
现场事故人员的增加。使应急行动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提高



行动的效率。以免造成巨大的事故损失。

2、信息联络小组

由组长负责了解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及紧急情况影响范
围，每天组织收集天气温度状况，然后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并对已采取的措施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及有关
部门的联络。

3、安全保障(警戒)小组

对撤离区和安置区内的治安工作，由安全员担任组长并组织
队员负责对险情发展状况进行监控，防止影响施工工期，并
对各班组人员加强安全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且组织
现场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以
预防恶性事故的发生以及一旦发生事故时如何将事故影响控
制在最小范围。

4、现场医疗救护小组

当事故发生时，由组长组织组员对伤员进行现场分类和急救
处理，负责在第一时间对伤员实施有效救护;并及时向医院转
送。救护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进入事故发生区抢救伤员;指导
危害区内人员进行自救、互救活动;集中、清点、输送、收治
伤员。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制定应急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5、后勤保障小组

由组长负责组织调集抢险人员、物资设备，督促检查各项抢
险救灾措施落实到位。

五、在施工中紧急情况发生后，救援现场指挥部根据具体情
况，可就近从附近建筑工地调集救援队伍、人员、物资设备。
同时专业救援队伍、物资设备从应急预备救援队伍中调集。



六、各类紧急情况发生后，需调集的主要专业救援队伍、应
急救援物资。主要物资及人员职责安排如下：

1、人员、物资准备：

项目部物资的购置由材料员负责，主要药品及医疗救护器具
如下：

(1)、药品：感冒药、发烧药、腹泻药、消炎药等治疗药品及
仁丹、十滴水、正气水、菊花茶、降火凉茶、绿色保健食品
等。

(2)、救护器具：单架、救护汽车、小型氧气瓶、听筒、病床、
毛巾、药用药箱、冷冻柜(冰块)等。

七、施救方法：

1、轻度患者

现场作业人员出现头昏、乏力、目炫现象时，作业人员应立
即停止作业，防止出现二次事故，其他周边作业人员应将症
状人员安排到阴凉、通风良好的区域休息，供应其凉水、湿
毛巾等。并通知项目部医疗救护人员进行观察、诊治。

为贯彻落实教育局有关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精神，确保我校
广大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学校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本着
“防范重于泰山”的思想，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以下防暑
降温的应急方案。

一、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防暑降温工作领导小组。

2、认真组织学习关于防暑降温的有关文件，及时通报情况，
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



二、各部门职责

(一)政教处、教务处

(1)做好高温期间的值班安排。

(2)如果出现高温天气需要临时停课的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各班
主任。

(3)做好高温天气因停电，停课时学生的活动安排。

(4)在高温期间做好防暑降温、安全等知识的教育工作。

(二)总务处

(1)在高温来临之前，组织人员对学校所有降温设施进行检查，
如有损坏及时报修，确保在高温季节正常使用，并将情况及
时通报各部门。

(2)做好防暑降温的细致工作(购买防暑降温的必要物品，如
绿豆)。

(3)做好学校用电、用水(饮用水)、冰块等防暑降温必要物品
保障工作。

(三)班主任

(1)各班主任要管理好班级的饮用水，确保学生饮用水的质量。

(2)班级的地面要及时洒水，学生要准备一条干净的毛巾，必
要时用水浸湿伏在头上或颈上。

(3)在炎热时一定要勤观察学生的身体反映情况。

三、其它工作



防暑降温是一项全面性工作，全校各部门要相互配合，相互
支持，随叫随到。各部门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结合防暑降
温工作和本岗位的实际情况，对职责范围工作进行一次检查，
随时听候学校防暑降温领导小组的调遣，共同努力，通力协
作，把今年的防暑降温工作做好。

四、具体措施

一是做好防暑宣传。利用校园广播、主题班会等多种宣传形
式向学生宣传防暑降温常识，教育学生积极应对高温天气。
积极引导师生在高温天气里保持平和心态，团结和谐，稳定
学习工作。

