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方案 有限空间应急演练通知(精选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
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
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方案篇一

为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立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
有效地组织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机制，保证企业员工的生
命财产安全，减少事故的影响和损失，根据本单位生产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公司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占地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职工总数人；主要生产的产品有；主要设备有。公
司主要存在有限空间类别；共几处。有限空间，在生产、管
理和维修的过程中，由于有限空间本身具有进出口受限制、
密闭狭窄、通风不良、潮湿等特点，其作业环境易出现缺氧
和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中毒或触电，且易导致火灾爆炸，在有
限空间环境下作业是危险的。

有限空间是指存在危险有害因素（如缺氧，硫化氢、一氧化
碳、甲烷等有毒气体或粉尘中毒危险）且受到限制和约束的
封闭、半封闭设备、设施及场所。

中毒，主要有一氧化碳、氰化物、苯、硫化氢……等造成急
性中毒。中毒者一般会出现紫绀、昏迷、惊厥、呼吸困难、
休克等。引起全身各系统与组织（皮肤粘膜、呼吸、消化、
循环、泌尿、血液、神经等）的损害，甚至造成中毒者死亡。



缺氧窒息，主要由于有限空间中空气含氧量低，发生缺氧窒
息事故，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有限空间作业环境中的作
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其危害后果主要会导致中毒
人员昏迷、造成作业人员缺氧窒息。

副组长（安全负责人）

（2）对于作业面可能存在的电、高温及危害物质进行有效隔
离；

（3）采取通风净化措施，使有限空间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5）有限空间作业必须配备监护人员和救援人员；

（6）强化安全意识，严格安全管理、落实作业审批制度。

一、中毒急救

（1）由呼吸道中毒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到新鲜空气流通的
地方。

（2）经口服中毒者，立即洗胃，并用催吐剂促其将毒物排出。

（3）经皮肤吸中毒者，必须用大量清洁自来水洗涤。

（4）眼、耳、鼻、咽喉粘损害，引起各种刺激症状者，须分
别轻重，先用清水冲洗，然后由专科医生处理。

二、缺氧窒息急救

（1）迅速撤离现场，将窒息者移到有新鲜空气的通风处。

（2）视情况对窒息者输氧，或进行人工呼吸等，必要时严重
者速交医生处理。（打120电话）。



（3）佩戴呼吸器者，一旦感到呼吸不适时，迅速撤离现场，
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检查呼吸器问题及时更换合格呼吸器。

：

视事故易发生情况救护电话（镇卫生院61432117、镇义务消
防队61431119；119、999、120）。电话内容：报告事故地点、
事故类型、事故大小、发生时间、明示行车路线，并派专人
到村口或路口迎接救援车辆。

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方案篇二

为规范我镇农机跨区作业应急处理工作，强化处置突发事件
能力，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机具供需失
衡、燃油供应不足、道路转运不畅、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情
况，建立统一指挥、规范有序、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工作
机制，切实提高“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应急处置工作的前瞻
性和预见性，在努力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的基础上，对出现的
应急事件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处置、减少损失、不误农时，
特制定本预案。

深入贯彻落实xxx、xxx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抓好粮
食生产的决策部署，按照“提前预警、及时发现、属地管理、
快速反应”的原则，对农机跨区作业突发情况进行处置。强
化部门协作，统筹社会资源，加强信息互通，快速果断处置，
严控事态发展，将突发事件影响减少到最小、损失程度降到
最低，避免处置不当激化矛盾，维护正常生产秩序，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三夏”农机跨区作业期间，有以下情况发生时启动本预案。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形势升级，影响跨区作
业机具进入辖域内进行作业的；



（四）油料供应紧张造成机具加油困难严重影响农机作业进
度的；

（六）出现重大以上农机生产安全事故；

（七）其他突发情况。

成立领导小组，由镇人民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农
机跨区作业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农机跨区作业应
急处理工作，并对外公布应急值守电话。

“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现以下情况时，各村应迅速向镇政
府报告，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根据
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农机跨区作业工作，妥善接待安置跨区
作业机手。推动健康码互信互认，并做好转移路径追踪和记
录。出现以疫情防控为名阻碍机具作业情况时，联系镇卫生
院对机手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并妥善处理。一旦出现跨区作业
机手身体异常，应及时报告镇卫生院，并按联防联控有关要
求进行处置。出现较大范围疫情时，应按照实行分区分类的
防控要求，统筹安排农机跨区作业。

（二）机具供需严重失衡

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方案篇三

为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立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
有效地组织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机制，保证企业员工的生
命财产安全，减少事故的影响和损失，根据本单位生产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较为狭窄有限，未被
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
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作
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动。由于本工程施工有限
空间作业仅限于井下作业，故本预案主要针对下井作业。

