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通用5
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
用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篇一

2)透过管理协调“人自身”及“人d机”系统的关系，以实现
整个系统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经营单位职工对生产安全所持的态度、
人的潜力和人的技术水平是决定能否实现事故预防的关键因
素，提高人的素质能够提高事故预防和控制的可靠性。采取
措施，万一发生事故，也只能在局部，不会蔓延。

“提高系统安全保障潜力”和“将事故控制在局部”是事故
预防的两个关键点。

2)从事故发生后损失控制的角度制定应急预案

从事故发生后损失控制的角度看，事先对可能发生事故后的
状态和后果进行预测并制订救援措施，一旦发生异常状况：

(1)能根据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进行救援处理。

(2)可最大限度地避免突发性重大事故发生。

(3)减轻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4)同时又能及时地恢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不能停留在纸上，要经
常演练，才能在事故发生时做出快速反应，投入救援。

“及时进行救援处理”和“减轻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是事故
损失控制的两个关键点。

综上所述，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原则是“以防为主，防
救结合”。

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篇二

(1)事故预防：透过危险辩识、事故后果分析，采用技术和管
理手段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且使可能发生的事故控制在局
部，防止事故蔓延。

(2)应急处理：万一发生事故(或故障)有应急处理程序和方法，
能快速反应处理故障或将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

(3)抢险救援：采用预定现场抢险和抢救的方式，控制或减少
事故造成的损失。

1、重大事故需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生产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
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个性是化学工业在
生产过程中超多使用易燃、易爆、有毒及强腐蚀性原料，在
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爆炸、火灾、中毒、放射等
事故也越来越多，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据美国芝加哥安全咨询公司统计，1957-1986年发生的100例
损失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重大爆炸火灾事故中，炼油厂占42
例。国内1950-1979年统计的186起爆炸事故中，与油气泄漏



有关的事故有48起。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故中，
由于化学物质引起的爆炸事故占50%之多。

如：1947年美国发生硝酸铵爆炸事故，造成576人死亡，3000
多人受伤；1984年印度博帕尔市的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农药厂
毒气泄漏，造成2500人死亡，20多万人中毒，5万人失明，10
万人终生致残。

因此，易燃、易爆、有毒的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运输、
使用的过程中，务必严格按照工艺操作规程和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进行操作和使用，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对生产装置设
备进行安全检查，对危险场所和部位进行安全状况的评估并
纳入特殊管理。

例如，氨水(nh3~h2o)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
气味。它的危险特性是易分解放出氨气，温度越高，分解速
度越快，可与空气构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若遇高温，容器
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因此，当氨水在生产和储
存中到达必须量时就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制定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根据国家有关规范，氨水生产、使用、储存区域应划
为防爆区，相应的电气设备应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储存仓
间应阴凉、干燥、通风、储存地点要远离火种、热源。要防
止阳光直射；持续容器密封；应与酸类、金属粉末等分开存
放；露天储罐夏天应有降温措施；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
体防护；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运输应按
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上述环节与
要求若在氨水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得到
严格遵循，出现了偏差，就可能酿成事故。另外，还务必预
测可能发生事故的严重程度，定期进行预案演练，一旦重大
事故发生时，就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按照正确的方法
和程序进行处置，有效地控制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2、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扩展到各行各业



目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已从化工行业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
从针对化学事故的对策发展到多灾种预防和救援。涉及各生
产经营单位的灾种主要有火灾、爆炸、中毒、工伤事故、自
然灾害等，都应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以下三大类单位
要加强检查和监控，制定切实可行的事故应急预案。

(1)涉及易燃易爆和危险品生产的企业，如石化、油库、煤矿、
烟花爆竹、小火药厂点等。

(2)公共场所，如机场、车站、码头及大型商场、影剧院、娱
乐、餐饮等人员聚集场所。

(3)要害设施，如飞机、火车、客运汽车、客运船舶等。

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职责制，加强安全生
产的日常管理和现场安全检查，严格按有关规定组织生产经
营活动；要及时查出隐患，认真进行整改，制定安全防范措
施，保证安全生产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防止出
现新的事故隐患；要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得安排没
有取得特种作业资格的职工从事特种作业，制定好本单位的
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篇三

1、编制目的

为了用心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及时组织和协调各方面
救援力量，预防和减少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结合我矿实际，按
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原则，特制定本方案。

2、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全矿各科室、各井口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
气体中毒、高温中暑、冻伤等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行
动.

二、应急组织机构

1、指挥领导小组

组长：×××(矿长)

副组长：×××(技术副矿长)

成员：×××(生产副矿长)×××(机电副矿长)

×××(安全副矿长)×××(安全副矿长)

×××(采煤技术员)×××(通风技术员)

×××(测量技术员)×××(机电技术员)

职责:

(1)组织制定矿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指挥、协调整体应急反应行动。

(3)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组织机构进行联络。

(4)监督应急操作人员的行动。

2、应急救援行动组

组长:×××

组员:×××、×××、×××、×××、×××、×××



职责:

(1)一旦发生事故，小组成员务必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听
从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

(2)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抢救人员，避免事故扩大
化，减少事故损失。

3、应急通讯联络组

组长:崔九法

组员:王俊琪、王庆、秋景军、

职责:

确保领导小组与各应急小组间信息的及时准确传达。

4、应急医疗救护组

组长:荣兵兵

组员:武贵芳、荣彦成、李善忠、张建新

职责:

