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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安全生产的方针，然而无论预防工作如何周密，其事故和灾害总

是难以根本杜绝。为了避免或减少事故和灾害的损失，应付紧急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十七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应急救援预案的任务和目的  

    更好地适应法律、法规和生产活动的要求，为企业职工的工作和施工现场及周围居民提供更

好更安全的环境，保证各种应急救援物质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指导应急反映行动按计划有序的

进行，防止因应急救援反应行动组织不力或现场救援工作的无序、混乱而延误事故的应急救援，

有效的降低和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二、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一） 项目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二级应急救援组织）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二）应急指挥中心地点与公司电话的联系（公司办公室：          ）  

    项目经理:           电话：            副经理          电话  

火警：119    医疗救护：120     匪警：110      环保举报：12369  
（三）应急救援人员  

    以施工现场义务消防队员为主，根据需要增加相应的配套工种人员。  

（四）应急救援器材  

    施工现场的起重设备、机械设备、消防器材、通讯设备（手机、电话、对讲机等）、工具、

运输车辆及各类医疗急救药品、担架、绷带等。  

三、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职责  

（一）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的职责  

1 组织按照本应急预案进行实施；  

2 按本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应急演练，根据演练经验补充、修改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 在整个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当和事故现场的主管人员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掌握事故现场的

态势。  

4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  

（二）应急领导组组员的职责  

1 熟悉本预案的内容，按规定进行应急演练。  

2 当出现事故和紧急情况时，应立即向组长报告。  

3 当出现事故和紧急情况时，小组成员应参与事故的应急救援，不得借口推诿。  

四、应急预案各响应范围  

爆炸与火灾事故；高处坠落事故，物体打击事故，触电等人身伤害事故事故；设备倾覆；基坑坍

塌；食物中毒；传染病。  

五、应急准备和响应的重点控制部位  

易燃易爆液（气）体、油漆、稀料、氧气、乙炔气、可燃物体、仓库、施工现场的配电室、食堂、

现场电气焊作业、高空作业、起重设备的安装运行、深基坑和管线开挖。  

以上重点部位，施工现场应附图标识。  

六、响应、报警及联络步骤  



出现事故和紧急情况时，发现人应立即向应急小组报告，如其危害性较小且能被现场的操作

者控制在该范围内，影响预期不会扩大到社区时，在事故现场的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启动二级应急

救援反应行动按以下程序开展应急救援组织工作：  

 迅速组织二级应急救援组织的救援人员赶到出事地点，并落实分工。 （一）． 

（二） 紧急疏散事故地点和附近危险区域的人员，设置警戒线。  

（三） 切断事故点电源、气源等危险源。  

（四） 安排救援所需要照明及救援器材到位。  

（五） 尽快研究出救援方案并实施救援。  

当出现亡人事故或较严重的火情时，事故发生单位/项目部应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公司施工管理

处和总公司施工管理部，启动一级应急救援反应行动并按以下程序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组织工作：  

（一） 迅速组织应急救援人员赶到出事地点进行分工，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小组。  

（二） 总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到达现场后，应立即组成现场临时抢险救援小组，研究现场救

援方案的可行性，或另外确定更安全有效的救援方案，并实施方案。  

（三） 对事故可能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源采取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  

（四） 自身无能力救援和无能力控制事故进一步扩大时，经救援组长确定应立即向当地“119”
求救；有人员伤亡时通知“120”急救中心。  

（五） 对第一现场用拍照、摄像、书面记录等方法取证，并妥善保管有关物证。  

（六） 制定善后处理方案，并且在 24 小时内写出书面报告，报送施工管理部。事故报告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发生事故的单位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2 事故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3 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4 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5 事故的报告、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七、控制措施及要求  

（一）、塔机、施工电梯、门架倒塌事故的应急预案  

    发生塔机、施工电梯、门架倒塌（折臂）等重大事故后，按照应急救援的程序开展救援工作。

并根据事故情况、现场条件迅速制定有针对性的救援措施。通常应有以下措施：  

1 组织救援人员待命并进行救援分工，并迅速通知设备单位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2 组织救援设备和器材到位，包括：起重设备、吊索、铁丝、架料、切割设备、通讯工具、消防

设备、工具、防护用品等。  

3 救援工作首先应抢救受伤人员，但必须保证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未被埋压的伤员应先救出事

故点并立即送医院救治。救援被埋压的人员，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制订救援措施。一般应先对救