为了加强井下作业现场事故的应急抢险能力，提高井下作业
事故应急处置反应速度，控制事态蔓延，降低损失程度，特
制订本应急预案。

（一）本预案井下作业应急处理工作的基本程序和组织原则。

（二）本预案在实施应急处理工作中实行以人为本、及时处
置、损失最低的原则。

水泵房、曝气沉砂池、回流泵房、所有阀门井及放空井等在
内的作业环节。

检测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管理处应严格执行“先通风、先
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根据作业现场和周边环境情况，检
测有限空间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在作业环境条件可能发生
变化时，对作业场所中危害因素进行持续或定时检测。

对随时可能产生有害气体或进行井墙破除的有限空间作业时，
每隔30分钟进行分析如有一项不合格以及出现其他情况异常，
立即停止作业并撤离作业人员；现场经处理检测符合要求后，
管理部重新进行审批并安排继续作业。

实施检测时，检测人员必须处于安全环境，未经检测或检测
不合格的，严禁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施工作业。

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值、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爆炸
性粉尘）浓度值、有害气体浓度值等检测工作要求符合《工
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



有限空间作业危害因素检测时填写《特殊部位气体检测记录》
（附件1），相关人员签字齐全；临时作业或项目检测设备达
不到检测条件时，必须聘请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同样须
填写《特殊部位气体检测记录》（附件1），由检测单位负责
人审核并签字。

危害评估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管理部根据检测结果对作业环境危害
状况

进行评估，制定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确保整个作业期间
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时，至少有两人同行和工作。若空间只能
容一人作业时，监护人须随时与正在作业的人取得联系，做
预防性防护。

公司设置井下作业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孙雪松副组长：
高哲飞

现场指挥：作业现场负责人（作业队现场职务最高者）组员：
现场监护人员参与部门：生产技术部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职
责：

负责组织井下作业事故的应急事故处理，在下井救援人员须
身强体壮，不能酒后下井，必须佩戴安全绳及空气呼吸机，
并且井上至少仍有两人以上的监护人员时，方能下井实施营
救。

救援人员下井后，应迅速用安全绳拴住中毒人员，并通知井
上监护人员及时拽出井底。

中毒人员拽出井底后，应急处置小组立即组织人员将其转移



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并根据伤情采取适当的措施救护受伤人
员。

中毒轻微者连续深呼吸数次；

实施现场心肺复苏

2）若脉搏仍未恢复，则应立即连续做4次口对口人工呼吸，
接着再做胸外心脏按压；

3）一人施行心肺复苏时，每做15次心脏按压后，再做2次人
工呼吸；

5）两人合作进行心肺复苏时，同样先连做4次人工呼吸；

7）做人工呼吸的人，应时时注意检查伤病员的颈动脉有无搏
动或有无

脉搏。若伤病员原先放大的瞳孔开始缩小，脸色好转，出现
脉搏，开始自主呼吸，说明抢救成功，可以暂时停止心脏按
压和人工呼吸，但要密切观察心脏搏动情况，随时准备再次
进行抢救。

医疗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工作人员应积极配合，服从专业
人员安排抢救。

医疗救护电话：120项目经理电话：孙雪松生产负责人电话：
高哲飞

医院地址（）：309医院；路线：北五环

北五环黑山扈路医院电话：



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方案篇四

公司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占地平方xx米，建筑面
积xx平方米；职工总数xx人；主要生产的产品有；主要设备
有。公司主要存在有限空间类别；共xx处。有限空间，在生
产、管理和维修的过程中，由于有限空间本身具有进出口受
限制、密闭狭窄、通风不良、潮湿等特点，其作业环境易出
现缺氧和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中毒或触电，且易导致火灾爆炸，
在有限空间环境下作业是危险的。

有限空间是指存在危险有害因素（如缺氧，硫化氢、一氧化
碳、甲烷等有毒气体或粉尘中毒危险）且受到限制和约束的
封闭、半封闭设备、设施及场所。

中毒，主要有一氧化碳、氰化物、苯、硫化氢……造成急性
中毒。中毒者一般会出现紫绀、昏迷、惊厥、呼吸困难、休
克等。引起全身各系统与组织（皮肤粘膜、呼吸、消化、循
环、泌尿、血液、神经等）的损害，甚至造成中毒者死亡。

缺氧窒息，主要由于有限空间中空气含氧量低，发生缺氧窒
息事故，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有限空间作业环境中的作
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其危害后果主要会导致中毒
人员昏迷、造成作业人员缺氧窒息。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2）对于作业面可能存在的电、高温及危害物质进行有效隔
离；

（3）采取通风净化措施，使有限空间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5）有限空间作业必须配备监护人员和救援人员；

（6）强化安全意识，严格安全管理、落实作业审批制度。

一、中毒急救

（1）由呼吸道中毒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到新鲜空气流通的
地方。

（2）经口服中毒者，立即洗胃，并用催吐剂促其将毒物排出。

（3）经皮肤吸中毒者，必须用大量清洁自来水洗涤。

（4）眼、耳、鼻、咽喉粘损害，引起各种刺激症状者，须分
别轻重，先用清水冲洗，然后由专科医生处理。

二、缺氧窒息急救

（1）迅速撤离现场，将窒息者移到有新鲜空气的通风处。

（2）视情况对窒息者输氧，或进行人工呼吸等，必要时严重
者速交医生处理。（打120电话）。

（3）佩戴呼吸器者，一旦感到呼吸不适时，迅速撤离现场，
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检查呼吸器问题及时更换合格呼吸器。

