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平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内 容 提 要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应急管理概论事故应急管理概论

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应急救援预案编制

事故应急救援响应行动事故应急救援响应行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与评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与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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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中石油川东气矿“12.23〞特大井喷事故

导致243人死亡，20000多人受伤；10多万人紧急疏散，
6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近9262万元。

一、典型事故与教训分析一、典型事故与教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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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3日２时５2分，地处重庆市开县高桥镇小阳村境内的中石
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１６Ｈ井钻至4049.68m时,因需更
换钻具,经过35分钟的泥浆循环后,开始起钻

12时，起钻至井深1948.84m，此时,因顶驱滑轨偏移,致使挂卡困难,于
是停止起钻,开始检修顶驱。16时20分检修顶驱完毕,继续起钻。

21时55分,起钻至井深209.31m时,录井员发现录井仪显示泥浆密度、电
导出口温度、烃类组分出现异常，泥浆总体积上涨，溢流1.1m3。录井
员随即向司钻报揭发生了井涌。

司钻接到报告后，立即发出井喷警报，并停止起钻，下放钻具，准备抢
接顶驱关旋塞。

21时57分，当钻具下放10余米时，大量泥浆强烈喷出井外，将转盘的两
块大方瓦冲出，致使钻具无支撑点而无法对接，抢接关旋塞未成功。

21时59分，采取关球形和半闭防喷器的措施，但喷势未减，顶驱下部起
火，作业人员使用灭火器灭火，但粉末喷不到着火部位而失败，随后关
闭防喷器，将钻杆压扁，随后的一系列压井措施不当，未能及时控制井
喷，导致大量硫化氢泄漏……

事故经过事故经过



设计不符合标准要求，审查把关不严设计不符合标准要求，审查把关不严

— — 钻井地质设计未按钻井地质设计未按??含硫油气钻井法含硫油气钻井法??、、??钻井井控平安规程钻井井控平安规程??等有关行业等有关行业
标准，在设计书上未标明井场周围标准，在设计书上未标明井场周围2km2km以内的居民住宅、学校、厂矿等以内的居民住宅、学校、厂矿等

— — 有关人员在审查、批准钻井地质设计时把关不严有关人员在审查、批准钻井地质设计时把关不严

现场违章作业，违章指挥现场违章作业，违章指挥

— — 在起钻前，钻井液循环时间严重不够；在起钻前，钻井液循环时间严重不够；

— — 在起钻过程中，违章操作，钻井液灌注不符合规定在起钻过程中，违章操作，钻井液灌注不符合规定,,且在长时间检修顶驱且在长时间检修顶驱
后后,,没有下钻充分循环没有下钻充分循环,,排出气浸泥浆就直接起钻；排出气浸泥浆就直接起钻；

——违章卸掉回压阀，井队负责人和钻井工程监督发现后未及时制止违章卸掉回压阀，井队负责人和钻井工程监督发现后未及时制止

平安生产责任制不落实，监督检查不到位平安生产责任制不落实，监督检查不到位

— — 未配备专职平安管理人员，未向井队派出井控技术监督；钻井工程监督未配备专职平安管理人员，未向井队派出井控技术监督；钻井工程监督
人员未切实履行平安监督职责人员未切实履行平安监督职责

— — 对川钻对川钻1212队落实井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情况监督检查不力；队落实井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情况监督检查不力；

中石油中石油“12.23“12.23〞事故应急救援教训分析〞事故应急救援教训分析

v事故预防



— 没有安排专人观察泥浆罐入量和出口变化

— 录井队负责人不按规定接班，对异常情况不掌握。

— 未能及时发现溢流征兆;

v事故预警



üü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üü — — 起钻前，未组织制定防硫化氢中毒事故应急预案起钻前，未组织制定防硫化氢中毒事故应急预案

üü — — 未按规定进行防喷演习未按规定进行防喷演习

üü 公众教育公众教育

üü — — 未对周边群众进行必要的平安知识宣传未对周边群众进行必要的平安知识宣传

üü 应急装备与物资应急装备与物资

üü — — 有关人员违章卸掉钻柱上的回压阀，致使井喷时钻具内无法控制，有关人员违章卸掉钻柱上的回压阀，致使井喷时钻具内无法控制，
使井喷演变为井喷失控使井喷演变为井喷失控;;

üü 企业管理及事故应急人员培训企业管理及事故应急人员培训

üü — — 培训工作缺乏实效性，职工操作技能差，技术素质低培训工作缺乏实效性，职工操作技能差，技术素质低

üü — — 对含硫高产天然气井风险认识缺乏，未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对含硫高产天然气井风险认识缺乏，未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事故应急准备工作