援点的不稳定物体进行支撑、固定或清除，防止伤害救援人员。然后救援人员（佩带防护用品）

进入救援部位，在起重设备的配合下，清除被埋人员上面的物体，救出被埋人员。  

4 在起重设备配合下拆除事故塔机、施工电梯、门架的物、构件，拆除过程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

技术措施并制订拆除方案。拆除工作由专业人员进行。  

5 抢救过程需要破坏事故现场的，应当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物证。  

（二）脚手架、支模架倒塌事故的应急预案  

若施工现场发生脚手架或支模架的倒塌事故，应按照事故救援的程序开展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此

类事故的特点和情况，采取以下救援措施及方法：  

1 迅速疏散事故现场的人员离开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范围，派专人警戒。查看架上架下有无受

伤人员，事故是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报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2 组织有关人员在事故地点尽快研究出救援及排险方案，在现场救援指挥小组的指挥下开展救援



”求救。 

3 对可能继续发生倒塌的部位采取拉、支、顶、垫等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4 若有人员受伤，首先应抢救容易救出的伤员，同时利用车辆送就近医院及时救治。在抢救被埋

伤员时，应在保证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救援，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采取安全、可行

的抢救方法。  

5 救援作业人员应佩带防护用品进行排险作业。排险工作应从上到下，从面到里进行。在拆除垮

塌物件过程中，设专人观察和指挥，防止拆除过程中继续发生垮塌。对危险部位应采取拉、支、

顶、垫等措施后， 

作业人员方可进入部位进行排险作业。  

6 对抢救过程中破坏了的事故现场，应先进行拍照、摄像，并做好书面记录。  

（三）基坑（土方）坍塌事故的应急救援  

    施工现场若发生基坑坍塌（含挖孔桩）事故，按照事故救援的程序开展救援工作，并根据此

类事故的特点，按以下救援方法和措施开展救援。  

1 当事故发生后，现场主要负责人及救援领导小组人员必须迅速赶到出事点并立即开展工作，同

时将事故情况报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2 迅速了解事故并判断事故性质：A、有无人员被埋；B、坍塌有无继续扩大的趋势；C、坍塌

对周边建筑物有无危害。根据情况分析立即制定救援措施和排险方案。  

3 对于无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无影响的坍塌，救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坍塌进一步发生。救援

领导小组应会同有关技术人员制订出预防措施和排险措施并组织立即实施。  

4 若因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应同时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立即扒土，抢救伤员并密切注意

伤员情况，防止二次受伤；另一方面对伤员上部土体，应及时临时采取支撑。必须对有继续坍塌

危险的部位采取清除、支撑或开挖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因二次坍塌伤及抢救者或加重事故后果，

然后采用人工加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法清除埋压物，救出被埋人员。通常，若发生此类事故，施

工现场难以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和救援设备，在此种情况下，应迅速向“119”求救。  

5 如果坍塌事故对周边建筑物的安全有危害，首先应疏散周边建筑物内的人员，在危险区域设置

警戒线，危险未解除前禁止任何闲杂人员进入警戒线内。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制订并实施防止房屋

坍塌的技术措施。如果对疏散建筑物内的居民有困难，应请辖区政府和当地派出所出面协调。在

建筑物的危险未排除前，对疏散出的居民应作出临时安顿，安抚他们的情绪。  

（四）爆炸与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公司和不在同一办公场所的公司每年组织一次防火防爆应急技术培训或应急演习，加强法制

意识和技术技能教育，提高应急管理水平。电工、电弧（割）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仓

库保管员和化学品物质作业人员应经培训并掌握相关知识规定。  

2  各项目经理部结合工程实际情况配备一定的应急人力和物力，明确联络方式，实行统一管理。  

3  项目经理部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方案）应按防火防爆要求周密考虑和落实。如施工现场

平面布置、暂设工程（临时建筑）搭设位置，施工用火用电和易爆可燃物堆放场（仓库）、易燃

废品集中点和生活区等，并满足包括工棚、临时宿舍的间距。工棚或临时宿舍的搭建及间距要符

合防火规定。  

a)  临时宿舍尽可能搭建在离开建筑物 20m 以外，并不得搭在高压架空线路下面，应和高压架

空线路保持安全距离。  

b)  工棚内顶高度一般不低于 2.5m。  

c)  每幢宿舍居住人数不宜超过 15 人，要有一个可直接出入的门，门宽不少于 1.2m，同时门必

须外开。  

d)  一切架空电线必须用固定瓷瓶绝缘，电线穿过墙壁时，必须从瓷管或硬塑料管内通过。  

e)  施工现场明火作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才可动火。  



  

g)  施工现场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防火、灭火设施和器材。如防火工具（消防桶、消防梯、铁锹、

