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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合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内部，针对发生火灾，触

电、灼烫、物体打击、车辆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等易造成车间级、公

司级、社会级的生产安全事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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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响应分级表

响应分级 响应条件 控制事态的能力

(车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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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内部可以控制

(公司)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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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部可以控制，但可能需要

外部力量保障

(社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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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控制

（1）社会级响应

启动公司综合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同时立即向奎文区应急管理局

报告。上级接手后，服从上级指挥。

（2）公司级响应

启动公司综合应急预案，立即组织应急处置，同时向奎文区应急管理局

报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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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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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响应的准备。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由应急指挥部来承担。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

及各应急工作小组组成，下设应急救援组、警戒疏散组、医疗救护组、污染

控制组、后勤保障组。

公司总指挥同时担任现场指挥工作，当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不在时，由作

业现场的最高领导者担任现场指挥工作。

现场最高职务者有权在遇到险情时，进行力所能及的初期处理后，组织

停产撤人。

夜间、节假日由值班领导行使应急总指挥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组织结构如图2-1所示。

图 2-1 应急救援组织结构图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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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蒋冠杰

指挥部成员：代金国、徐阳明、潘金涛

应急抢险组：韩太雷（组长）、唐强、田宗述、李建勇、王西强、谢荣

波

警戒疏散组：张兆俭（组长）、孙建民、刘顺、冀东朋

医疗救护组：张彬（组长）、孙帅、王文斐、李广宇

污染控制组：陈海峰（组长）、孙希才、钱永源、单辉、万渝涵

后勤保障组：张爱云（组长）、高晓迪、王月奎、陈永生、王光宇

当企业人员发生变动时，由同岗位人员自动补充。

2.2 职责

2.2.1 总指挥

（1）负责启动和终止本企业应急救援预案；

（2）负责组织指挥本企业应急小组现场救援工作；

（3）负责本企业应急救援行动中物资及人员调配；

（4）负责第一时间或指定它人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5）当上级主管部门到达事故现场后,负责汇报事故及企业自救等情况,

移交指挥权并协助指挥；

（6）负责组织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2.2.2 副总指挥

（1）协助总指挥；

（2）总指挥不在公司时，自动承担总指挥职责。

2.2.3 各组职责

（一）应急抢险组

组长:韩太雷

组员:唐强、田宗述、李建勇、王西强、谢荣波

（1）负责现场应急救援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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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现场消防灭火、冷却等工作；

（3）负责采取技术措施处置事故；

（4）负责现场被困人员、受伤人员抢救工作。

（二）警戒疏散组

组长:张兆俭

组员:孙建民、刘顺、冀东朋

（1）负责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设置警戒区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

场；

（2）负责组织人员疏散至安全地带、核点人数，如对周边单位有影响,

应及时通知周边单位人员进行疏散；

（3）负责内外部通讯联络；

（4）负责消防通道畅通,引导救援人员、消防、救护等进入事故现场；

（5）完成总指挥交给的临时任务。

（三）医疗救护组

组长:张彬

组员:孙帅、王文斐、李广宇

（1）事故发生后负责对受伤人员尽可能进行有效救治，对重伤者及时送

医院抢救和治疗；

（2）负责与有关的医疗单位、医院进行联系；

（3）完成总指挥交给的临时任务。

（四）污染控制组

组长:陈海峰

组员:孙希才、钱永源、单辉、万渝涵

（1）配合事故区域大气环境监测、提供警戒范围依据；

（2）负责将泄漏或处置产生的污水引流至废水处理系统或事故池；

（3）负责与外部环境监测机构联系协助对公司周边和事故区域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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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行监测；

（4）负责关闭雨排阀门，防止事故水进入外环境。

（五）后勤保障组

组长:张爱云

组员:高晓迪、王月奎、陈永生、王光宇

（1）按总指挥指示，开设现场指挥部；

（2）在事故发生时，提供工具、防护用品等应急器材协助救援，提供突

发情况下救援人员的生活保障；

（3）根据事故程度及影响范围，及时向周边单位联系，及时调用救援设

备、器材等；

（4）完成总指挥交给的临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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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响应

3.1 信息报告

3.1.1 信息接报

（1）公司应急救援组织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号码为：0536-8652619。

其他各应急人员通过各部门值班电话及各有关人员手机，进行24小时有

效的联络。

（2）最早发现事故预警条件的人员应当立即通告周围人员，并向上级领

导报告；应立即向部门主管报告或直接向公司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报告，对

于未造成严重程度的生产安全事故，且部门有能力处置时，部门主管可以直

接行使指挥权；对于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较严重生产安全事故，部门

主管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总经理报告并向其他部门通报；如发生特别严重的

生产安全事故，自身无法处置时，各级人员均可向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

门报告（0536-8241616）。

(3) 微小事故在公司内部通报。

3.1.2 信息处置及研判

事故发生后，公司应急总指挥应在组织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上级主管

部门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报告（0536-8241616）报告事故信息。

1.不论是已遂、或者未遂事故，事故信息都要按程序报告。报告流程如下：

（1）报告事故信息的流程

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部门在启动现场处置方案的同时，并向公司总经

理报告，总经理接到报警信息后第一时间向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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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告事故信息时限

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时起立即向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事故信

息。

（4）责任人：赵淑红（联系电话13371069808）

2.信息传递

（1）向周边企业的通报

后勤保障组负责按照总指挥的指令向周边企业，利用手机进行事故信息

通报，告知可能的危害和注意事项。

（2）医疗救护求援

当有人员受伤时，医疗救护组应立即与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取得联系，

请求紧急救助。

3.2 预警

3.2.1 预警启动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指挥部通过以下途径获取预报信息：

（1）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园区预警：

潍坊奎文区对公司进行预警告知后，公司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相应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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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公司指挥部下达应急指令。

（2）周边单位发生事故，公司进行应急预警：

周边单位发生事故后（火灾等大型事故），发现事故人员应立即告知公

司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应启动公司预警系统，(如有需要，全公司紧急停

产)，并时刻关注事故发生的态势，防止对本企业造成连锁事故。

（3）企业内部预警信息发布：

事故发现人员立即用最快的方式告知工程部；工程部人员应根据事故报

告的汇总信息，对事故进行分析，同时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汇报；主要负责人

根据事态启动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及全公司紧急撤离，总指挥授权或指定人

员进行信息发布。

（4）预警方式、方法

应采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以呼叫、电话、手持式扩音器等为主。

3.2.2 响应准备

在接到预警并且分析研判后，按照应急响应分级，准备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按照应急组织机构成立指挥部，并对公司的应急资源进行调配，后勤保

障组将公司应急救援物资准备就绪，抢险救援组保持随时待命状态。

3.2.3 预警解除

社会级预警由潍坊市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宣布预警解除。公司级应急总

指挥宣布预警解除。

3.3 响应启动

根据预警分析研判结果，确定响应级别，应急响应的过程为接警、警情

判断、应急启动、应急指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险、事态控制、

扩大应急、应急终止和后期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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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图 3-1 应急响应流程图

3.4 处置措施

针对本公司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触电等事故类型。遵循以人为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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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的原则，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1、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

（1）应急抢险组将抢运、搜救受伤人员脱离至安全地带；

（2）警戒疏散组紧急疏散并撤离无关人员至安全地带；

（3）应急抢险组人员采取消防措施控制(灭火、冷却降温等)；

（4）应急抢险组采取工艺措施（如关阀断料、切断电源）等；

（5）污染控制组采取污染控制措施关闭雨排阀门将泄漏物、消防污水引

入废水处理系统等；

（6） 警戒疏散组对事故现场实施警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区域，引

导外部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7）医疗救护组实施医疗救护对受伤或中毒人员进行有效救助；

