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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为了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重大事故，预先控制潜在事故或紧急情况，做好应急准

备和响应，组织有序的事故抢救和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正

常的施工生产秩序，促进本企业的经济建设，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

究的规定》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结合本项目部的实际，制定本应急

处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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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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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工程的《监理合同》。

（4）本工程项目法人与承包商的工程建设合同。

（5）本工程的监理规划。

（6）《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

反事故措施》、《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工

作奖惩规定》、《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规定》、《电力建设安全健康环境评价标

准》、《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危险点辨识及预控措施》等国家电网公司有关的安全

生产工作规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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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2.1.1 应急救援小组

组 长：总监理工程师 徐耀生

成 员：安全专业监理工程师 刘俊俊

2.1.2 应急联络电话:13338955110 18534476014

2.2 组长部下设分指挥组

（1）警戒保卫组：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秩序和交通疏导工作；

（2）应急救援指挥组：负责事故发生后的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3）医疗救护指挥组：负责事故发生后的医疗救护工作。

（4）物流供应指挥组：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和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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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后处理指挥组：负责事故发生后的报告、调处和善后工作。

2.3 组长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安全科，其主要职责如下：

（1）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根据事故发生状态，统一部署应急预案的实际施工工作，并对应急工作中发生

的争议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3）根据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对预案提出 调整、修订和补充意

见。

（4）在本工程处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人员。

（5）根据事故灾害情况，有危及周边环境和人员的险情时，组织人员和物资疏散工

作。

（6）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7）做好稳定施工生产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及安抚工作。

（8）适时召集职工大会，将事故的原因、责任及处理意见公布于职工。

（9）对专业指挥组进行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实战能力。

3 危急事件的预防

3.1 触电事件的预防

3.1.1 产生的原因分析

（1）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构架时，与接地点的安全距离（活动范

围）。

（2）电气设备停电后，即使是事故停电，在未拉开有关隔离开关和做好安全措施以前，

可能突然来电。

（3）设备进行高压试验时。

（4）在带电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工作时。

（5）现场在使用携带型火炉或喷灯时，未注意火焰与带电部分的距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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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不按规定正确搭接临时电源。

（8）电焊作业现场（绝缘老化或接地不规范等）。

（9）生活用电不按规定正确使用。

3.1.2 预防此类危急事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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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火灾事故的预防

3.3 食物中毒事故的预防

3.4 施工现场人员伤亡事故的预防

3.5 交通事故的预防

4 应急预案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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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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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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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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1）火灾现场无力扑救时，应迅速报警。了解火灾现场情况的人应及时将现场被困

人员及易燃易爆物品情况告诉消防人员；

（2）人员应注意自我防护，使用灭火器材救火时应站在上风位置，以防因烈火、浓

烟熏烤而受到伤害；

（3）袭来时要迅速疏散逃生；

（4）穿过浓烟逃生时，应尽量用浸湿的衣物披裹身体，用湿毛巾或湿布捂住口鼻；

（5）着火时，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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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泼水降温，呼救待援；

（7）烧伤的伤员应立即送医院治疗。

5.3 食物中毒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1）建筑工地发生急性中毒事故主要有：有害气体中毒（如乙炔、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等、工业品中毒（如沥青、硷添加剂、苯等）和食物中毒。发现有人中毒，要及时向

工地负责人报告，并拨打急救电话 120。

（2）急性中毒现场急救的方法：

－一一有害气体中毒：救护者带好防毒面具后，迅速将中毒者撤离现场；

－－一接触性中毒：应尽快用肥皂冲洗皮肤；

一－一食入性中毒：口服中毒者应设法催吐。可用手指刺激舌根，或服用大量盐水催

吐；

－一一对中毒后已昏迷或呼吸停止、心停止跳动者，应立即采取人工呼吸法和心脏胸

外挤压法进行抢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能间断。

5.4 施工现场人员伤亡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1）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机械伤害常会造成严重的外创伤和骨折，有力的

急救必须注意二点：一是抓住急救时间，尽早将伤者送往医院；二是急救措施急救方法必

须正确，否则会造成二次伤害。

（2）止血

○1 出血是工伤事故中威胁伤员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出血过多，就会有生命危险，

必须争分夺秒迅速止血。

○2 毛细血管出血

血液从伤口渗出，出血量少，血色鲜红，危险性小，只需要在伤口上盖上消毒纱布或

干净手帕等，扎紧即可止血。

○3 静脉出血

血色暗红，出血时缓慢不断流出，出血时间长了也有危险。一般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毛

巾、布料等折成比伤口稍大的垫子盖住伤口，然后用三角巾或绷带加压包扎，就可达到止

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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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脉出血

血色鲜红，出血时象小喷泉一样喷血，出血量多，危险性大动脉出血一般使用指压法

止血，即在出血动脉的上部（近心的一端）用手指把动脉血管压在骨头上面，阻断血液来

源，予以止血。

动脉出血也可用止血带止血法。常用橡皮管作止血带，也可用绷带、三角巾、布带等

代替。在伤口上方垫上垫子，止血带扎在垫子，松紧适宜，以出血停止为合适，每隔半小

时放松 2－3分钟，松止血带时，应用指压法压迫止血。

（3）骨折的临时固定

○1 骨折固定的目的是避免骨折断端再损伤周围的血管，神经、肌肉、皮肤；减轻疼

痛；便于搬运。

○2 前臂骨折固定

取二块木夹板分别放在前臂的里外侧（手掌背侧），加垫子后用三角巾或布带绑好固

定，吊在胸前。

○3 上臂骨折固定

在受伤的上臂的外侧放一块夹板，加垫子后用两条布带将骨折上下端固定，将前臂吊

于胸前，再用一块三角巾将上臂固定在胸部。

○4 小腿骨折固定

取二块长短相等的夹板（夹板长度为：从脚跟到大腿中部），放在伤腿内外侧，加垫

后在骨折上下端、膝下、足和大腿中部分别用布带绑扎固定。

○5 大腿骨折固定

取一块自腋窝到腿跟长的夹板放在伤肢的外侧，健肢移向伤肢并列，加垫后，用 5—7

条布带分段绑扎固定。

○6 颈椎的固定

伤员仰卧在硬板上，颈下放置薄垫，颈部两侧用衣服填塞固定，防止头颈摇动或转动。

○7 胸腰椎的固定

脊柱损伤时，应使脊柱保持延伸的姿势，不可屈曲或扭转，可用一块长木板紧贴脊柱

绑扎固定。用硬板抬送时，伤员可取仰卧位，在胸背部或腰部放置薄枕或其它衬垫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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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取后伸姿势。

○8 骨盆部固定

伤员仰卧于硬板担架上，两膝半屈，膝下垫衣服，盆骨部用三角巾或宽布带环绕包扎

固定。经过止血、包扎、骨折的临时固定等急救处理的伤员，应及时送医院救治。

○9 如被机械把肢（指）轧断，除做必要急救外，还应注意保存断肢（指），以求有再

植的希望。将断肢（指）用清洁布包好，不要用水冲洗伤面，也不要各种溶液浸泡。若有

条件，可将包好的断肢（指）置于冰块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