安全钩等）；砂箱（池）；消防栓或灭火器。  

4  施工现场的油漆间、电工间、机修间等处车间仓库等可燃易爆部位必须设立禁火标志，需动

用明火作业的必须开具动火证，按级审批并落实监护措施；必须配备与防火防爆要求相适应的灭

火器材，灭火器具应放置在醒目、防晒易取的位置。各类应急抢险器材或物质应有明显标志，禁

作他用。  

5  油料、化学危险品必须设立专用仓库单独分类存放，仓库应符合消防条例安全规定，设置明

显标识，不得与其他物品混放，经常检查，发现异常及时汇报，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同时做

好有关记录。  

6  项目经理部应加强对化学品、氧气、乙炔气等物质的管理，对未能一次用完的上述物质，按

不同性质规范存放或交仓库保管，严禁随意放置。  

对动火有特殊要求的化学危险品，在使用时严格执行动火制度，应按使用说明书及操作规程规范

作业， 7  
决不轻易动火。  

8  施工现场的动火作业，必须执行动火作业分级审批规定：  

a)  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经理填写动火审请表，编写安全技术措施方案，报公司施工管理处或所

在地区公安局消防科审批后方可动火。  

b)  二级动火作业由安全员填写动火证，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报项目经理审批后方可动火。  

c)  三级动火作业由所在班组填写动火证，经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和审查后方可动火；  

9  动火等级划分  

a)  一级动火：禁火区域；油罐、油箱和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容器以及连接在一起的辅

助设备；各种受压设备；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割作业；比较密封的室内、容器内、地下室等场

所；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的场所；  

b)  二级动火：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进行临时焊割等明火作业；小型油箱等容器；

登高焊割 等明火作业。  

C)  三级动火：在非固定的无明显危险因素场所进行明火作业 。  

10  各单位应正确使用取暖设备、液化气，正确处理办公废弃易燃物。  

11  绘制疏散路线图，办公区和宿舍要在醒目位置张挂疏散标志。  

12  发生火灾、爆炸后，应采取以下自救措施：  

a）发生火灾、爆炸时，发现人应根据情况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当火灾尚未形成，应立即扑灭火

源。发生较严重的火情或已形成的火灾，发现人应立即向现场应急小组报告，一方面迅速疏散人

群并立即组织人员根据燃烧物的种类采取适应的方法积极扑救；同时迅速向“119”报火警，请

求消防队扑灭。了解火场情况的人应及时将现场被困人员及易燃易爆物品情况告诉消防人员。对

发生人员伤亡应送当地医疗部门救治。  

b) 初级火情常用的几种灭火方法  

1)  电气火灾：断电拉闸，采用干粉灭火器扑灭；  

2)  非化学品、气体火灾；采用水、干砂和泡沫、酸碱灭火器扑灭；  

3)  油料、气体及化学品火灾：采用干粉灭火器扑灭的同时用水冷却容器，防止爆炸。  

   c） 救火人员应注意自我防护，使用灭火器材救火时应站在上风位置，以防因烈火、浓烟熏

烤而受到伤害；  

   d） 火灾袭来时要迅速疏散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e）必须穿过浓烟时逃走时，应尽量用浸湿的衣物裹身体，用湿毛巾或湿布捂住口鼻，或贴近地

面爬行；  



 

g）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时，泼水降温，呼救待援。  

13  配备的应急器材：  

水、消防器材（如消火拴、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酸碱灭火器等）急救药箱，通讯设施，交

通设备。  

（五）高处坠落应急预案：  

施工中容易发生高处坠落的有以下几种情况：“四口”处坠落、临边处坠落、脚手架上坠落、悬

空作业坠落。  

    控制措施及要求：  

1  牢固树立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作业前要认真检查自己的作业段和作业面，如发现防护措施有

缺陷或隐患，必须及时解决或待排除后方可作业。  

2  要了解和掌握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规定，严格遵守本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  脚手架搭设必须编制施工方案；项目部必须对登高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并保留交底记录。  

4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悬空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使用安全带。严禁穿硬底鞋、易滑鞋