（8）在组织自救的同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2、当发生触电事故时：

（1）立即切断电源，并站在绝缘物上，用扫帚、木椅等将伤者脱离电源；

（2）实施医疗救护对触电者进行急救，触电者应重视黄金4分钟的抢救

时间心肺复苏；

（3）若受伤严重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送至医院治疗；

（4）在组织自救的同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3、当发生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等事故时：

（1）先将事故机器关停，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2）将受伤人员移至安全区域；对可能造成扩大灾情、威胁人身安全的

危险部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3）若受伤严重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送医疗救治并及时将伤员救治信息

向上级部门报告；

（4）将无关人员带离现场；同时对事故区域进行警戒，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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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急支援

当事态无法控制时，应立即寻求外部力量支持，外部应急资源联系方式

见附件2。

3.6 应急终止

各相关部门经确认满足以下条件时，可由总指挥宣布现场应急响应结束：

（1）事故已消除，不存在二次发生的可能；

（2）可能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已消除；

（3）事故对人、环境造成的影响已经消除；

（4）受伤人员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5）事故现场已根据有关要求进行保护。

（6）对应急救援工作应组织进行总结。

警戒疏散组应及时告知各周边单位现场应急响应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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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期处置

后期处置主要包括污染物处理、事故后果影响消除、生产秩序恢复、医

疗救治、善后赔偿、应急救援评估及应急预案的修订等内容。

4.1 污染物处理

事故造成的污染物不得随意丢弃，应进行妥善收集。污染物、废弃物处

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时请环保部门进行处理。

4.2 事故后果影响消除

主要工作包括事故现场的清理（包括对损坏设备的拆除、修复、检测等），

由应急救援组负责，若自身力量无法完成，应当向公司领导报告，由公司负

责人决定是否求助外部专业队伍。

4.3 生产秩序恢复

待事故后果影响消除后、事故原因已查明并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且

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司负责人的允许，方可恢复生产。

4.4 医疗救治

医疗救护组积极组织对伤员的医疗救治；公司及时支付医疗救治费用。

4.5 善后赔偿

对于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员工，由工程部负责组织善后处理工作，落实

保险理赔事项，并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赔偿。

4.6 应急救援评估

（1）对于公司发生的轻伤事故，负责人应在事故处理完毕2小时内，将

事故的初步原因分析、事故经过、事故救援经过形成书面材料交公司事故调

查处理小组；向有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进行调查，形成记录，一并报事故调

查处理小组。

（2）对于公司发生的一般事故及以上，公司负责人要立即上报到潍坊市

奎文区应急管理部门，并积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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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故应急处置总结报告

应急结束后，事故发生属地单位负责编写事故应急处置总结报告，报至

工程部。总结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应急处置过程；

②应急处置过程中动用的各种资源；

③应急处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

④对应急预案的修改建议。

（4）公司办公室应根据《事故应急处置总结报告》，组织相关参与应急

工作的部门，对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并负责起草评估报

告，作为应急预案修订的依据。



14

5 保障措施

公司应急保障包括通讯与信息保障、应急队伍保障、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经费保障、其他保障等方面。

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1）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如下：

①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总指挥部应急通讯录详见附件1；

②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应急机构联系通讯录详见附件2；

（2）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

①公司员工通信信息由安全员及时更新；

②政府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通信信息由安全员负责定期复核和更新；

③周边企业通信信息也由安全员负责定期复核和更新；

④更新后的通信信息由各负责部门在24小时内向各相关部门传达，并由

安全员更新相应的应急预案附件。

5.2 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严格按照要求，成立了由应急抢险组、警戒疏散组组、医疗救护组、

污染控制组、后勤保障组五个应急小组组成的应急队伍，具体名单见附件1。

5.3 物资装备保障

公司配备了完善的应急物资，在应急响应时可以调配使用；应急物质一

览表详见附件3。

5.4 其它保障

5.4.1 经费保障

（1）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必要的应急救援专项资金。应急

救援资金在安全资金投入列支。

（2）应急救援资金的投入用于在应急救援中的支出：

①应急物资、器材、设施的供应、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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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演练；

③事故应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④用于事故救援结束后对应急救援、应急处置有功人员的奖励。

（3）应急专项经费由财务审计部负责提取。未经批准不得用于其它方面。

5.4.2 其他保障

（1）技术保障

公司通过求助政府应急部门等进行技术支持。

（2）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员工自有车辆可临时作为应急车辆使用，及时调运有关物资和设施。

（3）治安保障

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视频监控负责现场的治安保卫工作，防止偷盗等治安

事件发生，由安全员负责综合管理。

（4）应急照明保障

各区域配有应急灯，当装置需要断电或者突然停电时，员工由部门负责

人利用应急灯负责组织有序疏散与撤离。

（5）人员防护保障

公司有防毒面具等应急救援设施进行人员防护。

（6）医疗救护保障

公司配备有急救药箱。

公司距离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2公里，一般事故的救治救护力量可以5分

钟到达。

（7）消防力量保障

公司配备有较为完善的消防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公司基本消防需求，且

公司与周边企业签订了应急救援互助协议，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可请

求周边企业给予消防保障；潍坊经济区消防救援大队约500米路程，能够快速

到达现场给予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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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场处置方案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

风险

分析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

型
触电事故

区域（装置）名称 配电室、配电箱、电机等电气设备

可能发生的时间、严

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季节不明显，夏季潮湿季节容易，电伤和死亡，漏电部

位

事故征兆
违章操作，电气线路或设备设施设计、安装缺陷，运行

中缺乏必要的检修维护，缺少安全防护设施等

事故可能引发的次

生、衍生事故
不断电施救可能造成其他人员触电

应急

工作

职责

组织形式与人员构

成

成立以班长为组长的事故现场处置小组，人员构成以本

班组（岗位）人员为主。

应急工作职责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起时，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

案。

应急

处置

步 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异常
例如：xx 和 xx 在 xx 区域维修电气设备时，一人突然呆

立不动或有其他异常状态。

事故第一

发现人

报警 向班组长报告：x日 x时 x分，xx 在 xx 区域维修电气设

备时发生触电事故，一人触电倒地，请求支援。
发现人

所在岗位

班组长；

带班：

火警：119

急救：120

公安：110

向部门领导报告：（报告内容同上） 班组长

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0536-8652619）报告：（报告内

容同上）
班组长

向 110、119 和 120 报警（如需要，报告内容同上）
发现人或

班组长

应急处置

1、立即切断上一级电源开关(若不清楚，电话联系生产

科请求支援)。
发现人

2、指挥人员快速撤离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域。 班组长

人员救护
1、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救护至安全区域。 指定人员

2、对触电者实施救护（视情况人工呼吸或心肺复苏等）。指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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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接应 指派人员打开应急救援通道，引导救援力量到达。 班组长

应急扩大

（应急处置失败或人员伤亡扩

大）

通知车间扩大停电区域；
班组长或

指定人员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处置流程
不同情况下，报警和应急处置、人员救护等可同时进行或适当调整，

