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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项目部专项现场应急处理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定边公布井 110kV升压站工程监理规划

定边公布井 110kV升压站工程安全监理工作方案、监理合同及施工合同

2、国家、行业有关的安全管理法律、法规、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号；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DL/T5434-2009

3、国网公司文件

《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规定》-国家电网总[2003]407号

《国家电网公司应急管理工作规定》-国家电网安监[2007]110号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建设工程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理暂行规定》-国家电网工

[2004]264号

《国网公司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变电站部分)》（国家电网科[2011]1738号）

《国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国家电网生技[2012]352 号）

《协调统一基建类和生产类标准差异条款（变电部分）》-（国家电网科[2011]12 号）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国家电网科〔2009〕211号

《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奖惩规定》-国家电网安监[2012]41号；

《国网公司电网建设工程安全管理评价办法》-国家电网基建 [2011] 1015号；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危险点辨识及预控措施》-国家电网基建安全[2005]50号

《国网公司基建安全管理规定》-国家电网基建〔2011〕1753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安监总局第 1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力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电监安全【20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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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人及建设管理单位有关工程建设安全工作规定》。

2、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1、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1.1、应急救援小组

组 长：梅波

成 员：韩火明、杨康

1.2、应急联络电话

急救中心电话：120 火警电话：119 交警电话：122

韩火明：13569055050 杨康：15751682090

2、应急救援组长职责

（1）事故发生后，成立现场指挥部，批准现场救援方案，组织现场抢救。按事故的

性质程度，负责向公司领导、地方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和事故处理情况；

（2）负责组织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3、应急救援小组成员职责

（1）事故发生后及时向救援组长报告；

（2）听从救援组长的指挥；

（3）协助救援组长组织现场救援工作。

3、危急事件的预防

3.1《坍塌伤害事故的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首先应将发生坍塌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2.在施工现场准备担架设施、急救医药箱，根据应急事件配备必备的应急药品，如：医

药纱布，消毒消炎、止血药品等；

3. （现场负责人）在作业前，检查施工现场是否存在坍塌危险源，识别确认安全隐患

是否存在，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4.（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以备电话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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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坍塌危险源、危险点的识别培训，应

急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1）同组作业人员大声呼救，求得相关方人员帮助；

2）同组人员一面组织人员采取措施防止坍塌范围扩大，一面把埋在土中的人员救出；

3）对救出的伤者，检查是否有意识，如没有意识，进一步检查是否有呼吸及心跳，否

则，立即实施心、肺复苏；

4）对呼吸、心跳正常的伤者，检查是否存在骨折，如出现骨折，应进行骨折固定，万

万不可随意拉抱或翻身，以防断骨割断神经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和外部联系；

6）用临时担架将伤者抬到急救车辆能到达的路口，及时送伤者到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③基础坑坑壁垮塌的监测

凡基础坑挖至一定深度时（1.5 米以下），就有发生基坑坑壁垮塌的危险，（特别是

流沙坑和泥水坑）。

基础开挖应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有关的要求，做好防止基础坑坑壁垮

塌的预防措施。

当施工现场基础坑开挖至 1.5 米以下时，应进入突发事件的监测状态，应设安全监护

人，严格进行现场监测，时刻监护作业动态，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及异常情况，及时提醒

纠正。发生坑壁垮塌事件（有人员受伤）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基础坑坑壁垮塌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基础坑坑壁垮塌事件（有人员受伤）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

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伤员营救组马上进入

急救程序。保卫协调组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2《高处坠落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首先应将发生高处坠落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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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处作业施工现场准备担架、急救箱和车辆等救护设施。

1. 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使用安全带等个人防护用品，严厉禁止失去保护的高处作业。