二是加强饮食安全管理。学校加强小卖部卫生检查，必须进
行消毒，必须打开门窗，保证通风。保障学生饮水卫生，防
止感染胃肠道疾病。

三是减少学生户外运动。取消课间操、体育课等剧烈活动，
避免学生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剧烈运动。

四是保证学生充分休息。加强值班力度，维护安全、安定的
休息环境，保证学生的精神状态。

一、中暑

因身体过度受热，使体温调节功能发生障碍而引起的一种急
性疾病。

二、中暑的主要症状

2.1中暑多发生在夏季高温环境，如通风不良的高温车间、露
天作业现场等。

2.2中暑初期表现为头痛、头晕、疲乏、无力、口渴等，随后



出现体温显著升高，脉搏快速，面红、恶心、呕吐等。严重
时可出现昏迷、呼吸急促等，最后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2.3如伴有因大量出汗所致的氯化纳丢失，可出现全身肌肉痉
挛，最常见的为小腿抽筋。

三、中暑的预防

3.1合理处理热源。改革工艺，减少热源，将强热源移出车间
或安放在下风口。采取隔热措施，将热源分开。

3.2加强通风降温。自然通风，根据单位的情况，使热空气自
然流出，冷空气自然吹入。机械通风，采用风机，冷却处理，
电风扇、空调等进行通风高温。

3.3加强个人防护。根据作业环境特点，采用适当的防护用品
和防护措施。

3.4适当饮用含盐清凉饮料，以补充氯化纳和水分。

3.5如果在阳光下作业，可适当避开中午强烈的日光。

四、中暑的现场救护

4.1轻度中暑的'救护：如果因热而感到头痛、乏力、口渴等
时，应自行离开高温环境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适当休息，并饮
用冷盐开水，冷水洗脸或吹电风扇等。

4.2中度中暑的救护：立即将其移到阴凉通风处平卧，解开衣
服，用冷毛巾敷头部，冷水擦身体，吹电风扇等方法降温。

4.3严重中暑的救护：如果是严重中暑，就要用冷水冲淋或在
头、颈、腋下、大腿放置冰袋等迅速降温。

4.4如果中暑者能饮水。则让他喝冷盐水或其他清凉饮料，以



补充水分和盐分。

4.5对病情较重者，应迅速转送医院作进一步的治疗。

幼儿园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五

进入盛夏季节，日照强度高，高温天气持续，为切实做好夏
季施工现场防暑降温工作，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不断
地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其他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特制定本方案。

在现场施工中偶尔发生中暑事件，重者可当场死亡，轻者如
不及时抢救也危及生命，因此，如发生相应伤害应在第一时
间内及时处理，以尽可能降低对人体的危害，为后期抢救赢
得时间。

成立应急小组，组长由项目经理担任，组员由本项目相关人
员组成。办公室设在现场会议室。经常开展宣传预防工作。

一、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二、发生高温中暑紧急症状情况时，我部接到紧急情况报告
后，应立即启动本方案。在第一时间分别向项目部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120”救护中心求助，并向市安全生产监督局、
总工会等相关部门通报情况。紧急情况发生后，还应不间断
的向有关领导、部门反馈后续情况。

三、在施工中紧急情况发生后，项目部即视情况成立救援现



场指挥部，由邓康林担任事故现场总指挥，负责现场处理协
调。

1、防暑降温保障小组。夏季施工过程中，露天作业环境较多；
人员作业分布区域复杂、多变；劳动强度大等方面的影响，
给夏季施工来了诸多不便。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生命、
财产安全，为作业人员营造一个有保障、舒适的环境，在作
业人员发生高温不良反应时，由组长邓康林立即组织该组成
员，对事故人员进行转移、与控制，防止周边施工作业现场
事故人员的增加。使应急行动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提高行动
的效率，以免造成巨大的事故损失。

2、信息联络。由任志远负责了解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及
紧急情况影响范围，每天组织收集天气温度状况，然后采取
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对已采取的措施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
向上级报告及有关部门的联络。