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次生灾害为准则。

事故报告

（1）公司名称；（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3）

事故简要经过；（4）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

不明的人）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5）已经采取的措施。

现场恢复 电工专业人员查明触电原因后，采取的防护措施到位后方能送电。

注意

事项

个人防护 穿戴绝缘靴和绝缘手套只是辅助手段，仍应尽量避免带电作业。

救援器材 绝缘靴和绝缘手套，干燥的衣服、手套、木板和有绝缘把的钳子等。

救援对策

1、发现人员触电时，切断电源要快速、果断；

2、切断电源或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时必须使用绝缘器材和用具；

3、有高压接地的可能时，立即疏散无关人员到安全距离；

4、禁止在情况不明或无防护的情况下，盲目进入事故现场。

自救与互

救

1、救护人必须使用适当的绝缘工具，不可直接用手或其他金属及潮

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具，且要用一只手操作，以防触电。

2、对触电者实施救护时，应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的摔伤（特

别是当触电者在高处时）。

3、如事故发生在夜间或无照明区域，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

4、使触电者迅速脱离事故现场，至空气流通处，安静平卧，解开衣

服以利呼吸，严密观察，等待医生前来救治（较轻者）。

5、触电者伤势严重、经判断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停

止心跳时立即做心脏按压复苏，并联系车辆立即送往医院。

6、在专业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对受伤者的急救不能终止。

人员能力

确认

1、非电气作业持证人员禁止参加电气作业抢险。

2、进入事故现场救援必须保证 2人以上，严禁单独行动。

救援结束

1、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再

次造成事故。

2、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现

场清理工作必须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

其他特别

警示

1、保持救援电话畅通；2、对应急救援器材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保

养；3、应急疏散时的人数查点；4、救援结束后的人员、物资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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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爆炸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类型 设备设施火灾爆炸、电器火灾爆炸。

区域（装置）名称 生产车间、配电室等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

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没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发生火灾和爆炸可能造成财产损

失和人员伤亡。影响到厂内和厂周边范围。

事故征兆
作业区易燃物点燃、电源线产生火花，违规动火，防雷、

静电线接地不良等

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

衍生事故

事故现场存在气瓶经高温烘烤或者易燃气体泄漏与明

火还可能发生二次爆炸。

应急

工作

职责

组织与人员
成立以班长为组长的事故现场处置小组，人员构成以本

班组（岗位）人员为主。

应急职责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起时，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

案。

应急

处置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异常 现场明火着火，有人烧伤。

事故第

一发现

人

报 警 向班组长报告：x日 x时 x分，在 xx 装置发生火灾

现场起火，请求支援。
发现人

所在岗位班组

长；

带班：

火警：119

急救：120

匪警：110

向部门领导报告：（报告内容同上） 班组长

响应升级，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0536-8652619）

报告：（报告内容同上）
班组长

向 110、119 和 120 报警（如需要，报告内容同上）

发现人

或班组

长

应急处置

立即上报值班长，进行着火源切断，或利用附近合

适灭火器具进行灭火，视情况对车间断电。
发现人

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指挥无关人员快速撤

离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域，组织人员进行自救灭

火。报告相关人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切断电源，

并报告企业负责人或应急救援指挥部，做好现场灭

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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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处置工作。

人员救护

1、被救人员衣服着火时，可就地翻滚，用水或毯

子、被褥等物覆盖措施灭火伤处的衣、库、袜应剪

开脱去，不可硬行撕拉，伤处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棉

布覆盖，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2、对烧伤面积较

大的伤员要注意呼吸，心跳的变化，必要时进行心

脏复苏。3、对有骨折出血的伤员，应作相应的包

扎，固定处理，搬运伤员时，以不压迫伤面和不引

起呼吸困难为原则 4、抢救受伤严重或在进行抢救

伤员的同时，应及时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

由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抢救伤员的工作，并派人接应

急救车辆。

指定人

员

救援接应 指派人员打开应急救援通道，引导救援力量到达。 班组长

应急扩大

（应急处置失败或人员伤亡扩

大）

通知车间扩大撤离人员区域，增加

消防隔离措施

班组长

或指定

人员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处置流程
不同情况下，报警和应急处置、人员救护等可同时进行或适当

调整，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次生灾害为准则。

事故报告

（1）公司名称；（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简要经过；（4）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

（包括下落不明的人）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5）已

经采取的措施。

现场恢复 查明原因，对设备、设施进行维修，达到要求后方能运行。

注意

事项

防护器具

参加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行动，应急救援人员必须佩戴和使用符

合要求的防护用品。严禁救援人员在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盲目施救。

救援器材

1、应根据易燃物的性质，选择合适的灭火器材。遇水易燃的

物质着火不能用水灭火，电器火灾不能用水灭火，油类、溶于

水的液体最好用抗溶性泡沫灭火。

2、平时消防水带双层卷叠，防止打结。

救援对策

1、应急救援时，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先抢救人员再

灭火。

2、初期火灾及时扑灭或控制火情的漫延，防止事故扩大。

3、应急救援人员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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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自救与互救

1、救护人必须使用适当的灭火器具，如果是电气火灾不可直

接用手或其他金属及潮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具，且要用一只手

操作，以防触电。

2、对受伤者者实施救护时，应防止受伤者摔伤或者对身体烧

伤表面造成损伤。

3、如事故发生在夜间或无照明区域，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

4、使受伤者迅速脱离事故现场，至空气流通处，安静平卧，

解开衣服以利呼吸（烧伤皮肤与衣物粘在一起，慎动，避免对

皮肤造成二次损伤），严密观察，等待医生前来救治（较轻者）。

5、伤者伤势严重、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心脏

按压复苏，并速请医生诊治或立即送往医院。

6、在专业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对受伤者的急救不能终止。

人员能力

1、初期火灾发现者及时用适当灭火器具扑救，并呼叫周边人

员协助。

2、无法控制火情时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

救援结束

1、险情排除后，组织相关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

遗漏，再次造成事故。

2、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

施.

3、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对现场进行彻底清洗处理，人员、

设备、现场卫生，全面到位。然后报生产部门检查。

特别警示

1、保持救援电话畅通；2、对应急救援器材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和保养；3、应急疏散时的人数查点；4、救援结束后的人员、

物资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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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

特征

事故类型
起重机作业中易发生物体打击、夹挤和碾扎、触电和高出

坠落等事故

区域（装置）名

称
原料、成品装卸过程中和设备制作安装等

可能发生的事故

原因

起重机械在起重过程中，因检查维修不到位、操作不当、

指挥信号不明确、安全意识差和在不良自然环境下，容易

发生起重伤害事故。

可能发生的季

节、时段

易导致事故发生的装置有：吊钩、钢丝绳、制动器等并无

明显季节时段。

事故危害程度 起重伤害事故发生后，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事故征兆
起重伤害事故发生前，起吊物质有碰撞、挤压和坠落，人

员触电，机械倾覆等征兆。

引发的次生、衍

生事故
施救者的不规范操作引发的自身伤害与受伤者二次伤害。

应急

工作

与职

责

组织与人员
成立以车间主任（班组长）为组长的事故现场处置小组，

人员构成以本班组（岗位）人员为主。

应急职责

1、班组长主要职责有：

a迅速向生产主管、公司负责人汇报；

b确定现场处置方案，执行或向上一级汇报；

c 处置或带领本岗位人员进行事故处置；

d、保护好现场，防止事态扩大；

2、主操作应急职责：

a 班长不在时履行班长职责；

b 协助班长做好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工作；

3、车间主任应急职责：

a服从公司应急小组的协调和安排，负责本车间岗位人员

的应急培训、组织和管理；

b应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车间主任为应急现场指令

发布人；

c负责车间级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组织协调；

d负责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处置方案制定等工作；

e 做好其他岗位人员的疏散工作，应急扩大时，协调好

公司外人员的疏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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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