2. 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以备电话求助

3.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高空坠落可能有胸腹内脏破裂出血。伤

员外观无出血但常表现面色苍白、脉搏细弱、气促、冷汗淋漓、四肢厥冷，甚至神志

不清等休克状态，应立即躺平，下肢略高，保持温暖，速送医院救治。若送医院途中

时间较长，可给伤员饮用少量糖盐水。如伤员骨折可用夹板或木棍、竹竿等将断骨上、

下两个关节固定，避免骨折部位移动，以减少疼痛，防止伤势恶化。开放性骨折、伴

有大出血者，先止血，再固定，并用干净布覆盖伤口，然后速送医院救治。切勿将外

露的断骨推回伤口内。疑有颈椎损伤，伤员平躺后，用软布放置头部两侧使颈椎固定

不动，抬颏使气道畅通，不能后仰或转动头部，以免引起截瘫或死亡。腰椎骨折应将

伤员平卧在平硬木板上，将腰椎躯干及二侧下肢进行固定，搬动时应数人合作，不能

扭曲。颅脑外伤应平卧，并保持气道畅通，若有呕吐，应扶好头部和身体，使头部和

身体同时侧转，防止呕吐物造成窒息。耳鼻有液体流出时，不要用棉花堵塞，可轻轻

拭去，也不得用力擦鼻、排除鼻内液体或将液体吸入鼻内。颅脑外伤时，病情可能复

杂多变，禁止给予饮食，速送医院）。

②应急响应

1）同组作业人员大声呼救，求得相关方人员帮助。

2）对坠落人员进行检查，检查是否有意识，如没有意识，进一步检查是否有呼吸及

心跳，否则，立即实施心、肺复苏；如伤者伤口流血，应给其立即按压伤口止血，用

现场医疗物品包扎。如出现骨折，应进行骨折固定，万万不可随意拉抱或翻身，以防

断骨割断神经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和外部联系，求得 120 急救中心援助；

4）用临时担架将伤者抬到急救车辆能到达的路口；

5）及时送伤者到就近医院治疗。

③高处坠落事故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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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一切高

处作业现场如不按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进行施工均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高处作业应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有关高处作业的要求，预防高处坠落。

施工现场有高处作业时进入突发事件的监测状态，应设安全监护人，严格进行现场监

测，时刻监护作业动态，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人员失去防坠落保护时，及时提醒纠

正。发生高处坠落事件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高处坠落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高处坠落事件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伤员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程序。保卫协调组

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负责人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3《物体打击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首先应将发生物体打击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2.在有可能发生物体打击伤害事故的施工现场准备担架、急救箱和车辆等救护设施。

3.施工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施工现场围拦绳齐全。

4.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以备电话求助。

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1.事故后首先脱离打击物，防止反复打击加重伤害程度。然后观察伤员受伤情况，伤

势轻微者可自行救治。若发现轻伤及以上者必须立即拨打 120 急救中心电话请求援助。在

有车辆的情况下，也可立即将伤者直接送往就近医院。

2.送往医院前发现创伤应先抢救、后固定，再搬运，并注意采取措施，防止伤情加重

或污染。

3.抢救应按照 DL408-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有关条款进行。

4.抢救前先使伤员安静躺平，判断全身情况和受伤程度，如有无出血、骨折和休克等。

5.外部出血时应立即采取止血措施（最好使用绷带或纱布），防止失血过多而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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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无伤，但呈现休克状态，神志不清或昏迷者，要考虑内脏或脑部受伤的可能。

6.为防止伤口感染，应用清洁布片覆盖。救护人员不得直接用手接触伤口，更不得在

伤口填塞任何东西或随便用药。

7.搬运时应使伤员平躺在担架上，腰部束在担架上，防止跌下。平地搬运时伤员头部

在后，上下坡时头部在上，搬运中应严密观察伤员，防止伤情突变。

8.肢体骨折可用夹板、木棍或竹竿等将断骨上下方两个关节固定，避免骨折部位移动，

减少疼痛，防止伤势恶化。开放性骨折应先止血再固定。

9.出现颅外伤者，伤员应采取平卧位，保持气道通畅。若有呕吐，应扶好头部和身体

同时侧转，防止呕吐物造成窒息。

10.救护工作应尽快交由医务工作者进行。

11.最后的诊断和判定要交由医务人员进行。

③物体打击事故的监测

凡是在施工作业现场（如：施工运输、高空交叉作业）如不按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进