上岗作业。  

5  上下作业应走脚手架斜道或楼梯，不得攀登脚手架或翻越阳台、窗口，严禁乘坐井字架、龙

门架吊篮 和其他非载人起重机上下。． 

6  高处作业时，除正确使用安全带外，还要注意站立位置要得当、稳妥，不宜用力过猛，防止

失去平衡而坠落。  

7  用单面梯登高，上端要扎牢，下端应有防滑措施，人字梯底脚要拉牢。  

8  冬季施工时，作业前应先清除作业面上得霜冻或积雪，并采取可靠的防滑措施。  

9  不得随意拆除安全防护措施，如因作业需要临时拆除或变动时，须经施工负责人同意，并采

取可靠的防护措施，作业后必须立即复原。  

10 高处坠落容易出现骨折现象，应采取的如下应急措施：  

a) 当发生伤亡事故时，应立即抢救伤员（现场抢救或送往就近医院），并保护好事故现场，并向

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b) 发生骨折时现场抢救注意事项  

如果伤口出血时，应先止血，包扎伤口，再行骨折固定。固定骨折的上下两头，若遇关节，也要

同时固定、指（趾）应露在外面，以便仔细观察。固定时松紧要适当，如不当应重新固定，固定

后应速送医院救治。  

c) 骨折固定的材料  

1)夹板   有木制、铁制夹板，还可用伤员胸部，健肢或木棒等临时代替夹板；  

2)敷料  作垫子用:：有棉花、纱布或衣服、布、草等；绑夹板用：有三角巾、绷带、线绳、腰

带等，禁止用铁丝之类的东西。  

11 骨折的临时固定方法  

a) 前臂骨折固定(见图一)  

1) 夹板固定  伤员手握棉团，二块夹板分别放在前掌、背侧，加垫后用三角巾绑好固定，悬带

吊在胸前；  

2) 无夹板固定   伤肢吊在胸前，再用一条三角巾将上臂和悬吊的前臂一同固定有胸部。  

b)上臂骨折固定(见图二)  

1) 夹板固定  伤肢屈曲于胸前，在上臂的外侧放一块夹板，加垫后用两条带将骨折上下两端固

定。将前臂吊于胸前，再用一块三角巾将上臂固定在胸部。  

2) 无夹板固定  用一条三角巾或宽布带将上臂固定于胸侧（宽带的中央要正对骨折处），再用三



 

  

  

  

  

  

  

                                                                        

                          

 图二：上臂骨折固定                     图一：前臂骨折固定                  

)  

见图三小腿骨折固定(c)  
取长短相等的夹板（从脚跟到大腿中部）地块，放在伤腿内外侧（若仅用一块，则  夹板固定

1)   
放在外侧，）加垫后在骨折上下两端、膝下、足和大腿中部分别用布带缠紧，在外侧打结，在脚

部应 8 字形绷带固定，使脚与小腿呈直角。用伤员仰卧，将健肢移向伤肢，使两脚并列对齐，

两腿之间塞以棉花或衣服，然后 无夹板固定  2)  
 。结打紧缠布同用法上   

  



  

 

  

  

  

           

  

                                  夹板固定   

  图三：小腿骨折固定                   

  

 d) 大腿骨折固定（见图四）条布带分段固定。把一块自腋窝到足跟长的夹板放在伤肢外侧，健

肢移向伤肢并列。加垫后，用 5-7 8 字形绷带固定，使脚与小腿呈直角。脚部用 

 

  

  

  

  

  

  

   图四：大腿骨折固定                      

  

 e) 颈椎的固定板上，颈上放置薄垫，颈部两侧用沙袋或衣服等堵塞固定，防止头颈摇动或旋转。

在伤员仰卧在硬   

 搬运或运送时，应妥善牵引头部，控制颈段脊柱活动。)  

(见图五 f) 胸腰椎的固定可用一长木板或长棍棒紧贴脊柱缚扎固定。不可屈同或扭转，脊柱损伤

时，应使脊柱保持延伸的姿势，用硬板抬关送时，伤员可取仰卧位，在胸背部或腰部置放薄枕或

其他垫物，使脊柱取后伸姿势，伤员 也可俯硬板上，上胸部稍垫高，并取出衣袋中的硬性物品，

伤员应俯卧。 



 

 

  

  

  

  

                           

  

 g) 骨盆部固定 伤员仰卧于硬板担架上，两膝半屈，膝下垫衣服等，骨盆部以三角巾或宽布带

环绕包扎固定。  

 12 伤员的搬运方法有： a) 单人徒手搬运 可采用扶、抱、背、掮等方法，适用于伤势较轻或

无骨折的伤员搬运。 b) 双手徒手搬运 有椅托式、轿杠式和拉车式（见图六）。要注意：脊椎损

伤者不得用椅托或拉车式搬

动。．



 

 

  

  

  

  

  

  

  

  

  

  

  

  

  

                                 