处置

事故

应急

处置

程序

1 当发生险情时，发现人员立即组织危险区域施工人员撤

离，迅速报告事故应急指挥部。2报警方式采用喊话或其它

方式疏散人员，并采用电话向应急指挥部报警。

3当事故有扩大趋势时，应急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与

地方政府、应急救援队伍、公安、消防、医院等相关部门

取得联系，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

现场应急处置措

施

当发生起重伤害事故后，立即停止起重设备设施运

行，抢救重点是集中现场的人力、物力和设备，尽快把受

伤者抬出来并立即抢救。

（1）人员高空坠落：在事故现场根据人员坠落情况，

用相应的抬升、切割设备移开压住伤员的物体，尽快抢救

出坠落的伤员。

（2）突发停电等情况使司机或作业人员被困高空：利

用液压升降平台等设备或经由高空通道抵达被困人员位

置，如有人员受伤，可视具体情况，用安全带系牢并用安

全绳吊放或其他方法转移伤员。如有危险吊具或吊装物时，

应视情况启动自备发电机并切换备用电源。如需要，还可

在地面设置防止人员高空坠落的保护措施。

（3）起重机碰撞挤压作业人员：司机：立即停机或实

施反向运行操作，防止发生进一步挤压碰撞。

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采取必要的抬升、切割、顶开设备将

碰撞挤压伤者的吊具、吊物等移开实施救援，同时现场安

排专人监护空中吊物或吊具。

（4）起重机漏电、触电：立即切断起重机的总电源，

用绝缘物将带电体从伤员身边移开。

（5）起重机吊具或吊物伤人：先切断危险电源、水源、

气源，撤离易燃易爆危险品，应由专人负责现场的危险状

况（空中吊物、电缆、电线、锐器、火源等）进行监控，

确保施救人员的安全；如果已发生燃、爆事故，应立即组

织灾害救援组进行救援工作。同时在事故现场根据人员被

压情况，用相应的抬升、切割设备移开压住伤员的吊物

（具），尽快抢救出被压的伤员。

救援接应
打开应急救援通道，指派专人引导救援力量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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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警及事故

报告

1、事故最早发现者迅速报告班组长或在第一时间向生产主

管报告；公司 24 小时报警电话为（0536-8652619）；

2、事故报告的内容包括（1）事故部位名称；（2）事故发

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3）事故简要经过；（4）

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5）已经采取的措施。

注意

事项

处置流程
不同情况下，报警和应急处置、人员救护等可同时进行或

适当调整，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次生灾害为准则。

佩戴防护器具 紧急抢险时佩戴安全帽等防护用品。

救援器材 车辆、担架、止血带、通讯设备等

采取救援对策或

措施方面的注意

事项

抢救受伤人员(特别是重伤人员)，—定要在现场或附近就

地急救，切忌盲目长途护送到医院，以免延误抢救时间。

险情发生至现场恢复期间，应封锁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发生意外。

自救与互救

1、在使用保护器具前，切记要进行气密性检查。

2、如事故发生在夜间或无照明区域，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

3、护送受伤者迅速脱离事故现场，至空气流通处，安静平

卧，解开衣服以利呼吸，严密观察，等待医生前来救治（较

轻者）。

4、重伤员运送应用担架，腹部创伤及脊柱损伤者，应用卧

位运送；胸部受伤者一般取卧位，颅脑损伤者一般取仰卧

偏头或侧卧位。伤者伤势严重、呼吸困难或停止时，应立

即施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复苏，并速请医生诊治或立即

送往医院。

5、在专业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对受伤者的急救不能终止。

现场应急处置能

力确认和人员安

全防护

1、进入事故现场救援必须保证 2人以上，严禁单独行动。

2、进入现场人员身体素质要过硬，没有生病或身体不适。

应急结束后的注

意事项

1、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

遗漏，再次造成事故。

2、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

措施，现场清理工作必须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

其他特别警示

1、保持救援电话畅通；2、对应急救援器材进行经常性的

检查和保养；3、应急疏散时的人数查点；4、救援结束后

的人员、物资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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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

特征

事故类型 车辆伤害受伤（轻伤、重伤）和车辆伤害死亡

区域（装置）名

称
原料、成品装卸和设备安装施工过程中。

事故征兆
车辆失控，人员不按线路行走，司机违章作业等引发车辆

伤害事故。

可能发生的季

节、时段
无明显季节时段，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事故危害程度 车辆失控，人员不按线路行走，司机违章作业

引发的次生、衍

生事故
财产损失、人身伤害

应急

工作

与职

责

组织与人员
成立以车间主任（班组长）为组长的事故现场处置小组，

人员构成以本班组（岗位）人员为主。

应急职责

1、班组长主要职责有：

a迅速向生产主管、公司负责人汇报；

b确定现场处置方案，执行或向上一级汇报；

c 处置或带领本岗位人员进行事故处置；

d、保护好现场，防止事态扩大；

2、主操作应急职责：

a 班长不在时履行班长职责；

b 协助班长做好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工作；

3、车间主任应急职责：

a服从公司应急小组的协调和安排，负责本车间岗位人员

的应急培训、组织和管理；

b应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车间主任为应急现场指令

发布人；

c负责车间级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组织协调；

d负责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处置方案制定等工作；

e 做好其他岗位人员的疏散工作，应急扩大时，协调好

公司外人员的疏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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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

处置

事故

应急

处置

程序

1 当发生险情时，发现人员立即组织危险区域施工人员撤

离，迅速报告事故应急指挥部。2报警方式采用喊话或其它

方式疏散人员，并采用电话向应急指挥部报警。

3当事故有扩大趋势时，应急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与

地方政府、应急救援队伍、医院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

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

现场应急处置措

施

车辆应立即熄火、制动或采取其他措施对制动失效的

车辆进行制动、防止再次滑行。1、当有人员被压埋在倾倒

机动车下面或驾驶室内时，应立即采取千斤顶、起吊设备、

切割等措施，将被压人员救出 2、迅速将伤员脱离危险场地，

移至安全地带。3、受伤人员如有骨折和开放性伤口与出血，

应先止血和包扎伤口，再用夹板对骨折部位进行固定，然

后送往医院。4、在采取有效救援措施的同时，救援人员应

对伤者进行临时处置，对伤者伤口进行包扎，并进行心理

安慰，使其心情平静，便于救援者采取合理和有效的措施

进行救援。

当发生着火时，立即用灭火器、消防水进行灭火。

救援接应 打开应急救援通道，指派专人引导救援力量到达。

事故报警及事故

报告

1、事故最早发现者迅速报告班组长或在第一时间向生产主

管报告；公司 24 小时报警电话为（0536-8652619）；

2、事故报告的内容包括（1）事故部位名称；（2）事故发

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3）事故简要经过；（4）

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5）已经采取的措施。

注意

事项

处置流程
不同情况下，报警和应急处置、人员救护等可同时进行或

适当调整，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次生灾害为准则。

佩戴个人防护器

具
紧急抢险时佩戴安全帽等防护用品。

救援器材 车辆、担架、止血带、通讯设备等

采取救援对策或

措施方面的注意

事项

抢救受伤人员(特别是重伤人员)，—定要在现场或附近就

地急救，切忌盲目长途护送到医院，以免延误抢救时间。

险情发生至现场恢复期间，应封锁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发生意外。

自救与互救
1、在使用保护器具前，切记要进行气密性检查。

2、如事故发生在夜间或无照明区域，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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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送受伤者迅速脱离事故现场，至空气流通处，安静平