行施工，人员均有可能受到物体打击伤害，出现物体打击伤害的事故。

施工现场进入物体打击突发事件的监测状态，应设安全监护人，严格进行现场监测，

时刻监护作业动态，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现场人员有可能处于物体打击事件的安全隐患

时，及时提醒纠正。发生物体打击事件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物体打击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物体打击事件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伤员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程序。保卫协调组

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负责人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4《触电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首先应将发生触电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2.在带电作业施工现场准备担架、急救箱和车辆等救护设施。

3.检查保证电气安全距离、接地良好、漏电保护装置运转正常，检查绝缘手套、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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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绝缘良好等。

4.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以备电话求助。

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1.脱离电源

触电急救，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因为电源作用时间

越长，伤害越重。

脱离电源就是要把触电者接触的那一部分带电设备的开关、刀闸或其他断路设备断

开；或设法将触电者与带电体脱离，在脱离电源中，救护者既要救人，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直接用手触及伤员，因为有触电的危险。

2.触电急救

当发生触电事故，立即就地迅速用心肺复苏法进行抢救，并坚持不断地进

行，同时及早与医疗部门联系，争取医务人员接替救治。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救治前，不应

放弃现场抢救，更不能只根据没有呼吸或脉搏擅自判断伤员死亡，放弃救治。只有医生有

权做出伤员死亡的诊断。

3.伤员脱离电源后的处理

触电伤员如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躺平，严密观察，暂时不要站或走动。

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者，应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道通畅，并用五秒时间呼叫伤员或轻

拍其肩部，以判定伤员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叫伤员。

4.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和外部联系，把触电人员送到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③突发触电事故的监测

涉及施工用电、带电作业、停电作业、在带电体附近作业均是可能发生触电事故的涉

电作业。凡进行涉电作业均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作业方案，填写施工作业票，严格遵

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施工用电部分、不停电跨越与停电作业部分有关规定，并

在施工现场设专人负责安全监护，预防发生触电事故。发现有人触电及时向施工负责人汇

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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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触电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触电事故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时向

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伤员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程序。保卫协调组和后

勤供应组在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5《中毒/窒息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首先应将发生中毒/窒息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2.在有可能发生中毒伤害事故的地点准备急救箱，有可能发生中毒/窒息的地方通风

应良好。

3.炊事人员必须体检合格，无传染疾病。

4.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驻地必须安装电话，以

备电话求助

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1.食物中毒

中毒伤害事件发生后首先查明中毒原因（吃的什么食物，什么症状，什么感觉），以

便就医时方便医生诊断，防止伤员无法回答。同时拨打 120 急救中心电话请求援助。在有

车辆的情况下，也可立即将伤者直接送往就近医院。往医院前必须观察伤员中毒情况。诊

断和救护工作应尽快交由医务工作者进行。最后的判定要交由医务人员进行。

2.毒气中毒

同组作业人员大声呼救，求得相关方人员帮助。伤害事件发生后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

和外部联系，求得 120 急救中心援助。同时尽量查明毒气源或毒气类型，以便就医时方便

医生诊断。在有车辆的情况下，也可立即将伤者直接送往就近医院。往医院前必须观察伤

员受伤情况。诊断和救护工作应尽快交由医务工作者进行。最后的判定要交由医务人员进

行。

③突发中毒/窒息事故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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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施工驻地的食堂卫生、施工工地（持别是掏挖基础施工作业）现场施工因通风

不良、有毒气体出均可能引起中毒、窒息事件的发生。

食堂对卫生管理制度要落实到位，有专人负责，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对凡涉及到有可能出现窒息、中毒的现场作业均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作业方

案，填写施工作业票，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并在施工现场设

专人负责安全监护，预防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发现有人中毒/窒息事件及时向施工负责人

汇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伤员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程序。保卫协调组

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6《火灾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应及时将可能发生火灾事故的危险源识别、确定下来。