报警报警

— — 录井员严重失职，没有及时发现罐注泥浆量缺乏的异常情况，录井员严重失职，没有及时发现罐注泥浆量缺乏的异常情况，
且发现后没有通知钻井人员，也不向值班领导汇报；且发现后没有通知钻井人员，也不向值班领导汇报；

— — 事故发生后，四川局未及时报告中石油集团；事故发生后，四川局未及时报告中石油集团；

危害监测与评价危害监测与评价

— — 对硫化氢危害认识缺乏，抢险指令不明确对硫化氢危害认识缺乏，抢险指令不明确

——未按规定安排专人在平安防护下监视井口喷势，未按规定安排专人在平安防护下监视井口喷势，

危险事态的控制危险事态的控制

— — 没有及时采取放喷管线点火措施。没有及时采取放喷管线点火措施。

疏散撤离疏散撤离

— — 未及时通知周边群众撤离未及时通知周边群众撤离

   事故应急响应行动



案例案例22：西安煤气公司煤气贮罐爆炸事故：西安煤气公司煤气贮罐爆炸事故

(1998.3.5)(1998.3.5)

11号大球形罐

底部泄漏
紧急处置 119

中毒、爆炸
二、三、四次

爆炸……

1515时时0505分分

400m3,20atm
30多条棉被包堵球阀，

水枪冲击稀释

1919时时0505分分

1616时时5050分分

  死亡死亡1111人，伤人，伤3333人人

 3 3公里范围疏散公里范围疏散

 5 5公里范围交通管制公里范围交通管制



事故现场

东西

北

南

A

C

B

3057厂

日用化工厂

风向

气罐车

焦化厂

加油站

居民区

居民区

大寨村

事故现场环境示意图事故现场环境示意图

1000m3

球罐



— — 缺少有效的救援措施和疏散程序缺少有效的救援措施和疏散程序

— — 未配备防毒面具未配备防毒面具

— — 无危险气体监测仪无危险气体监测仪

— — 设计布局存在严重隐患：爆炸中心周围是密设计布局存在严重隐患：爆炸中心周围是密

集的工厂和生活区。集的工厂和生活区。

事故教训事故教训



案例案例33：：  珠海珠海“6.16“6.16〞特大火灾和厂房倒塌事故〞特大火灾和厂房倒塌事故

(1994.6.16)(1994.6.16)

一楼棉仓安

装自动喷淋

灭火系统

冲击钻钻孔装角

码，手拉夹在棉

堆缝中的电线

119 火势根本控制

A厂房西半部

倒塌……

1616时时3030分前山新裕染织厂分前山新裕染织厂

起火后现场人员不会灭

火器，火势迅速蔓延

44时时1010分分

1616时时4545分分

  死亡死亡9393人，伤人，伤156156人人

  直接损失直接损失95159515万元万元

厂内无消火栓，

3公里外取水

33时左右时左右

现场清理，500多

名工人进入现场

楼内清理火种

留一个消防中

队，4台灭火车

棉包有阴燃



üü 设计过程存在的严重隐患设计过程存在的严重隐患

üü   —   — 未执行未执行““三同时〞规定擅自投产三同时〞规定擅自投产

üü   —   — 未开展消防演练未开展消防演练

üü 厂房内易燃物与氧气瓶混放厂房内易燃物与氧气瓶混放

üü 施工人员无证上岗施工人员无证上岗

üü AA厂房一楼安装消防水管时，将带驳口的电源线搭在棉包上，厂房一楼安装消防水管时，将带驳口的电源线搭在棉包上，

拉扯电线时将驳口拉断，使电线短路起火。拉扯电线时将驳口拉断，使电线短路起火。

事故救援工作教训事故救援工作教训

vv 事故预防事故预防



üü 缺乏有效的政府和企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缺乏有效的政府和企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üü 应急资源：应急资源：  无消防水源，消防根底设施不配套。珠海市消无消防水源，消防根底设施不配套。珠海市消

防人员缺乏，消防装备落后防人员缺乏，消防装备落后

üü 人员培训：工人不会用灭火器，现场指挥经验缺乏人员培训：工人不会用灭火器，现场指挥经验缺乏    

vv 事故应急准备事故应急准备



üü 缺乏对棉包阴燃的有效处置措施缺乏对棉包阴燃的有效处置措施

üü 就近无水源就近无水源

üü 消防装备落后，应急行动进展迟缓消防装备落后，应急行动进展迟缓    

vv    事故应急响应事故应急响应

üü 对后期火灾估计不足，对厂房受损程度估计不足对后期火灾估计不足，对厂房受损程度估计不足

üü 缺少事故应急恢复阶段的统一现场指挥，厂方自动组织了缺少事故应急恢复阶段的统一现场指挥，厂方自动组织了

400400多工人进入受损厂房进行火种清理多工人进入受损厂房进行火种清理

vv 事故应急恢复事故应急恢复



二、事故应急救预案概论



恢复
(Recover)