卧，解开衣服以利呼吸，严密观察，等待医生前来救治（较

轻者）。

4、重伤员运送应用担架，腹部创伤及脊柱损伤者，应用卧

位运送；胸部受伤者一般取卧位，颅脑损伤者一般取仰卧

偏头或侧卧位。伤者伤势严重、呼吸困难或停止时，应立

即施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复苏，并速请医生诊治或立即

送往医院。

5、在专业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对受伤者的急救不能终止。

现场应急处置能

力确认和人员安

全防护

1、进入事故现场救援必须保证 2人以上，严禁单独行动。

2、进入现场人员身体素质要过硬，没有生病或身体不适。

应急结束后的注

意事项

1、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

遗漏，再次造成事故。

2、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

措施，现场清理工作必须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

其他特别警示

1、保持救援电话畅通；2、对应急救援器材进行经常性的

检查和保养；3、应急疏散时的人数查点；4、救援结束后

的人员、物资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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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

特征

事故类型 高处坠落事故

区域（装置）名

称

生产区域内，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从事作业

活动的人员，均可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

临边、洞口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攀登作业高处坠落事故、

悬空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操作平台作业高处坠落事故、交

叉作业高处坠落事故等

可能发生的季

节、时段

无明显季节、时段。一般易发生在大风天气和人员精神不

佳状况下。

事故危害程度 发生高处坠落后，可导致人员轻伤、重伤，甚至死亡

事故征兆

作业人员未按要求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或作业面下方没有架

设安全护网；作业人员存在登高作业禁忌或精神状态不佳、

疲劳作业；作业平台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或存在缺；6级大风

以上户外登高作业。

引发的次生、衍

生事故

施救者的不规范操作和防护措施不到位引发的受伤者二次

伤害。

应急

工作

与职

责

组织与人员
成立以车间主任（班组长）为组长的事故现场处置小组，

人员构成以本班组（岗位）人员为主。

应急职责

1、班组长主要职责有：

a迅速向生产主管、公司负责人汇报；

b确定现场处置方案，执行或向上一级汇报；

c 处置或带领本岗位人员进行事故处置；

d、保护好现场，防止事态扩大；

2、主操作应急职责：

a 班长不在时履行班长职责；

b 协助班长做好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工作；

3、车间主任应急职责：

a服从公司应急小组的协调和安排，负责本车间岗位人员

的应急培训、组织和管理；

b应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车间主任为应急现场指令

发布人；

c负责车间级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组织协调；

d负责应急救援处置、汇报、协调、处置方案制定等工作；

e做好其他岗位人员的疏散工作，应急扩大时，协调好公

司外人员的疏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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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

处置

事故

应急

处置

程序

1、当发生险情时，现场人员立即组织危险区域施工人员撤

离，迅速报告事故应急指挥部。2、报警方式采用喊话或其

它方式疏散人员，并采用电话向应急指挥部报警。

3、当事故有扩大趋势时，应急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

与地方政府、应急救援队伍、医院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

现场应急处置措

施

当发生高处坠落伤害事故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切断或

隔离危险源，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灾害，抢救重点是

集中现场的人力、物力和设备，尽快把受伤者抬出来并立

即抢救。

（1） 若坠落人员为轻伤时，现场人员采取防止受伤人员

大量失血、休克、昏迷等 紧急救护措施，并将受伤人员脱

离危险地段，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详细说明事故地点、

受伤部位、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救

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协助医务人员实施各项救护措施。

（2） 若坠落人员处于昏迷状态但呼吸心跳未停止，应立

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一般以

口对口吹气为最佳。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唾弃受害者下

颌，捏住受害者鼻孔，深吸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

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放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

部以助呼气，反复并有节律地（每分钟吹 16-20 次）进行，

直至恢复呼吸为止。

（3） 如受伤者心跳已停止，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让

受害者仰卧，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受害者一侧，面对

受害者，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臂上，

借急救者身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止骨折，

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节律地

（每分钟 60-80 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

（4） 以上施救过程在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结束，工作人

员应配合救援人员进行救治。

救援接应 打开应急救援通道，指派专人引导救援力量到达。

事故报警及事故

报告

1、事故最早发现者迅速报告班组长或在第一时间向生产主

管报告；公司 24 小时报警电话为（0536-8652619）；

2、事故报告的内容包括（1）事故部位名称；（2）事故发

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3）事故简要经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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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5）已经采取的措施。

注意

事项

处置流程
不同情况下，报警和应急处置、人员救护等可同时进行或

适当调整，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次生灾害为准则。

佩戴个人防护器

具
紧急抢险时佩戴安全帽等防护用品。

救援器材 车辆、担架、止血带、通讯设备等

采取救援对策或

措施方面的注意

事项

抢救受伤人员(特别是重伤人员)，—定要在现场或附近就

地急救，切忌盲目长途护送到医院，以免延误抢救时间。

险情发生至现场恢复期间，应封锁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发生意外。

自救与互救

重伤员运送应使用担架，腹部创伤及脊柱创伤者应卧位运

送，颅脑损伤一般采取半卧位，胸部受伤者一般采取仰卧

偏头或侧卧位，以免呕吐误吸。

2.抢救脊柱受伤的伤员，不要随便翻动或移动伤员。

3.注意保护现场，便于调查分析事故原因。

4.救援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高处救援正确使用防坠

落用具

现场应急处置能

力确认和人员安

全防护

1、进入事故现场救援必须保证 2人以上，严禁单独行动。

2、进入现场人员身体素质要过硬，没有生病或身体不适。

应急结束后的注

意事项

1、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

遗漏，再次造成事故。

2、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

措施，现场清理工作必须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

其他特别警示

1、保持救援电话畅通；2、对应急救援器材进行经常性的

检查和保养；3、应急疏散时的人数查点；4、救援结束后

的人员、物资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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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生产经营单位概况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组建于1973年，是直属于潍坊市公路管

理局的国营公路设施大型企业。2000年5月17日，由山东省潍坊市公路管

理局筑路机械厂更名为潍坊市筑路机械厂，2020年6月4日后又更名为潍

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大虞街道

东风东街以北，虞河路以东东盛广场商住楼2010，注册资金为壹仟捌佰

叁拾万柒仟壹佰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主要负

责人为赵淑红。主要经营范围为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公路

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照明工程、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建筑工程劳务作业分包（不含

劳务派遣）；道路环卫保洁；机械设备、房屋、场地的租赁；生产、制

作、安装、销售；交通道路设备、机械设备、建筑材料。本公司的主要

产品有标志板面制作和标志立柱加工的制作安装等。

本厂现有职工40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其中分管安全领导

人员1人，安全管理人员1名。从业人员经本公司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上

岗。企业建立了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

作规程，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经过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

并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安全知识和能力合格证。

本企业主要管理机构设置有：办公室、财务审计部、交安设施公司、

市场开发部、安全生产部、党群工作部、工程管理部。工程管理部和交

安设施公司为主要施工生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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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风险评估结果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钢材等。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有：火灾，触电、灼烫、物