3、安全保障（警戒）。对撤离区和安置区内的治安工作，由
安全员周跃华担对险情发展状况进行监控，防止影响施工工
期，并对各班组人员加强安全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
且组织现场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
患，以预防恶性事故的发生以及一旦发生事故时如何将事故
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4、现场医疗救护小组。当事故发生时，由任志远组织对伤员
进行现场分类和急救处理，负责在第一时间对伤员实施有效
救护；并及时向医院转送。救护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进入事
故发生区抢救伤员；指导危害区内人员进行自救、互救活动；
集中、清点、输送、收治伤员。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制定应
急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5、后勤保障小组。由王瑾组织调集抢险人员、物资设备，督
促检查各项抢险救灾措施落实到位。



五、在施工中紧急情况发生后，救援现场指挥部根据具体情
况，可就近从附近建筑工地调集救援队伍、人员、物资设备。
同时专业救援队伍、物资设备从应急预备救援队伍中调集。

六、各类紧急情况发生后，需调集的主要专业救援队伍、应
急救援物资。主要物资及人员职责安排如下：

1、人员、物资准备：

项目部物资的购置由王瑾负责，主要药品及医疗救护器具如
下：

（1）药品：感冒药、发烧药、腹泻药、消炎药等治疗药品及
仁丹、十滴水、正气水、菊花茶、降火凉茶、绿色保健食品
等。

（2）救护器具：单架、救护汽车、小型氧气瓶、听筒、病床、
毛巾、医用药箱、冷冻柜（冰块）等。

（3）项目部内部设置医疗室、配置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
持证上岗的专职医疗救护人员。

七、施救方法：

1、轻度患者现场作业人员出现头昏、乏力、目炫现象时，作
业人员应立即停止作业，防止出现二次事故，其他周边作业
人员应将症状人员安排到阴凉、通风良好的区域休息，供应
其凉水、湿毛巾等，并通知项目部医疗救护人员进行观察、
诊治。

2、严重患者（昏倒、休克、身体严重缺水等）当作业现场出
现中暑人员时，作业周边人员应立即通知项目部，并及时将
事故人员转移至阴凉通风区域，观察其症状，以便于医疗人
员来临时掌握第一手医治资料。立即组织救护人员亲临现场



对事故人员进行救治。症状严重者，在项目部医疗设备无法
救治的情况下，应第一时间转移到最近的医院进行观察、治
疗，并上报公司。

八、预防及善后处理工作：

1、根据事故“四不放过”原则，认真做好事故的调查处理工
作，采取针对性强的防范措施，加强对各班组的宣传、教育，
使每人都掌握夏季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做到每人都懂得
保护自己；懂得救护他人。总结经验教训，杜绝同类事件的
再次发生。

具体防范措施如下：

（1）由信息小组在施工现场设置温度计，并对每天的天气情
况进行收集、处理，然后上报项目部防暑减温保障小组，依
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2）当室外气温高于39℃时，项目部应对各班组进行施工降
温专项安全交底，令其各班组停止现场施工作业。

（3）后勤保障小组，应能随时保证作业人员现场的饮水、紧
急药品。

（4）由防暑降温应急救援机构依具当年的气温情况制定出一
套合理、有效的“人员作息时间表”避开每天气温的最高时间
（13：00～14：00）段进行施工作业。经项目部讨论，特制
定本项目部夏季施工作息时间表，具体如下：

上午：7：00～11：00（四个小时）

下午：14：00～18：00（四个小时）

（5）对项目部各班组进行安全教育，增强作业人员对各种情



况的应紧处理能力。加强对夏季施工安全宣传工作，使每人
都了解、掌握防暑减温的安全小常识，提高作业人员在实践
中的应变能力与处理能力等。

九、应急恢复、重新进入

当应急恢复后，重新进入之前必须对危险区进行评价，并且
应对事故进行分析，待危险区已确定安全时方可进入现场，
继续操作。

十、应急演练

应急预案和应急计划确立后，经过有效的培训，项目部夏季
到来前进行大型救援演练一次。每次演练结束，及时作出总
结，对存有一定差距的，在日后的工作中加以提高。

十一、应急领导小组成员通讯录

十二、报警通讯方式与附近医院地图

1、医疗：120

2、公安：110

3、浦口中心医院

4、市政救援指挥中心

5、附近医院地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