预备
(Preparedness)

响应

(Response)

预防

(Precaution)

2.1   事故应急管理的内涵

üü启动通告报警启动通告报警

üü启动应急救援启动应急救援

üü提供医疗救助提供医疗救助

üü疏散与避难疏散与避难

üü搜寻和营救搜寻和营救

üü…………

üü清理废墟清理废墟

üü损失评估损失评估

üü消毒去污消毒去污

üü灾后重建灾后重建

üü预案评估预案评估

üü…………

üü法规法规

üü保险保险

üü监控监控

üü风险评价风险评价

üü规划规划

üü公众教育公众教育

üü…………

üü预案预案

üü通告与报警通告与报警

üü医疗系统医疗系统

üü应急资源应急资源

üü特殊保护特殊保护

üü培训与演练培训与演练

üü互助协议互助协议

ü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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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组织体系

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

职能部门

管理机构

保障系统保障系统法制基础法制基础运作机制运作机制

公众动员

属地管理

分级响应

统一指挥

应急标准

政府令

应急管理条例

紧急状态法

经费财务

人力资源

物资装备

信息通讯

应急救援体系应急救援体系

2.2  应急救援体系框架结构



2.3 应急救援预案的根本要素

一级要素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二级要素

方针与原则方针与原则
  

应急策划应急策划 危险分析、危险分析、  资源分析、法规要求资源分析、法规要求

应急准备应急准备
机机构构和和职职责责;;应应急急资资源源;;培培训训、、训训练练与与演演练练；；
互助协议互助协议

应急响应应急响应
（（1212项）项）

接接警警与与通通知知、、指指挥挥与与控控制制、、警警报报和和紧紧急急公公告告、、通通

讯讯、、事事态态监监测测与与评评估估、、警警戒戒与与治治安安、、人人群群疏疏散散与与

安安置置、、医医疗疗与与卫卫生生、、公公共共关关系系、、应应急急人人员员安安全全、、

消防和抢险、泄漏物控制消防和抢险、泄漏物控制

现场恢复现场恢复
  

预案管理与评审预案管理与评审
  



2.3.1  2.3.1  方针与原那么方针与原那么

vv 救援工作的优先方向、政策、范围和总体目标救援工作的优先方向、政策、范围和总体目标

vv —— —— 优先原那么：人员平安、控制事态、优先原那么：人员平安、控制事态、

环境保护等环境保护等

vv —— —— 减少损失减少损失

vv ————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vv ————常备不懈常备不懈

vv ————高效协调高效协调

vv ————持续改进持续改进



2.3.2  2.3.2  应急筹划应急筹划

vv 对特定对象潜在的事故性质及影响进行认识和评价对特定对象潜在的事故性质及影响进行认识和评价

vv 根据危险分析的结果，分析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的可根据危险分析的结果，分析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的可

利用情况利用情况

vv 列出国家、地方相关法规，以作为预案制定、应急工列出国家、地方相关法规，以作为预案制定、应急工

作的依据和授权作的依据和授权

 — 危险分析

        — 资源分析

        — 法规要求



      确认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地点；确认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地点；

    确定事故影响范围及可能影响的人数；确定事故影响范围及可能影响的人数；

    按所需应急反响的级别，划分事故严重度。按所需应急反响的级别，划分事故严重度。

2.3.2.3.2 .1   2 .1   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



vv 各类应急力量的组成及分布各类应急力量的组成及分布

vv 各种重要应急设备、物资的准备情况各种重要应急设备、物资的准备情况

vv 上级救援机构或周边可用的应急资源上级救援机构或周边可用的应急资源

2.3.2.3.2.2   2.2   资源分析资源分析



vv 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vv — — 平安生产法、平安生产专项法律平安生产法、平安生产专项法律

vv — — 危险化学品平安管理条例等危险化学品平安管理条例等

vv — — 国家生产平安事故总体应急预案和行业应急预案国家生产平安事故总体应急预案和行业应急预案

vv — — 专业预案编制导那么专业预案编制导那么

vv — ……— ……

2.3.2.3.2.3   2.3   法规要求法规要求



vv 主要包括：主要包括：

— — 机构和职责机构和职责

    —      —  应急资源应急资源

    —      —  培训、训练与演练培训、训练与演练

    —     — 互助协议互助协议

2.32.3 .3   .3  应急准备应急准备



v现场应急指挥;

v人员调度

v资源调配

v提供物资;

v人员支持
v处理媒体报道;

v采访

v新闻发布会

v信息管理

v信息服务

v协调应急组织中各机构的运作和关系;

v主持日常工作

v维持应急救援系统的日常运作

2.3.3.1    2.3.3.1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专业和社会救援力量专业和社会救援力量