体打击、车辆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等危害、有害因素。公司通过

配置消防器材，安装漏电保护器，设备采用静电接地，张贴警示标志、

设置防护装置等，企业基本可控制初期事故，经过安全管理，风险处于

基本可控制范围。

附件 3预案体系与衔接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应急预案体系图

综合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应

急

预

案

体

系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火灾、爆炸现场处置方案

起重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车辆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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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应急物资装备的名录或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配置时间 放置位置 数量 负责人

1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1 西车间 10 个 田宗述

2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9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3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6.05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4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7.03 西车间 2个 田宗述

5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7.03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6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8.02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7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9.01 西车间 2个 田宗述

8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9.10 西车间 7个 田宗述

9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西车间 7个 田宗述

10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劳保仓库 2个 张彬

11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一班 4个 田宗述

12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综合班 2个 李建勇

13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车间仓库 4个 李广宇

14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应急物资库 4个 韩太雷

15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2.06 东车间 2个 田宗述

16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电动车棚 2个 张爱云

17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1 传达室 2个 张爱云

1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一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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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交安设施公

司

2个 陈海峰

2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市场开发部 2个 张兆俭

2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一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财务审计部 2个 张彬

2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中

央楼梯

2个 张爱云

2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机

械设备公司

2个 韩太雷

2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7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会

议室

2个 张爱云

2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中

央楼梯

2个 张爱云

3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机

械设备公司

2个 韩太雷

3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3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3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餐

厅

2个 张爱云

3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厨

房

2个 张爱云

3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101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10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7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二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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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1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10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06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二楼东

楼梯处

2个 张爱云

4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三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4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1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10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06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三楼东

楼梯处

2个 张爱云

47 急 救 箱

（含药品）

14 寸 /29

种配置

2020.05 安全生产部 2个 田宗述

48 救援担架 折叠便携

式

2020.05 安全生产部 1个 田宗述

49 对讲机 BF-99S 2020.05 安全生产部 2个 田宗述

50 报警灯 LTE-1101J 2020.05 安全生产部 1个 田宗述

51 安全帽 蓝色 2020.06 工程管理部 22个 韩太雷

52 反光背心 2020.06 安全生产部 22件 韩太雷

53 安全带 高处作业 2020.09 安全生产部 6套 韩太雷

54 手 提 式 二

氧 化 碳 灭

火器

MT/3 型 2020.10 配电室 2个 张爱云

55 消防锹 2021.05 仓库外 20 把 陈海峰

56 消防沙 2021.05 配电室外 1.5m³ 陈海峰

57 消防沙 30 斤/袋 2020.05 传达室外 30 袋 陈海峰

58 安全帽 红色 2024.03 安全生产部 7个 韩太雷

59 安全帽 白色 2024.03 安全生产部 10个 韩太雷

60 消防栓 1#楼一楼 4个 田宗述

61 消防栓 1#楼二楼 5个 田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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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消防栓 1#楼三楼 5个 田宗述

63 消防栓 2#楼一楼 4个 田宗述

64 消防栓 2#楼二楼 5个 田宗述

65 消防栓 2#楼三楼 5个 田宗述

66 消防栓 1#楼车间北

侧

3个 田宗述

67 消防栓 1#、2#楼车

间中央

4个 田宗述

68 消防栓 1#楼车间南

侧

5个 田宗述

69 消防栓 厂区绿化 6个 田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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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有关应急部门、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总指挥部应急通讯录

职 务 姓 名 手机

总指挥 赵淑红 13791663170

副总指挥 蒋冠杰 13505361576

指挥部成员

徐阳明 13963616987

潘金涛 13792693911

代金国 13963667858

应急抢险组

韩太雷 19153637190

唐 强 13963610526

李建勇 15963620943

田宗述 13863666273

王西强 15064651712

谢荣波 17753618416

后勤保障组

张爱云 13573603395

高晓迪 15169699282

王光宇 16606387123

王月奎 15006362331

陈永生 13964654991

医疗救护组

张彬 13853666337

王文斐 15318976226

孙 帅 18366322586

李广宇 13583698193

污染控制组

陈海峰 15610265666

孙希才 15066361722

钱永源 13583690790

万渝涵 17861216797

单 辉 13508969793

警戒疏散组

张兆俭 15094959680

孙建民 15689172440

刘 顺 13953638206

冀东朋 13280768123

24 小时值班电话 0536-865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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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应急机构联系通讯录

部 门 电 话

潍坊市公安局经济区分局 0536-8060950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0536-8060891

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0536-8060902

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 0536-8161190

消防救援电话 0536-96119

火灾报警 119

医疗报警 120

治安报警 110

交通报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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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规范化格式文本

事故报告表
事故报告表（初报） 编号：

事故发生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发生

地点

事故经过

简要描述

事故描述至少包括：1.突发事故、事故发生的经过（如谁发现、谁报案等）。2.有无火

灾、爆炸、油气泄漏等情况。3.有无人员伤亡情况。4.其他情况。

采取应急

措施情况

采取措施情况至少包括：1.是否停输。2.启动应急预案情况。3.向地方安监、公安、消

防、卫生等部门报告情况。4.其他情况。

报告单位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联系电话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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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表（续报） 编号：

现场基本

情况

事故原因

初步分析

应对处置

情况

事故报送

情况

应急组织

情况

应急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报告单位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联系电话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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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与处理报告

调查日期：

事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性质： □ 一般事故 □ 重大风险事故 □ 重大事故 □ 死亡事故 □ 职业病

事故类别： □ 环境事故 □ 职业健康事故 □其他事故

事故概况：

事故调查过程：

事故原因：

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建议采取的防范措施：

调查人员：

调查人 部门 职位 调查人 部门 职位

事故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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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7.1公司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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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消防器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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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应急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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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地理位置图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组建于1973年，是直属于潍坊市公路

管理局的国营公路设施大型企业。2000年5月17日，由山东省潍坊市

公路管理局筑路机械厂更名为潍坊市筑路机械厂，2020年6月4日后又

更名为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奎文

区大虞街道东风东街以北，虞河路以东东盛广场商住楼2010，注册资

金为壹仟捌佰叁拾万柒仟壹佰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独资），主要负责人为赵淑红。主要经营范围为公路交通工程（公路

安全设施）、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市政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

照明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建筑

工程劳务作业分包（不含劳务派遣）；道路环卫保洁；机械设备、房

屋、场地的租赁；生产、制作、安装、销售；交通道路设备、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标志板面制作和标志立柱加工的

制作安装等。

本厂现有职工40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其中分管安全领

导人员1人，安全管理人员1名。从业人员经本公司安全培训考核合格

后上岗。企业建立了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

安全操作规程，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经过安全知识和管理能

力培训，并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安全知识和能力合格证。

本企业主要管理机构设置有：办公室、财务审计部、交安设施公

司、市场开发部、安全生产部、党群工作部、工程管理部。工程管理



部和交安设施公司为主要施工生产机构。

使用的主要设备见下表：

2-1 主要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类别 型号
位号/所在

部位

是否特种

设备

1． 电动单梁起重机 起重运输类 LDE10+5-22.46A3 车间 是

2． 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起重运输类 CPCD50 厂区 是

3． 剪板机 通用机械类 车间 否

4． 冲床 通用机械类 车间 否

5． 斜切割机 通用机械类 LS1040 车间 否

6． 空压机 通用机械类 车间 否

7． 电气系统 其他设备类 车间 否

8． 建筑物（仓库） 其他设备类 车间 否

1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本公司涉及的危险点主要有：机加工等。作业过程中使用的切割

