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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1.1 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建筑法、消防法、环境保护法、道路安全交通法等国家有关法

律。

1.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国

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规定》。

1.3 本工程的《监理合同》。

1.4 本工程项目法人与施工项目部的工程建设合同。

1.5 本工程的监理规划。本工程项目法人与承包商的工程建设合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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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应急指挥机构

2.1.1 应急救援小组

组 长： 李维军 电话：18698920952 （24 小时开机）

副组长： 赵常鹏

成 员： 田在欣

2.1.2 应急联络电话

急救：120 交通事故：122 火警：119 匪警：110

2.2 应急救援组长（副组长）职责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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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负责组织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2.2.3 应急救援小组副组长职责事故发生后，帮助组长开展工作。

2.3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职责

（1） 负责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作出应急响应，并将有关情况向公

司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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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对监理部环境潜在事故或紧急情况进行控制，负责本部门的应急与响应以及

事故的处理工作。

（3） 所有施工现场操作和协调，包括与指挥中心的协调；现场事故评估。

（4） 保证现场人员和公众应急反应行动的执行。

（5） 做好与消防、医疗、交通管制、抢险救灾等各公共救援 部门的联系。

（6） 引导现场工作人员从安全通道疏散。

（7） 对受伤人员进行营救至安全地带。

（8） 抢救可以转移的现场内物资。

（9） 转移可能引起新危险源的物资到安全地带。

（10）应用器材进行初期的消防灭火自救工作。

（11）协助消防部门进行消防灭火的协助工作。

（12） 对场内外的进行有效的隔离工作和维护现行应急救援 通道畅通的工作。

（13）疏散场内外人员撤出危险地带。

3 危急事件的预防

3.1 触电事件预防

3.1.1 产生的原因分析

（1）不按规定正确搭接临时电源。

（2）电动工器具未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绝缘不合格的电动和绝缘工器具。

（3）电焊作业现场（绝缘老化或接地不规范等）。

（4）生活用电不按规定正确使用。

3.1.2 预防此类事件的措施

（1）加强员工“安规”的学习，从思想上认识到触电事故带来的危害，防止触电事故

的发生。

（2）加强员工的紧急救护意识培训，进行预防触电培训和触电紧急救护培训。

3.2 火灾事故的预防

3.2.1 产生的原因分析

（1）设备因过载、短路、绝缘下降、接触不良、散热不良、绝缘套管损坏爆裂等引起火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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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区域人员消防意识不强，疏于管理引起火灾。

（3）设备设计、制造或安装的质量缺陷、极端恶劣天气、运行维护不当等多种因素都可

能引起火灾

3.2.2 预防此类事件的措施

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火灾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报告、

早处置。定期对生活、生产区域重点防火场所进行检查，制定并实施消防措施，发现火灾

隐患及时汇报处理。

3.3 基础坑塌方事故预防

（1）对坍塌的沙坑、水坑应采用木桩、挡板支护坑臂，防止坍塌事故的发生。

（2）如被埋人员部分身体可以看见，应立即将埋在其身上的沙土进行清理，头及胸部露

出后，应对其头胸部进行有效遮拦后再挖掘其他部分。

（3）如人员全身被埋，应立即准确判断其被埋位置，并立即进行挖掘，先使其头胸部露

出后，对其头胸部进行有效遮拦后再挖掘其他部分。

（4）人员挖出后，应立即检查其伤势，如有轻微外伤的应进行现场急救。

（5）在人员挖掘过程中，要防止沟壁再次塌方，要禁止踩踏被埋部位，还要在清理人

体周围沙土时注意防止所用工具伤及被埋人员。

3.4 交通事故的预防

（1）发生交通事故时首先检查有无人员伤亡。

（2）以最快速度向 122 报警，将出事地点、现场情况、人员情况向警方报告清楚。

（3）如果事故比较严重，在车前、车后设警告标识或开危险信号灯，在夜间还需开前

宽灯、尾灯或设置明显的标志，以免遭到其他车辆再次撞击。

3.5 食物中毒事故的预防

餐饮要讲究卫生，食堂要有防蝇措施，食物要求无霉变。防止食物中毒，做好防暑

降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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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预案的启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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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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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组长，同时将情况报

告相关部门。

4.2 应急救援小组的正、副组长接到报告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启动本预案。

5 应急救援措施

5.1 触电事件应急救援措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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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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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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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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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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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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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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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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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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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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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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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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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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坍塌倒塌事故应急措施

（1）清理坍塌物，寻找被掩埋的伤员及时脱离危险区。

（2）清除伤员口、鼻内杂物、凝血块等，将昏迷伤员舌头拉出，以防窒息。

（3）有伤员出血等情况，先进行简易包扎、止血或简易骨折固定。

（4）对呼吸、心脏停止跳动的伤员予以心脏复苏。

（5）尽快与 120 急救中心（附近可直接打医院电话）取得联系，详细说明事故地点、

严重程度，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6）组织人员尽快解除重物压迫，减少伤员挤压综合症的发生，并将其转移到安全地方。