2.检查可能发生火灾的地点或事物，消灭可能引起火灾的潜在的危险源，如要经常通风散

热、禁止吸烟、禁止明火、清除可燃烧物、防止自燃，严格控制外来不明人员等。

3.在醒目的地方配置足够的消防器材，并定期检查、维护，做好标识。必要具备紧急救助

伤员的烧伤药品、药具。

4.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驻地必须安装电话，以备电

话求助

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1.火灾事故发生时，发现人员应迅速将此消息传递给应急领导小组，现场负责人立即组织

自救。若火情比较严重，难以自控和处理，自救同时向当拨打电话 119 向消防部门求助。

2.火灾事故发生后，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紧急事务的联络，确保信息畅通，向公司安全部

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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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灾事故发生后，应首先确保人身安全，有秩序地疏散临近群众，再采取紧急措施。

4.火灾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人员防止火情的继续扩大和蔓延，如切断电源，搬移可燃物

及有毒有害的物品，组织水源（不能用水灭火时，应立即联系专业救助队）。

5.当发生人身伤害、昏迷时，应先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进行抢救，防止伤情扩大或其他严

重后果，需要送医院救治的，应立即做好保护伤员的措施后送医院救治。

6.事故发生后，除救护必须的以外，应尽可能保护好现场，以便事故的调查。

③突发火灾、爆炸事故的监测

涉及施工、生活用电用火，爆炸物资、施工危险品（油料）的使用和储藏均可能发生

火灾事故。

各项目部施工现场均应配备灭火器材，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施工用

电及工程防火部分的有关规定，凡涉及爆破作业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爆

破作业部分的有关规定，并在施工现场设专人负责安全监护，驻地和物资仓库严格遵守《电

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中工程材料、设备堆放和保管部分的有关规定，配备灭火器材，专

人负责，并定期检查，预防发生火灾事故。发现火情及时向项目监理部负责人汇报启动应

急救援预案。

④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同时拨打公众救援电话报警。

项目监理部接到灾情电话后，立即启动预案，现场灭火营救组、物资抢救组马上进入

急救程序。保护疏导组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负责人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7《机械伤害事故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1.首先应将发生机械伤害事故的危险源识别并确定下来。

2.在有机械作业的施工现场准备担架、急救箱和车辆等救护设施。

3.检查作业人员的操作证书，严禁无证操作。

4.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以备电话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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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参加紧急救护知识的培训。

②应急响应

机械伤害发生后应先抢救，后固定，再搬运，并注意采取措施防止伤情加重或污染。

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和外部联系，需要送医院救治的，应立即做好保护伤员措施后送医院

救治。

1. 抢救前先使伤员躺平，判断全身情况和受伤程度，如有无出血、骨折休克等。外部出

血立即采取止血措施，防止失血过多而休克。

2. 为防止伤口感染，应用清洁布片覆盖。救护人员不得用手直接接触伤口，更不得在伤

口内塞任何东西或随便用药。

3. 搬运时应使伤员平躺在担架上，腰部束在担架上，防止跌下。平地搬运时，伤员头部

在后，上楼、下楼、下坡时在上。

4. 伤口出血呈喷射状或鲜红血液涌出时，立即用清洁手指压迫出血点（近心端），使血流

中断，并将出血肢体抬高，用止血带或弹性较好的布带扎紧止血。

③突发机械伤害事故的监测

涉及施工方面的材料加工、机械使用的均可能发生机械伤害事故。

各项目部施工现场均严格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施工机械部分的有关规定，

严格遵守有关机械操作规程，认真落实“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建设起重机械安全管理重点措

施”有关规定和要求，有专人负责，并定期检查，预防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机械伤害事故

发生时及时向项目监理部负责人汇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机械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后，发生事故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同时拨打公众救援电话。

项目监理部接到伤情电话后，立即启动预案，现场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救援程序。保

卫协调组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8《其它伤害事件的应急方案》

①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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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及时将可能发生毒蛇、毒蜂、有毒蚊虫等叮咬的伤害事件的危险点进行有效识别，且