机、冲床、行车等设备等。其生产过程存在火灾，触电、灼烫、起重

伤害、车辆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危害因素。

2 事故风险分析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危险化学品，其

工艺装置涉及各类机械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

素分析以下：

2. 1 火灾

根据项目生产特点，火灾爆炸类别主要是电气火灾。



（1）在生产运行中，除电气设备本身会出现火灾事故外，电气

设备所产生的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也是火灾、爆炸事故的点火源，

变压器室、高低压配电室内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如线路短路；负荷超载、接触不良、散热不良或由于设备自身故障导

致过热而引起火灾；设备接地不良引起雷电火灾等。

配电系统火灾危险性分析

电气设备本身除可构成引燃源外，也可能成为爆炸性气体或火灾

易燃物的点火源。其主要原因有：

①过载，又称过负荷，是指电力线路和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通

过的电流量超过安全载流量或额定值的现象。由于电流的发热量与电

流的平方成正比，因此过载时发热量往往大大超过允许限度，轻则加

速绝缘层老化，重则会使可燃绝缘层燃烧而引起火灾事故。

②短路，又称碰线、混线或连电，是指电气线路或设备中相线与

相线之间短接，或相线与大地、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短接现象。在短

路处可产生高达700℃的火花，甚至产生6000℃以上的电弧，不仅会

使金属导线熔化和绝缘材料燃烧，还会引起附近的可燃物着火及易爆

性气体、蒸气与空气形成混合物发生爆炸。

③接触电阻过大，是指导线与导线、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处，

由于接触不良，使接触部位的局部电阻过大的现象。当电流通过时，

产生极大的热量，从而使绝缘层损坏以致燃烧，使金属导线变色甚至

熔化，严重时可引起附近的可燃物质着火而造成火灾。

④电火花或电弧。



电火花是电极间气体在放电能量不足或外电路阻抗较大时的击

穿放电，而电弧放电则是气体自持放电的一种形式。电火花和电弧的

温度极高，可达5800℃，不仅能引起绝缘物质的燃烧，甚至还可能使

导体金属熔化、飞溅，构成火灾爆炸的点火源。

雷电放电产生强烈电弧，直击雷放电可产生20000℃的电弧，引

燃危险性极大，雷电冲击过电压击穿电气设备的绝缘构成短路也有很

大的引燃危险。

⑤照明线路如果设计失误，导线截面选择偏小，或者三相不平衡，

使线路运行时过载，可能导致火灾事故。

（2）电缆火灾危险性分析

①电缆布置过于靠近高温管道，而又缺乏有效的隔热措施，使电

缆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容易产生老化，破坏电缆的绝缘，使电缆短路

而导致火灾。

②开关柜、仪表盘的电缆穿孔以及集控、主控制室的进出电缆群

的孔洞封堵不严密，甚至没有封堵，导致发生火灾时火势蔓延。

③电缆或照明电缆因过载发热，使电缆绝缘层着火并引燃附近的

易燃物而酿成火灾。

④不重视电缆的敷设质量，例如布置不整齐，任意交叉，没有留

出充分的巡视通道，制作电缆头不注意工艺要求，不按规定设置电缆

卡具或用铅丝帮扎塑料电缆等，这些都给运行管理带来困难还会留下

安全隐患。

（3）其他火灾危险性分析



①避雷设施不能覆盖整个应保护的装置或避雷引下线接地电阻

超标，有遭受雷击，引发火灾爆炸的危险。

②生产过程中煤油挥发成分与空气混合物与点火源可引发火灾

爆炸。

③柴油、液压油等油品属于易燃液体。若油桶损坏，油品泄漏后

与点火源可引发火灾。

④办公室及宿舍内可燃物质较多，烟头、照明灯、电气设备故障、

空调等电器的电火花、人员使用的电加热工具、维修时产生的火花等，

均可导致火灾。

⑤发生火灾时，若厂区内的室内外消火栓未按要求设置，灭火器

数量不足，可导致火灾不能及时扑灭，造成事故扩大。

2.2 触电

触电是指人体触及带电体或者带电体与人体之间闪击放电或者

电弧波及人体时电流通过人体进入大地或其它导体，形成导电回路。

在所有用电的作业场所均存在着一定的触电危险性。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电气设备接地接零不良、开关柜防护功能不

全导致误操作、作业人员未按照电气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或缺乏安

全用电常识等，可能造成人身触电事故发生。

该项目使用的电气设备众多，若因线路老化、进水受潮、绝缘

不好等造成电气设备及线路漏电或短路，易引发触电伤害；检修及操

作人员若使用不合格的绝缘安全用具和防护用品、检修时安全技术措

施不完善、检修结束人员未撤离即误送电或安全措施有误引起反送



电，都有可能造成人员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

此外，如果建(构)筑物防雷设施失效则可能遭到雷击或雷电感应

放电，能严重损害建(构)筑物及人员、烧坏电气设备并引起火灾。特

别是夏季雷雨天气遭到雷击的危险更大。

2.3 起重伤害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原辅材料及成品运输需要用到行车，在行

车吊运过程中由于钢丝绳断裂，限位装置失效，防脱钩失效等导致起

重伤害事故的发生。

2.4 物体打击

物体打击是指物体在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

体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半成品或成品堆放较高，如摆放失稳从高处坠落时，存在造成物

体打击，引起人身伤害的危险。

另外，如高处设备安装、更换灯具、维修作业等高处作业时使用

的工具、零配件等，尤其是较大较重的物体，会因人的失误行为落下，

造成物体打击伤害。

2.5 车辆伤害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原辅材料及成品运输需要车辆，车辆在行驶

作业过程中，因作业环境不良、车行道转弯半径过小、车辆自身缺陷、

违章作业、人车混行等，都可造成车辆伤害事故发生。

2.6 高处坠落

工作场所有高出地面2m以上的操作面，在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时，



若存在平台及护栏不规范、平台无防滑措施、操作面的间隙过大、作

业人员未系安全带或安全绳、作业时精力不集中、不良气候条件下作

业等情况，有发生高空坠落危险。

3 事故风险评价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有：火灾，触电、物体打

击、车辆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等。

针对本公司生产作业实际情况，我单位采用危险性分析法，对各

生产装置、设施的风险评估结果如下：

序

号

事故 危险等级 危险程度

1 火灾 Ⅲ
危险程度是危险的，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系统损坏，要立即采取防范

对策措施。

2 触电 Ⅲ
危险程度是危险的，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系统损坏，要立即采取防范

对策措施。

3 物体打击 Ⅱ
危险程度是临界的，处于事故的边缘状态，暂时还不至于造成人员

伤亡、系统损坏或降低系统性能，但应予以排除或采取控制措施。

4 车辆伤害 Ⅱ

危险程度是临界的，处于事故的边缘状态，暂时还不至于造成人员

伤亡、系统损坏或降低系统性能，但应予以排除或采取控制措施。

5 高处坠落 Ⅱ

危险程度是临界的，处于事故的边缘状态，暂时还不至于造成人员

伤亡、系统损坏或降低系统性能，但应予以排除或采取控制措施。

6 起重伤害 Ⅲ

危险程度是危险的，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系统损坏，要立即采取防范

对策措施。

4 企业风险评估结果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主要存在火灾，触电、物体打击、车

辆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等危险、有害因素。公司通过配置消防

器材，安装漏电保护器，设备采用静电接地，张贴警示标志、设置防

护装置等，企业基本可控制初期事故，经过安全管理，风险处于基本



可控制范围。

4.1 风险 防控 建议

一、安全设施正常运行和维护保养的对策措施

（1）消防器材等安全设施专人监管，责任到人，确保安全设施

的正常运行。

（2）定期检查安全警示标志，若出现标志缺失损坏等问题应及

时更换。

（3）加强对灭火、救火设施的日常检查。

二、工艺操作及设备方面的对策措施

（1）作业前认真检查各工艺设备、电气、仪表、消防和安全设

施、防护措施的准备情况。

（2）加强对设备、设施的管理，定期检查做好台账记录，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尽可能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提高设备装备水平。