（7）如有骨折时应及时用夹板等简易固定后立即送医院。

（8）及时对坍塌、倒塌的基坑、结构架体进行加固处理。

（9）在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现场负责人应根据实际情况



- 6 -

（10）专职安全监理工程师任务是协助施工单位维持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做好当事

人、周围人员的问讯记录，保持与当地公安部门的沟通。

5.3 食物中毒事故应急措施

（1）立即向急救中心 120 呼救。讲清中毒人员症状、持续时间、人数、地点，并派

人到路口接应。

（ 2）用人工刺激法，用手指或钝物刺激中毒者的咽弓及咽后壁，用来催吐，如此反复直

到吐出物为清亮液体为止。

（3）对可疑的食物禁止再食用，收集呕吐物、排泄物及血尿医院做毒物分析。

4）对于催吐无效或神态不清者可让其喝牛奶或蛋清等润滑剂来洗胃，结合毒物而防止

毒物的吸收并保护胃粘膜。

（5）用硫酸镁 15~30 克加水 200 毫升来给中毒者导泻。

（6）项目部指挥小组接到报告后，即指令全体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和掌握疫

情，开展抢救和维护现场秩序，封存事故现场， 获取中毒食品化验样品，供卫生防疫部

门检验。

（7）现场安全员应对中毒事故进行原因分析，制定相应的纠正预防措施，认真填写事故

调查报告，并上报公司及有关上级机关。

5.4 交通事故应急措施

（1）迅速将伤员脱离危险场地，移至安全地带。

（2）迅速向应急相应小组和成兰公司成兰公司工程调度简要汇报事故情况，并根据事故

现场情况，商请卫生、保险、交通、消防等部门予以配合，协同进行伤员抢救和现场勘查、

施救工作。

（3）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标明车辆通行路线，并封闭、保护现场。

（4）视其伤情采取报警直接送往医院，或待简单处理后去医院检 查。

（5）伤员有骨折、关节伤、肢体挤压伤、大块软组织伤都要固定。

（6）若伤员有断肢情况发生应尽量用干净的干布（灭菌敷料）包裹装入塑料袋内，随伤

员一起转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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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现场为预防感染、止痛，可以给伤员用抗生素和止痛剂。

（8）记录伤情，现场救护人员应边抢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机制、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

第一手资料。

（9）应急相应小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掌握事故情况，开展

抢救和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受伤程度等第一手资料。

5.5 火工品爆炸应急措施

（1）当发生火工品爆炸时，指挥所有人员应立即撤离现场至安全位置，并立即清点作业

人员人数，查看有无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向现场领导和建指指挥部领导汇报。

（2）接通知后，立即启动应急抢险程序，减少或降低爆炸损失。

（3）在确认不会再次发生爆炸后（一般在 15 分钟以后），方可派专职安全员进入爆

炸区域进行检查；

（4）协助施工单位设置安全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并保护好现场，以便

调查事故原因。

（5）抢救出伤员时，应根据伤者的伤势程度，由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现场救治措施（如

止血、包扎等）后，按“先重后轻”的原则，立即将伤者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6）若有重伤以上情况，无法及时进行救援时，应立即向上级机关、地方政府或紧急救

助机构请求救援，同时做好相关配合救援工作。

5.6 火灾事故应急措施

（1）立即报警。当接到汇报施工现场火灾发生信息后，监理小组协助施工单位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并及时通知公司及相关部门。

（2）协助施工单位组织扑救火灾。当办公、生活区或施工现场发生火灾后，除及时报警

外，协助指挥小组要立即组织义务消防队员和员工进行扑救，扑救火灾时按照“先控制，

后救火；救人重于救火；先重点后一般 ”的灭火战术原则。并派人及时切断电源，组织

抢救伤亡人员，隔离火灾危险源和重要物资，充分利用施工现场中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灭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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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消防队员灭火。在自救的基础上，当专业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后，火灾事故应

急指挥小组要简要的向消防队负责人说明火灾情况，并全力支持消防队员灭火，要听从消

防队的指挥，齐心协力，共同灭火。

（4）一旦有人身上燃烧，衣物一时难以脱下时，可让伤员躺在地上滚动，或用水洒扑灭

火焰。

（5）协助施工单位保护现场。当火灾发生时和扑救完毕后，指挥小组要派人保护好现

场， 维持好现场秩序，等待对事故原因及责任人的调查。同时应立即采取善后工作，及

时清理， 将火灾造成的垃圾分类处理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从而将火灾事故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降低 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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