确定下来。

2. 对有可能出现毒蛇、毒蜂、有毒蚊虫等叮咬伤害事件的现场作业人员配置（随身配置）

必要具备紧急救助伤员的消炎消毒药品、防护药品、绑扎带及有关防护用品。

3. 现场负责人（应急准备小组成员）必须随身携带通讯设备，驻地必须安装电话，

以备电话求助。

②应急响应

1）同组作业人员大声呼救，求得相关方人员帮助。

2）对出现毒蛇、毒蜂、有毒蚊虫等叮咬伤害事件时，同组作业人员或自己首先要紧急对

咬伤部位（大多在四肢）应迅速从伤口上端向下方反复挤出毒液，然后在伤口上方（近心

端）用布带扎紧，将伤肢固定，避免活动，以减少毒液的吸收。3）对出现昏迷不醒的伤

员，立即对其实施心、肺复苏法抢救，直至触电人员苏醒。

4）及时与应急领导小组和外部联系，求得 120 急救中心援助；有蛇药时可先服用，及时

把中毒人员送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③突发其它伤害事故的监测

涉及到施工现场作业（特别是山区、野外作业）均有可能引起其它伤害事件的发生。

对凡涉及到有可能出现其它伤害事件的现场作业均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订有新效

的预防措施，遵守《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预防其它伤害事故。发现有人

受伤及时向施工负责人汇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④其它伤害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程序

发生其它伤害事故后，发生事件的施工现场应停止一切作业，由作业点施工负责人及

时向事故现场指挥简要、如实汇报情况，现场营救组马上进入急救救援程序。保卫协调组

和后勤供应组在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

3.9《交通事故的预防》

1、产生的原因分析

（1）超时、超里程疲劳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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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法载人、载货；

（3）驾车时接听或拔打手持电话、闲谈；

（4）开故障车；

（5）不靠路右边通行；

（6）闯红灯；

（7）人或非机动车走快车道；

（8）酒后驾车。

2、预防此类危急事件的措施

（1）加强员工“安规”的学习，从思想上认识到交通事故带来的危害，防止现场交通事

故的发生；

（2）加强员工的紧急救护意识培训，进行预防交通事故培训。

4、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的启动

1、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的监理人员，应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告应急救援小组的组长，事

故现场的其他作业人员也可直接报告应急救援小组的组长，同时将情况报告相关部门；

2、应急救援小组的组长接到报告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启动本预案。

5、应急救援措施

1、触电事件应急救援措施

 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小组成员（包括组长、

副组长、成员）必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现场并

负责调查事故。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

情需要，迅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

 发生人员触电时，应立即断开有关电源，使触电者在脱离电源后在没有搬移、不急于

处理外伤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根据伤情迅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发现

触电者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在现场就地抢救，用心肺复苏法支持呼吸循环，对

脑、心重要脏器供氧；

 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直接用手触及伤员。脱离电源要把触电者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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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带电设备的开关、刀闸或其他断路设备断开；或设法将触电者与带电设备脱离。

在脱离电源中，救护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如果触电者处于高处，为防止解脱电源后自高处坠落应采取预防措施；

 触电者触及低压带电设备，救护人员应设法迅速切断电源，如拉开电源开关、刀闸，

拔除电源插头等；或使用绝缘工具、干燥的木棒、木板、绝缘绳子等不导电的材料解

脱触电者；也可抓住触电者干燥而不贴身的衣服，将其拖开，切记要避免碰到金属物

体和触电者的裸露身体；也可用绝缘手套或将手用干燥衣物等包起绝缘后解脱触电者；

救护人员也可站在绝缘垫上或干木板上进行救护；

 触电者触及高压带电设备，救护人员应迅速切断电源，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的绝缘工

具（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并使用绝缘棒）解脱触电者，救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应注

