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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页

《机动车检测站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是建立健全 XXX 机动车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机制，提高公司应对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组织指挥

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程度地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和危害，

保障公司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司秩序、减少由突发安全生产事

故带来的危害而制定的。

《机动车检测站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GB/T 296 

39-2020《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等法律法规、标准编

制，明确了公司的安全应急职能，规定了公司突发安全生产应急组织机构、应急

预案体系及应急响应，为公司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机动车检测站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经 XXX 机动

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评审小组审议通过，现予以正式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望本公司全体职工认真学习理解，坚决贯彻执行，以实现控制安全生产风险

和加强应急管理的工作目标。

批准人：

批准日期：2022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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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加强 XX 机动

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全面提高防范和应对各

类突发事件能力，正确、有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

安全生产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害和影响，保障公司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公司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1. 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GB/T 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L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 XXX 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处置

工作。

L4 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

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

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

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 XXX 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领导和安

全生产委会组织协调下，质量部负责本公司有关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

处置工作。公司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

应急机制；

（3）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

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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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4）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安全生产方针，坚持事故灾难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

和预报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

练等工作。

L5 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图

1.6 应急预案关系说明

本预案与《XX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施联动，公司需要外部救援时，

外部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超出公司应急响应能力的突发安全生产事件，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立即上报

XX 市应急机构，根据严重程度，由有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采取相应的

应急措施。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挥并介绍事故情

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配合协助应急指挥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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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与外部应急预案之间的关系图如图 1. 6-1 o 

图 1.6—1 

1.7 响应范围

按照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事故应急响应分成车间级、

公司级、社会级共三级响应。

表 1. 7-1 响应分级表

响应分级

（车间）级

响应条件

事故危害和影响局限于单一区域或单一岗

位，不需要公司配置资源便能处置

事故危害和影响超过单一区域，但仍局限于

公司范围，调集公司内部资源可以处置

事故危害和影响超过公司范围，需要地方政

府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才能处置。

控制事态的能力

检测车间内部可以

控制

公司内部可以控制，

但可能需要外部力量

保障

只有外部力量才能

控制

（公司）级

（社会）级

（1）车间级响应

启动现场处置方案，以车间为单位组织应急处置，并上报公司，做好扩大响

应的准备。

（2）公司级响应

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应急处置，若事故严重，应上报相关部门。

（3）社会级响应

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同时立即向 XX 市安全生产应急响应中心报

告。上级接手后，服从上级指挥。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组织机构

2.1. 1 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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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2 应急领导办公室

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经理办公室。

3 .L 3 应急救援专业小组

应急救援专业小组的组长和成员由质量部和检验部的人员担任。

2.1.4 应急组织机构图

2.2 职责

2.2. 1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的职责

负责全面组织指挥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应急工作，做好事故

现场应急措施,并将应急事故发展情况汇报有关领导、部门。

2.2. 2 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

负责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协助组长做好应变的各项组织工作。

2. 2. 3 现场应急领导小组职责：

a）统一领导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指挥开展应急响应；

b）负责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与修订；

c）负责协调、成立由检验部为主要力量的各现场应急救援专业小组。并根据

应急方案的具体要求，确定成立现场应急救援专业小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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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负责检验现场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及恢复；

e）发布相关信息，向上级主管部门、所在地政府报告信息；

f）按照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要求，分级落实责任，开展安全生

产事故的预防和处置工作。

2.2. 4 应急领导办公室的的职责：

a）负责现场应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b）安全生产事故防治工作的协调和监查落实工作；

c）组织做好安全生产事故防治工作范围的调查和确定，进行安全生产事故防

治和科普知识的培训工作；

d）安全生产事故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

e）负责安全生产事故的预警、预报工作；

f）协助应急处置；

g）实施预案的演练，掌握抢险人员、物资、设备情况和状态；

h）做好信息的传递和报送工作；

i）落实安全生产事故 24 小时值班工作；

j）完成现场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

2.2. 5 现场应急救援专业小组的职责：

a）现场救援组。负责组织实施现场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方案，协调相关

部门安全生产事故救援行动，及时向指挥小组报告救援进度情况；

b）安全保卫组。负责安全生产事故救援现场警戒，防止非救援人员进入现场, 

指挥交通，维护治安；

c）后勤保障组。保障安全生产事故救援所需的设备、物资、器材，保障救援

人员的食宿；

d）医疗救护组。负责现场伤员的临时救治与处理，联系医院进行救护，

e）善后处理组。做好对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协调落实遇难者家属抚恤金

和受伤人员住院费问题及其他善后事宜；

f）事故调查组。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保护事故现场、监控，初步查明事故原

因，初步确定事件性质，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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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启动

3.1 应急响应启动

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应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类型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4.2 应急会议召开

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应急领导小组立刻召开应急会议，确定应急救援措

施。

5.3 信息上报

6.3. 1 报警系统及程序

当机动车检测站发生或即将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

a）发现人首先迅速告知周围工作人员并告知检验部负责人；

b）检验部负责人、事件发现人立刻报告现场救援小组办公室及相关负责人；

c）应急领导办公室人员应迅速告知现在救援指挥小组组长或副组长；

d）按照要求，及时、准确上报；

7.3. 2 报警方式：

a） 口头呼救报警；

b）电话报警；

c）报警器报警；

d）旗语或信号报警。

3.3. 3 报告方式及报告内容

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当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时，应立即向 XX 市政府进行汇报。初步汇报在

应急事件发生半个小时内；当应急事件发生变化时应对应急事件进行续报；应急

终止 24 小时内应提供处理结果报告。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安全生产事故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

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安全生产事故处理完毕后上报。

报告事故内容

①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地址等基本情况；

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③事故的简要经过（包括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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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和初

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⑤已经采取的措施；

⑥其它应当报告的情况。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①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地址、性质；

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③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先报告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故全部情况。

电话报告中接报者未挂断电话，报告者不得挂断电话。

续报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安全生产事故的措施、过程

和结果，安全生产事故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

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3.3. 4 内部和外部应急救援联络方式

（1）内部救援联络方式见附件 1 

（2）外部救援联络方式见附件 2 

3. 4 资源协调

现场应急领导小组在接到事故报警后，在初步判断事故的大小、范围、性质

后，根据与政府、医院或专业抢险救援单位的约定（协议），迅速请求支援。

3. 5 信息公开

报告所在的机动车检验地点、工作内容、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和范围、人员

目前情况、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可能发展的趋势以及控制程度。

向上级报告现场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信息内容包括：事件信息来源、时间、

地点、基本经过、已造成后果、初步原因和性质、事件发展趋势和拟采取的措施

以及信息报告人员的联系方式等。

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后，有关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发生信息，及时

续报相关信息。

报告内容准确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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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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