应急救援的设施和设备应急救援的设施和设备

       —         —  如办公室、通讯设备、备用照明、应急物如办公室、通讯设备、备用照明、应急物

资等；资等；

—  —  企业现场、武警、消防、卫生、防疫等部门可用；企业现场、武警、消防、卫生、防疫等部门可用；

应急期间可用的医疗机构应急期间可用的医疗机构

       —         —  如急救站、医院、救护队等；如急救站、医院、救护队等；

危险监测设备危险监测设备

个体防护装备〔如呼吸器、防护服等〕个体防护装备〔如呼吸器、防护服等〕

2.3.3.2   2.3.3.2   应急资源应急资源



2.3.3.3   2.3.3.3   培训、训练与演练培训、训练与演练

对应急人员的能力要求，并确保合格者上岗；对应急人员的能力要求，并确保合格者上岗；

每年培训、演练方案；每年培训、演练方案；

定期检查应急方案的情况；定期检查应急方案的情况；

通讯系统检测频度和程度；通讯系统检测频度和程度；

进行公众通告测试的频度和程度并评价其效果；进行公众通告测试的频度和程度并评价其效果；



2. 3.3.4   2. 3.3.4   互助协议互助协议

为及时获得外部应急资源，事先与外部机构所签订的为及时获得外部应急资源，事先与外部机构所签订的

正式互助协议：正式互助协议：

— — 社会专业技术机构社会专业技术机构

— — 物资供给单位物资供给单位

— — 相邻企业相邻企业

— — 国际救援资源国际救援资源

— — 咨询效劳机构等咨询效劳机构等



2.3.4   2.3.4   应急响应应急响应

人群疏散与安置人群疏散与安置

医疗与卫生医疗与卫生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

应急人员平安应急人员平安

消防和抢险消防和抢险

泄漏物控制泄漏物控制

接警与通知接警与通知

指挥与控制指挥与控制

警报和紧急公告警报和紧急公告

通讯通讯

事态监测与评估事态监测与评估

警戒与治安警戒与治安



2.3.2.3.4.1   4.1   接警与通知接警与通知

制定通报程序制定通报程序

—  —  保证接警人员迅速、准确地向报警人员询问事故现保证接警人员迅速、准确地向报警人员询问事故现

          场的重要信息场的重要信息

— — 迅速向有关应急机构、政府急上级部门发出事故通迅速向有关应急机构、政府急上级部门发出事故通

知知

——  ——  保证保证2424小时提供！小时提供！



2.3.2.3.4.2   4.2   指挥与控制指挥与控制

建立分级响应、统一指挥、协调和决策程序建立分级响应、统一指挥、协调和决策程序

—  —  初始评估，确认紧急状态初始评估，确认紧急状态

—  —  建立现场工作区建立现场工作区

—  —  确定重点保护区域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  —  应急行动优先原那么应急行动优先原那么

—  —  指挥协调各救援队伍开展救援行动指挥协调各救援队伍开展救援行动

—  —  合理配置救援资源合理配置救援资源



2.3.2.3.4.3   4.3   警报和紧急公告警报和紧急公告

当事故涉及到周边，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报和紧急公告程序主要解当事故涉及到周边，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报和紧急公告程序主要解

决：决：

—   —   是否启动报警系统，向公众报警：事故性质、事态进展、是否启动报警系统，向公众报警：事故性质、事态进展、

            对健康的影响、自我防护等对健康的影响、自我防护等

—   —   是否启动疏散程序，疏散时间、路线、交通工具、目的地等是否启动疏散程序，疏散时间、路线、交通工具、目的地等

警报和紧急公告程序应确定警报和紧急公告程序应确定

— — 职责、权限；职责、权限；

— — 报警信号的含义；报警信号的含义；

— — 报警系统的协调使用报警系统的协调使用

— — 报警方式和装置报警方式和装置

— — 报警系统所覆盖的区域等报警系统所覆盖的区域等



2.3.2.3.4.4   4.4   通讯通讯

通讯系统的来源、使用、维护通讯系统的来源、使用、维护

应急组织通讯所需的详细信息应急组织通讯所需的详细信息

紧急状态下通讯能力和保障紧急状态下通讯能力和保障

备用通讯系统备用通讯系统

  