负责营救、转移事故中的受伤人员，清点事故在场人员数，
核实人员受伤状况。

5、治安维护组

组长:王春才

组员:孙鹏飞、李永泉、梁星星、胡良玉



职责:

维护事故发生后的矿区治安，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
控制事故区域人员车辆的进出。

6、救援运输组

组长:李彦红

组员:杨威、张变秀、荣命斌、侯建卫

职责:

负责事故中伤员的运输，负责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运输。

7、外部联络机构

救护队值班电话:8083047

人民医院值班电话:8082171

煤炭局调度室值班电话:8083066

三、应急救援程序

事故报告一应急救援现场自救互救一封闭现场一对外联络一
联合救护一事故分析职责落实

1、现场急救互救：各岗位工作人员均应掌握心肺复苏及外伤
急救包扎技术，备有现场急救包。一旦发生事故，便于现场
急救互救，并及时对外联系，争取应急救援。

2、建立应急救援联络通讯系统，各岗位人员要熟知职业病危
害事故应急救援联络电话，以便事故发生后及时报告、联系，
取得救援。



3、封闭现场：发生事故时除参与救援人员外，疏导无关人员
迅速撤离现场，封闭现场以免造成混乱，不利于急救和事故
处理及分析。

四、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的应急救援措施

1、最早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的部门及人员，应立即向调度室
报警，并采取一切措施切断职业病危害事故源。

2、调度室接到报警后，应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快速查明发生
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地点、范围，下达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的指
令，同时发出警报，通知领导小组成员及医疗救护队伍和各
专业队伍迅速赶往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

3、领导小组成员根据职业病危害事故性质和规模，通知通讯
组迅速向上级部门报告职业病危害事故状况。

4、领导小组成员到达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后，根据职业病危
害事故状态及危害程度作出相应的应急决定，并命令各应急
救援组立即开展救援。如职业病危害事故扩大时，应请求支
援。

5、当职业病危害事故得到控制，立即成立职业病危害事故调
查小组，调查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原因和研究制定防范措施，
并成立抢修小组，研究制定抢修方案并立即组织抢修，尽早
恢复生产。

五、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一)综合防尘措施

1、采取有效的综合防尘降尘措施。

2、加强通风管理，确保供风充足。



3、佩戴好防尘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二)噪音防护措施

1、持续设备的经常性完好，发挥设备本身的消音降噪功能，
如果设备发生故障，噪音指标超过国家环保标准时，要立即
进行检修，直到贴合标准才可使用。

2、工作人员配备切实有效的劳动保护用品。

3、对于突发性噪声，提前通知附近的工作人员，做好安全防
护，其他能够人为控制的突发性噪声应尽量做到“以人为
本”的原则，使噪声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4、在设备选型时选取低噪声的设备。

5、对职工进行定期体检，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6、加强设备维修，减少机械老化带来的噪声。

(三)高溢防护措施

1、在高温季节来临时，应准备好职工的防暑降温用品和物资。

2、加强工作现场温度监测。

3、加强职业危害学习培训。

(四)有毒有害气体防护措施

1、加强气体监测。

2、加强通风管理。

3、准备好个人防护用品。随身携带自救器。



4、加强职工培训，掌握自救互救知识。

六、有关规定和要求

1、为了能在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后，做到反应迅速、处置得
当，矿内所有有关部门及人员，务必认真学习本应急救援预
案。各井、各科室，要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应急救援知识教
育，每年组织一次专业分工的演练，保证救援物资及器材的
完备和充足供应。

2、应急救援小组，在落实好日常值班制度、检查制度、例会
制度的同时，要针对发现和存在的问题，用心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对本预案加以不断提高、改善和完善。

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篇四

1）生产经营单元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本单
元、本系统人员死亡或严重危险、装备和状况遭到严重破坏
而又具有突发性的灾害，如火灾、爆炸、毒气泄漏等。

2）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以起劲庇护人身平安为第一目的，同
时兼顾装备和状况的防护，尽量削减灾害的损失水平。

3）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对紧急状况的处置法式和措施。

4）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连系现实，措施明确具体，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

5）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适宜国家法令、律例的划定。

防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总结篇五

事故和事故后果进行分析，根据重大危险源的潜在事故和事
故后果进行分析来编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因此，编制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的依据就是危险源的潜在事故和事故后果分析。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可参照我国《重大危险源辨识

标准》gb18218—进行。

潜在事故和事故后果分析就是系统地确定和评估重大危险源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故和可能导致什么紧急事件，后产生什么
严重后果，危害程度如何等。

潜在事故和事故后果分析不但要分析那些容易发生的事故，
还应分析虽不易发生却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

生产经营单位所作的危险源事故后果分析包括以下资料：

1）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故类型，应包括被思考的最严重事件；

2）导致那些最严重事件发生的过程；

3）对潜在事故的描绘（如容器爆炸、管道破裂、安全阀失灵、
火灾等）；

4）对泄露物质数量的预测（有毒、易燃、爆炸）；

5）对泄露物质扩散的计算（气体或蒸发液体）；

6）有害效应的评估（毒、热辐射、爆炸波）；

7）非严重事件可能导致严重事件的时间间隔；

8）如果非严重事件被中止，它的规模如何；

9）事件之间的联系；

10）每一个事件的后果。



为了在安全贮存、化学品的管理和处置方面完善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要重点分析重大危险源所存在的危险物质的.危险性，
可从生产厂家附带的危险物质说明书中获得危险物质的特性。

2．编制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