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篇一

(一)领导小组。在校委会的领导下，成立学校防震减灾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防震减灾工作。

组长：李享(校长)

副组长：王金福(副校长)

成员：杨映梅(教务主任)

瞿国清(政教主任)

吴晓艳(总务主任)

邹小敏(少辅导员)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负责领导、协调学校平时防震减灾工作、震时地震应急工作
和震后救灾工作。

2、制定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5、负责向上级汇报震情灾情，必要时争取外援。

二、各工作小组及职责



(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长：王金福

副组长：邹小敏

成员：罗国风、余昌悦、曹艳

主要职责：

(1)制定和定期修定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应急救援工作程序;

(2)检查督促各小组地震应急措施的落实，地震发生后提出具
体的抗震救灾建议和措施;

(5)组织学生开展防震知识的宣传、应急模拟演练，负责抗震
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

(7)起草学校开展地震应急工作的报告、总结并上报有关部门。

(二)抢险救灾组

组长：张杰

成员：闫光千、李婕、蒋仲强、

主要职责：

(1)抢救被埋压人员、重要财产、档案等;

(2)抢修被破坏的供水、供电等重要设施，尽快恢复学校基础
设施功能;

(3)及时运送重伤员和救灾物资;



(4)负责可能发生的火灾预防和扑救。

(三)应急疏散组

组长：瞿国清

成员：各班班主任、代课教师和各年级组组长

主要职责：

(1)破坏性地震或强有感地震发生时，具体负责师生就近避震，
并组织有序、快速疏散;

(3)组织师生开展避震、疏散演练;

(4)妥善安置受伤师生，做好受伤人员统计、上报工作。

(四)医疗救护组

组长：刘国荣

成员：戴纪玉、曹海波、康琴、艳

主要职责：

(1)准备必需的药品、器械和设备;

(2)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现场救护;

(3)部署救护力量，妥善安置和转送重伤员;

(4)做好学校卫生防疫和水源管理，防止疫情发生和蔓延。

(五)安全保卫组



组长：杨映梅

成员：赵宏伟陈建民冯钧。

主要职责：

(1)制定学校安全保卫措施及方案;

(2)破坏性地震或强有感地震发生后，负责重点部门(部位)的
安全保卫保护工作;

(3)维护学校治安，严防各种破坏活动;

(4)迅速检查了解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存储场所受损情况，
清除次生灾害隐患。

(六)宣传组

组长：丁小成

成员：曹玉琴陈枫孔敏君靳菊李春梅张会玲

主要职责：

(1)宣传普及地震科普知识，增强师生防震避险、自防自救能
力和地震应急应变能力;

(2)适时宣传报道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模范人物;

(3)及时向师生宣传党和政府的应急、救灾决策。

三、平时应急准备

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强化职责，责任到人，落实各项应
急措施。



2、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渠道进行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
组织、指导全校师生开展防震避震、自救互救训练，不断提
高广大师生防震抗震的意识和基本技能。

3、定期修定学校预案，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学习和熟悉预案、
应急工作程序，并适时演练;

4、制定人员疏散方案，确定疏散路线，疏散场地;

5、做好抢险救灾工具、器材、设备的准备，落实数量，明确
到人，组织抢险救灾组成员定期进行演练。

6、制定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部门、设施、线路的监控
及巡视。

四、临震应急反应

接到县政府关于我县境内地震后，全校进入临震应急期，防
震减灾领导小组成员和全体教师应迅速到抗震救灾办公室集
结，进入临震应急状态，做好地震应急的各项准备工作。

1、召开学校防震减灾领导小组紧急工作会议，通报震情，安
排部署应急措施。

2、向上级抗震救灾领导机构报告学校抗震救灾措施。

3、根据上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发布的地震动态，宣布临震应
急期的起止时间，根据震情发展趋势决定师生避震疏散时间
及场所。

4、检查学校各部门、各应急救灾小组的应急措施和防震减灾
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5、强化地震知识的宣传教育，防止地震误传和谣传，稳定社
会秩序。



6、排查学校重点部位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部位，采取紧急措
施和特殊保护措施，检查消防设施。

五、震后应急对策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领导小组即刻转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
动学校地震应急预案，统一指挥全校师生开展震后抢险救灾
工作。

1、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立即进入各自岗位履行各自职责。

2、各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3、根据灾情，组织全校师生，迅速开展自救互救;

4、建立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伤师生;

5、及时上报灾情和抢险救灾情况，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指
导;

6、必要时请求援助。

六、附则

(一)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二)本预案由学校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负责解释。

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篇二

为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避震意识，真正掌握避震和疏散安全
知识，增强自救互救能力，我校响应“5·12”防灾减灾日举
行避震逃生大演习。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2月25日

1、陈方白老师指定疏散演习的方案、疏散线路图。向各位老
师讲解疏散线路图，灾害来临疏散时的各类常识。

2、综合实践老师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让学生们全面了解防
震减灾逃生常识。

3、各班主任组织学生熟悉疏散线路图，向学生讲解正确的逃
离姿势等地震疏散时的各类常识。

4、防震减灾常识：

（1）地震知识

（2）大震的预警现象和时间

（3）做好防震准备

（4）避震要点（可参考顺子的博客，做好家庭防震准备）

（5）地震灾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

5、演习具体分工：

演习总指挥：

演习总协调：

南幢楼四楼总协调：



南幢楼三楼总协调：

南幢楼二楼总协调：

南幢楼一楼总协调：

北幢楼二楼总协调：

北幢楼一楼总协调：

西面简易房总协调：

北面简易房总协调：

各楼梯协调员：当发生灾害时，离各条楼梯最近办公室的每
位老师

演习操场指挥（总协调）：

20xx年2月26日（以听到指挥声和锣鼓声为准。）

全校师生

北幢教学楼、南幢教学楼、西面简易房、北面简易房、学校
操场。

第一个演习环节：避震演练

陈方白老师发令指挥：“全体师生请注意，现在发生地震，
请大家沉着镇定，听从指挥；请门卫（）马上关闭电源，同
时立刻躲避到课桌下面。”