 多人徒手搬运 c)  
对胸腰段脊柱损伤者，可采用三人搬运法。即三人并排蹲在或单膝跪在伤员的同侧，然后用手分

别托住伤员的头、肩、胸背部、臀部和下肢，在使伤员保持平卧姿势下抬起伤员，三人步调一致

地向人循伤员躯体的纵轴轻轻将伤员平移于担架上（图八）。对颈椎损伤者，2-3 前进（见图七）。



使头部与身体成直线而不能伸屈或旋转（图 应由 3 4人搬运，

其中 九）。 

 

 



 

  

  

  

  

  

  

  

  

                             图七：三人搬运法 

 
  

  

  

  

  

  

  

  

  图九：颈椎损伤的正确搬运方法              

 d) 担架搬运将伤员抬起，轻轻地放在担架上，用衣服、被子、草等东西，把空隙处垫好，以免

摇荡。抬担架行进时，伤员的头部要向后，以便于在持面抬担架的人随时观察伤员情况的变化。

上坡时前面的人要 抬高，以使担架保持平衡。． 

e) 搬运伤员的注意事项：  

1) 对有骨折的伤员，原则上在未固定前不要随便搬运，以免因搬运不当而加重损伤。  

2）通常在搬动时更应特别注意，要固定损伤部位，并避免脊柱屈曲和扭转。不可采用一人抱一

人抬腿，或使伤员屈身仰卧于雨布或被单上搬运等错误方法，以免造成脊髓损伤，使伤员肢体瘫

痪。  

13 配备应急的器材  

担架、简易担架可用门板、长木棍、钢管、绳子、梯子、长板凳等制成。 夹板、棉花、纱布、

绷带、线绳、腰带。  

（六）物体打击应急预案：  

施工现场物体打击行成原因：人为操作不顺、施工现场无防护或防护不严密、不到位、无个人防

护用品或个人防护用品不全，使用不正确、起重作业过程中的物体坠落。  

1  学习、了解施工现场个人防护常识及措施，掌握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方法。进入施工现



2  对各类手持机具，使用前必须认真检查，如有裂纹、损伤、连接松动等缺陷，必须及时修复

或更换。  

3  作业前，应对周围的操作环境进行观察，检查操作面上方、周围的防护设施是否齐全、牢靠。  

4  在进行安装、拆卸作业时，要设禁区标志、派专人负责监督，严禁无关人员逗留或穿行。  

5  施工作业场所如有可能坠落的物件，先行拆除或加以固定。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袋。拆卸下

来的物料、废料或余料应及时清理运走，不得任意堆放或向下丢弃。传递件禁止抛掷。  

6  作业中，如发现有异响、落物或其他险情，应及时避到安全地带。  

7 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后，根据人员受伤严重程度不同进行救护，对需要送医院救护的，在进行现

场临时救护后送当地医疗部门救治。  

因物体打击，出现出血现象，应采取如下措施：   

a) 出血的种类  

由于受伤血管的性质不同，出血可分为三种:  

1) 动脉出血。血色鲜红，出血时像小喷泉一样喷出，时间稍久，就有生命危险。  

2) 静脉出血。血色暗红，出血时慢慢流出，时间久了也有危险；  

3) 毛细血管出血。血色鲜红，出血时血液从整个伤面渗出，常可自动凝固。  

b) 进行止血  

止血方法一般有四种，即加压包扎止血法，指压止血法、堵塞止血法和止血带止血法。  

1) 加压包扎止血法。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毛巾、布料折成比伤口稍大的垫子盖住伤口，然后用三

角布或绷带加压包扎，就可达到止血的目的。  

2) 指压止血法。用手指或掌、拳把出血的血管上部（近心的一头）用力压向其下面的骨头，阻

断血液来源，达到临时止血的目的。全身常用的动脉指压点有：  

Ⅰ、头面部出血指压点（图十）：颞浅动脉、面动脉；  

Ⅱ、上肢出血指压点（图十一）：锁骨下动脉、腋动脉、肱动脉；  

Ⅲ 、下肢出血指压点：股动脉压迫点（图十二）：  

 

  

  



  

  

  

      

             

  

  

 

  

  

  

  

  

  

  



  

  

  

  

  

  

  

        

                    

   

  

肩填塞止血法。把消过毒的棉花或纱布填塞在伤口内，再用加压法包扎，此法适用于腋窝、3)  
 部、大腿部伤口的止血。止血带止血法。止血带止血适用于大血管出血，尤其是动脉出血，当

采用加压包扎止血不能在 2)  

效地止住出血时可用此法（见图十三）。常用橡皮管作止血带，也可用绷带、三角巾、布带等 代

替绞紧止血法（见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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