2.3.2.3.4.5   4.5   事态监测和评估事态监测和评估

确定紧急事件危险程度评估与判断的职责；确定紧急事件危险程度评估与判断的职责；

评价危险程度的程序；评价危险程度的程序；

评价危险所使用的监测设备；评价危险所使用的监测设备；

评估小组及专家支持。评估小组及专家支持。



2.3.2.3.4.6   4.6   警戒和治安警戒和治安

vv 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救援队伍、物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救援队伍、物

资运输和人群疏散等的交通畅通资运输和人群疏散等的交通畅通

— — 确定负责执行机构、职责和要求确定负责执行机构、职责和要求

— — 为警戒人员配备必要的为警戒人员配备必要的PPEPPE



2.3.2.3.4.7   4.7   人群疏散和安置人群疏散和安置

vv 规定启动疏散的条件、疏散区域、路线、运输工具、规定启动疏散的条件、疏散区域、路线、运输工具、

避难所等；避难所等；

vv 人群数量、所需时间及可利用的时间、风向等环境；人群数量、所需时间及可利用的时间、风向等环境；

vv 特殊人群的疏散特殊人群的疏散

vv 临时生活安置临时生活安置

vv ————保障必要的水、电、卫生的等根本条件保障必要的水、电、卫生的等根本条件



2.3.2.3.4.8   4.8   医疗与卫生医疗与卫生

vv 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合理地转送医院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合理地转送医院

接受治疗。接受治疗。

vv 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为现场急救、伤员运送、治疗及健康监测进行的安排为现场急救、伤员运送、治疗及健康监测进行的安排



2.3.2.3.4.9   4.9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

vv 信息发布的审核和批准程序信息发布的审核和批准程序

vv 谁来负责向媒体和公众发布事故应急信息谁来负责向媒体和公众发布事故应急信息

vv 在应急期间定期进行宣传的措施在应急期间定期进行宣传的措施            

—  —  确保公众了解如何面对应急情况确保公众了解如何面对应急情况

 —   —  提高公众平安意识提高公众平安意识



2.3.4.10   2.3.4.10   应急人员的平安应急人员的平安

vv 应急人员的预防措施，个体防护等级应急人员的预防措施，个体防护等级

vv 现场监测现场监测

vv 应急反响人员向外求援的方式应急反响人员向外求援的方式

vv 应急人员撤离救援的条件和程序应急人员撤离救援的条件和程序



2.3.2.3.4.11   4.11   消防和抢险消防和抢险

vv 消防和抢险工作的组织消防和抢险工作的组织

vv 相关消防设施、器材和物资相关消防设施、器材和物资

vv 人员培训人员培训

vv 现场方案现场方案

vv …..…..



2.3.2.3.4.12   4.12   泄漏物的控制泄漏物的控制

vv 为防止对环境的影响为防止对环境的影响,,必须为危险物质的泄漏物进行控制必须为危险物质的泄漏物进行控制

::

vv — — 可用的收容设备〔池、泵、吸附材料等〕可用的收容设备〔池、泵、吸附材料等〕

vv — — 洗消设备及物资洗消设备及物资

vv ——洗消物资供给企业的供给情况和通信名录洗消物资供给企业的供给情况和通信名录

vv  ….. …..



谁来决定终止应急，恢复正常秩序；谁来决定终止应急，恢复正常秩序；

防止误入事故现场的措施；防止误入事故现场的措施；

宣布应急取消的程序；宣布应急取消的程序；

恢复正常状态的程序；恢复正常状态的程序；

连续检测受影响区域的方法；连续检测受影响区域的方法；

调查、记录、评估应急反响的方法。调查、记录、评估应急反响的方法。

2.3.2.3.5   5   现场恢复现场恢复



谁来负责应急预案的更新和维护谁来负责应急预案的更新和维护

每年更新和修订应急预案的方法；每年更新和修订应急预案的方法；

如何根据演练、检测结果完善应急预案。如何根据演练、检测结果完善应急预案。

2.3.2.3.6   6   应急预案的管理应急预案的管理



应急救援预案根本要求应急救援预案根本要求

应急救援预案的文件体系结构与分类应急救援预案的文件体系结构与分类

预案编制方法与步骤预案编制方法与步骤

三、 应急救援预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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