（3）现场要有安全警示标志。

（4）加强设备日常管理，对生产设备要进行经常保养和检查，

定期维修。

（5）消除一切足以导致起火爆炸的点火源，阻止火灾爆炸事故

灾害的扩大。

（6）加强动火、高处、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的管理。

（7）对于各类设备应按规程的规定和要求，定期维护、检修和

保养，设备不带病运行。

三、电气部分对策措施

（1）移动电器需安装漏电保护器。

（2）对电器线路要进行定期维护，非电工不能进行电工作业。

（3）任何电气装置都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4）用电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

空间。电气装置附近不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



（5）电气装置的检查、维护以及修理应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全部

停电、部分停电和不停三种方式，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和防护措

施。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策措施建议：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并做好演练记录，

以提高公司职员的应急救援能力。

（2）演练前应制定演练方案，明确演练规模、方式、范围、内

容。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总结，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

进行修正、补充、完善，使预案 进一步合理化。

（3）若周边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对预案进行更新并报

应急管理部门重新备案。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单位内部应急资源

1.1 应急救援组织及人员配备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应急管理工作小组，具体负责

日常应急管理和事故状态下的协调指挥和应急救援工作。组长由总经

理担任，成员由安全员等人员组成。

1.2 应急救援预案编制

潍坊交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的要求，编制了《潍坊交

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预案中对应急救援机

构及职责、预防和预警、应急程序、应急物资、培训和演练等进行了

明确说明。

1.3 应急救援器材配备

公司按要求配备了应急救援器材，应急救援器材配备情况见下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配置时间 放置位置 数量 负责人

1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1 西车间 10 个 田宗述

2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9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3 干 粉 灭 火 8KG 2016.05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器

4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7.03 西车间 2个 田宗述

5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7.03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6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8.02 西车间 1个 田宗述

7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9.01 西车间 2个 田宗述

8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9.10 西车间 7个 田宗述

9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西车间 7个 田宗述

10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劳保仓库 2个 张彬

11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一班 4个 田宗述

12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综合班 2个 李建勇

13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车间仓库 4个 李广宇



14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应急物资库 4个 韩太雷

15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2.06 东车间 2个 田宗述

16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20.09 电动车棚 2个 张爱云

17 干 粉 灭 火

器

8KG 2015.01 传达室 2个 张爱云

1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一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1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交安设施公

司

2个 陈海峰

2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市场开发部 2个 张兆俭

2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一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财务审计部 2个 张彬

2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中

央楼梯

2个 张爱云



2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机

械设备公司

2个 韩太雷

2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二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7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2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会

议室

2个 张爱云

2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中

央楼梯

2个 张爱云

3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机

械设备公司

2个 韩太雷

3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1#楼三楼东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3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3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餐

厅

2个 张爱云

3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一楼厨

房

2个 张爱云

3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101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10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7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二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38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1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39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10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0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206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1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二楼东

楼梯处

2个 张爱云

42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三楼西

洗手间

2个 张爱云

43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13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4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10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5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 306 房

间

2个 张爱云

46 干 粉 灭 火

器

MFZ/ABC4A

型

2023.11 2#楼三楼东

楼梯处

2个 张爱云



47 急 救 箱

（含药品）

14 寸 /29

种配置

2020.05 安全生产部 2个 田宗述

48 救援担架 折叠便携

式

2020.05 安全生产部 1个 田宗述

49 对讲机 BF-99S 2020.05 安全生产部 2个 田宗述

50 报警灯 LTE-1101J 2020.05 安全生产部 1个 田宗述

51 安全帽 蓝色 2020.06 工程管理部 22个 韩太雷

52 反光背心 2020.06 安全生产部 22件 韩太雷

53 安全带 高处作业 2020.09 安全生产部 6套 韩太雷

54 手 提 式 二

氧 化 碳 灭

火器

MT/3 型 2020.10 配电室 2个 张爱云

55 消防锹 2021.05 仓库外 20 把 陈海峰

56 消防沙 2021.05 配电室外 1.5m³ 陈海峰

57 消防沙 30 斤/袋 2020.05 传达室外 30 袋 陈海峰

58 安全帽 红色 2024.03 安全生产部 7个 韩太雷

59 安全帽 白色 2024.03 安全生产部 10个 韩太雷

60 消防栓 1#楼一楼 4个 田宗述

61 消防栓 1#楼二楼 5个 田宗述

62 消防栓 1#楼三楼 5个 田宗述

63 消防栓 2#楼一楼 4个 田宗述

64 消防栓 2#楼二楼 5个 田宗述



65 消防栓 2#楼三楼 5个 田宗述

66 消防栓 1#楼车间北

侧

3个 田宗述

67 消防栓 1#、2#楼车

间中央

4个 田宗述

68 消防栓 1#楼车间南

侧

5个 田宗述

69 消防栓 厂区绿化 6个 田宗述

1.4 人员培训及应急救援演练

（1）人员培训

1）每年年初，由公司负责对全体员工至少进行一次应急预案专

项培训。

2）新员工上岗前，必须接受由公司安全员及总经理进行的安全

专项培训。三级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小时，培训要做好记录。

考试采取闭卷形式。考试不合格者应重新培训，直至培训合格方可上

岗。

（2）演练

公司每半年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每年与协作单位

进行一次交流和沟通。

2.单位外部应急资源

公司外部消防力量依托潍坊经济区消防救援大队，公司距离该大



队约 500 米，该中队内设有水罐消防车、泡沫消防车等消防器材，公

司发生火灾接警后，可于 5 分钟内可到火灾现场。

公司距离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 2 公里，一般事故的救治救护力量

可以 10 分钟到达。

3.应急资源差距分析

3.1 应急资源满足性分析

公司设立了应急救援小组，配备了应急救援人员和消防器材，初

期火灾事故公司能够自行处理。

公司发生大规模火灾时，依托潍坊经济区消防救援大队，一旦发

生事故，能及时赶到现场。

公司配备的应急资源及依托的社会应急资源能够满足公司应急

需要。

3.2 公司存在的问题

经现场检查，公司消防设施存在遮挡现象，现已进行了整改。

3.3 应急资源调查结果

经应急资源调查后，公司主要潜在风险为火灾和触电事故，通过

应急资源配备情况可知，公司可处理初期火灾事故，当发生严重火灾

事故时，应立即请求外部救援，公司全力配合。

3.4 应急资源完善措施

经应急资源调查后，公司生产区域配备的应急资源和依托的社会

应急资源能够满足公司应急需要，但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应对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定期对灭火器等应急资源进行检查，确保其安全可靠；

（2）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对公司员工进行应急培训；

（3）每年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并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改

进；

（4）加强与外部消防力量的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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