意保持自身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的安全距离；

 高处触电紧急救护：救护人员应在确认触电者已与电源隔离，且救护人员本身所涉及

环境安全距离危险电源时，方能接触伤员进行抢救，并应注意防止发生高空坠落的可

能性。如伤员停止呼吸，立即口对口（鼻）吹气 2 次，再测试颈动脉，如有搏动，则

每 5s 继续吹一次，如颈动脉无搏动时，可用空心拳头叩击心前区域数次，促使心脏

复跳。高处发生触电，为使抢救更为有效，应及时设法将伤员送至地面。在完成上述

措施后，应立即用绳索迅速将伤员送至地面，或采取可能的迅速有效的措施送至平台

上。触电伤员送至地面后，应立即继续按心肺复苏法坚持抢救。按心肺复苏法支持生

命的三项基本措施：通畅气道，口对口（鼻）人工呼吸法，胸外按压；

 触电伤员停止呼吸，重要的是始终确保气道通畅。如发现伤员口内有异物，可将其身

体及头部同时侧转，迅速用一个手指或两手指交叉从口角插入，取出异物；操作中注

意防止将异物推到咽喉深部；

 在保持伤员气道通畅的同时，救护人员用放在伤员额上的手的手指捏住伤员鼻翼，救

护人员深呼气后，与伤员口对口紧合，在不漏气的情况下，先连续大口吹气两次，每

次 1～1.5s。如两次吹气后测试颈动脉仍无搏动，可判断心跳已经停止，要立即同时进

行胸外按压。除开始时大口吹气两次外，正常口对口（鼻）呼吸的吹气量不需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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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引起胃膨胀。吹气和放松时要注意伤员胸部应有起伏的呼吸动作。吹气时如有较

大阻力，可能是头部后仰不够，应及时纠正。触电伤员如牙关紧闭，可口对鼻人工呼

吸。口对鼻人工呼吸吹气时，要将伤员嘴紧闭，防止漏气。

2、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小组成员（包括组长、

成员）必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现场并负责调查

事故；

 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情需要，迅速联

系医疗部门救治；

 当发生小火灾事故时，应尽可能快速用现场的灭火器采取措施切断事故源，同时打火

警电话：119；

 当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时，在快速用现场的灭火器采取措施灭火的的同时，拨打 119

火警电话救援；

 对油引起的火灾，可以用砂、土进行灭火，严禁用水进行灭火；

 以电引起的火灾，尽可能的先断开电源，然后进行灭火。

3、食物中毒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小组成员（包括组长、

成员）必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现场并负责调查

事故；

 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中毒人员生命，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情需要，迅

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

 “应急领导小组”接报告后，应立即会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部门等有关

单位赴现场进行调查、采样取证、技术分析和检验；同时组织医疗机构积极提供现场

救援和医疗救护；

 根据调查结果与应急处理的需要提出控制措施，报请当地应急处理指挥部同意后，可

以对食物（及其生产加工）、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必要时可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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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有关区域；并会同街道办事处向群众宣传有关防治知识，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其

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分散隔离、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措施。

4、施工现场人员伤亡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接到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报告后，凡在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小组成员（包括组长、

成员）必须立即奔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做好现场保卫工作，保护好现场并负责调查

事故；

 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受伤人员生命，减轻伤情，减少痛苦，并根据伤情需要，迅

速联系医疗部门救治；

 对起重和机械伤害较轻的伤员，在现场立即组织救援对其进行包扎处理；

 对高处坠落人员轻伤者不要立即去扶他，尽量让他自己慢慢活动起来；

 对高处坠落人员重伤者，就立即组织人员将其送往就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对物体打击轻伤者，就立即进行现场包扎，重伤者立即送往就近医院抢救；

 以容器爆炸的受伤人员，也根据伤情进行现场包扎或送往就近医院进行救治；

 以现场的朝天钉扎伤人员，轻伤者立即将伤处的血液挤出后再到医院进行治疗，重伤

者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6、演练计划

监理项目部将根据工程的进展情况，结合上级文件的有关要求，分阶段实施应急预案

的演练。

1、时间安排

2016年 10月份，监理部要求做好全体员工的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工作。

2、演练时应注意的事项

现场应急处置预案演练时，一定要注意：

（1）演练时，要有专人指挥专人监护；

（2）避免演练时出现人员伤害事故；

（3）避免演练时造成设备、材料损坏事故；

（4）火灾事故灭火要设在专有场地进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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