事故易发生情况救护电话（镇卫生院电话：、镇义务消防队
电话：；119、999、120）。

电话内容：报告事故地点、事故类型、事故大小、发生时间、
明示行车路线，并派专人到村口或路口迎接救援车辆。

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方案篇五

二、主办单位：xx有限公司



三、演练地点：锅炉房

四、演练时间：2019年12月22日

五、演练内容：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

六、演练程序：

1、领导讲话、学习受限空间作业基本防护知识

2、事故演练

3、演练总结

七、责任人员安排：

1、指挥员（组长）：事故现场负责人或后续救援组织赶赴现
场后的负责人员（各1人）：

2、救援器材领取、发放各1人;

3、伤员抢救、救护人员2人;

4、负责疏散、警戒人员2人；

5、监护人员1人；

6、伤员1人

八、救援器材：

1、便携式煤气报警器、氧气检测仪各1台；

2、防毒面具2个；



3、警戒带1卷

九、演练过程

以公司有限空间工伤事故为假想事故现场。

1、一名（或多人）人员在罐内因不明原因倒地被发现（现
场），监护人员凭经验初步判断作业区域存在有毒气体或缺
氧，不敢贸然进入，立即向项目负责人拨打电话报告。

报告人：xxx发现现场有人受伤，可能是煤气中毒或缺氧窒息，
内部原因不明不敢贸然进入，快来处理。”

项目负责人：“不能冒险进入，保证自身安全，现场监护，
等人到来。”

2、项目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申请提供防毒、隔离防护器
具并迅速赶至事故地点，迅速组织现场人员成立临时救援小
组，疏散现场闲杂人员，布置警戒任务，了解事故大致情况，
合理安排初期救援（包括现场安装大功率通风设备）。同时，
向公司领导、工程部报告（讲清事故地点、人员伤害严重程
度、影响范围及初期救援等情况）并通知公司安全管理部门。

项目负责人：“工程部，锅炉房施工现场发生人员中毒，受
伤人员在中水站污泥池中，解救需用隔离式长管呼吸器，快
安排人员送来，具体情况稍后汇报。”

“xxx、xxx、xxx你们3个人疏散闲杂人员，周边拉上警戒带。xxx
去工具房领取轴流风机按上。”

“汇报事故情况”

3、工程部接到报告后，立即根据现场要求安排人员领取并运
送防护器具，迅速成立应急救援小组领取相应器材赶赴现场，



同时通知救援领导小组成立事故指挥部并简介事故概况。根
据事故严重程度、人员伤亡情况，由组长安排通知相应的医
疗、消防及监察、管理部门。（工程部接到报告后的组织安
排、通知、汇报、联系等工作，现场不再实施）

4、救援过程：

1救援人员人戴上隔离式长管防毒面具、安全带，连接救生索，
佩戴检测仪器、对讲机，入池。入口处设专人监护并开启大
功率通风设备。

2及时汇报内部检测数值（一氧化碳含量和氧含量）。

3将受伤人员用绳索绑扎，通知拉人并迅速将伤员转移至通风
空旷处，立即展开现场救护工作。

项目负责人：“下去救人，佩戴好防护器材，注意保护自身
安全，时刻保持联系。抬人时注意别磕碰伤员造成二次伤害。
”

“氧含量？、co含量？”

5、人员救护及心肺复苏：

1伤员仰卧，头部尽量后仰。

2解开脖领处纽扣，清除口腔杂物以保持气道畅通。

3捏住伤员鼻子，深吸一口气，尽力张大嘴，紧包住伤员口唇，
尽力将气体吹入伤员肺腔，松开鼻，大约3秒钟再重复一次。

4胸外按压定位：将食指与中指并拢，沿一侧肋弓向内向上滑
行至两侧肋弓交界



向上两横指处。

5双手掌根重叠，十指相扣，两手臂伸直，垂直向下，均匀按
压。下压深度为4～5cm，按压频率为100次/分钟。

6胸外心脏按压与人工呼吸之比为：30∶2，直至自主呼吸恢
复或有人替换，应尽力坚持，直至医疗人员赶到。

本次演练以现场救护为重点，救护结束，实际演练即停止，
其余过程

均在现场讲解。演练应适用于鸿通公司有限空间的事故。所
以，有限空间作业注意事项应让参演职工充分领会到，深入
了解、掌握有限空间作业中的防护技能，提高有限空间事故
的应急能力。

十、演练总结

对此次演练进行分析总结，查找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修
订预案中不适合项，归纳总结演练效果，宣布演练结束。

编制：审核：核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