1、在教室里的老师，听到信号马上将包把头部盖住。指挥学
生躲避，然后自己再寻找地方躲避。



2、在办公室老师，立刻躲避到桌子下面。

3、在室外老师，立刻寻找躲避点躲避。

第二个演习环节：疏散演习

1、地震暂时过去，可能会有余震，在教室内的老师提醒大家
不要惊慌。

2、锣鼓声响起（查玉林负责绕学校边跑边敲锣），在教室内
的班主任或任课教师，马上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向操场疏散。

3、师生按照紧急撤离线路安静、迅速、有序的从教室或办公
室撤离。教室里：学生拿书包将自己头部盖住。老师拿包盖
住自己的头部。老师在队伍前面带队，指导本班学生安全撤
离教室。他们一律采用靠右碎步小跑撤离，没有上课在办公
室内的老师到离自己最近的各个楼梯疏散口指挥学生安全撤
离。在走廊或楼梯左侧还留有通道可供救援人员通行。师生
们迅速从教学楼疏散到操场集中。

4、学生到操场后立刻到达操场固定位置（平常晨会的位置）
站好，用书包保护头部。

5、卫生老师徐晓伟老师马上带好药箱到操场，站到国旗杆边
上。

6、各班班主任清点人数。如全体撤离至操场的不用上报，如
还有学生未撤离之操场的上报陈碎媛校长处。

7、陈校长汇报：邹校长，六（1）班原有46人，其他学生已
经全部撤离。但是其中一位学生没有逃出来，不知在哪里？
请救援。

8、另一个六年级学生还没有出来，不知道在哪里，请救援。



9、消防员（老师饰演）：知道了。我们马上行动。

10、通过广播稳定被困学生情绪。陈方白老师：楼上被困的
同学请注意，请你不要盲目乱跑，要保持镇定，尽量通过各
种方法让我们看到你，等待救援，消防员叔叔马上就到。

11、六年级的被困学生站在走廊或教室窗口挥动红领巾向外
呼救，等待救援。

约需3分钟。

由老师负责照相。

在认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通过校园广播向全校师生宣传。

此预案要求全体人员共同遵照执行，并积极行动起来，努力
创建一个安全、舒适、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

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篇三

（一）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电话：

成员：

（二）应急机构的职责

1、组长职责

地震发生后，领导地震应急工作，统一组织、指挥协调抗震
减灾抢险的紧急救援工作。负责与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县
直各有关部门应急机构保持联系。

2、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1）迅速了解、收集和汇总震情、灾情，及时向中心校抗震
减灾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并及时与县直各有关部门应急机构保
持联系。

（2）协助县地震观场工作组加强余震监视和震情分析会商。

（3）组织震害损失调查和快速评估，开展地震考察、宏观异
常调查，了解和汇总应急工作情况。

（4）负责报送地震新闻宣传报道。

（5）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办理抗震减灾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它事项。

二、应急通信保障

（一）应急通信保障是应急预案实施的重要条件，一旦发生
地震，应急通信设备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二）要优先保证与县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通信。

三、应急行动方案

地震临震预发布后或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本预案并
采取紧急措施。

（一）一般破坏性地震的应急反应。

地震发生后，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
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并将震情、灾情和应急工作情况报告县
抗震减灾指挥部、宣传灾区进入震后应急期，抗震减灾应急
领导小组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具体实施地震应急预案，部署
地震应急工作。

（二）严重破坏性地震的应急反应



1、×××学校的应急行动

发生破坏性地震后，领导小组即刻转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
实施学校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开展震后抢险救灾工作。

1、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立即进入各自岗位履行各自职责。

2、根据灾情，及时组织救援队伍的任务，迅速开展自救互救。

3、各班要迅速疏散教室内学生，抢救被压人员。

4、建立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伤师生。

5、及时上报灾情和抢险救灾情况，接受上级的有关部门的指
导。

6、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

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篇四

为有效地防范和处置因干旱少雨、冰雪等恶劣气候引发的灾
害，切实保障行车和仓库物资财产安全及广大职工的安全，
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灾害防范、处置
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避免气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为公司安全发展提供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人
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森林防火条例》、《草原
防火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公司
仓库和道路运输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以下部门：

1、东区仓库

2、黄土坡仓库

3、昆沙仓库

4、小屯仓库

5、运输部

6、集装箱部（昆南项目部）

7、施救站、修理组

8、黄土坡停车场

9、公司各职能部门

公司各部门以及安技、机务、调度等相关人员发生灾情时应
立即向组长和副组长报告，并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进
行抢险，应急救援处置办公室设在安技部，电话：xx。

三、本预案启动时机

部门根据对各类气象灾害的发展态势，综合预评分析气象灾
害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
应采取的措施，即应启动本预案。

1、组长职责是及时听取事态情况报告，立即召集小组成员研
究、制定处置对策，组织开展应急工作。



2、副组长职责是在组长的统一部署下，及时向上级领导和相
关管理部门报告，并按照研究制定的处置方案，指挥各有关
部门开展应急和善后等相关工作。

3、成员职责是按照应急领导小组的指令，具体落实所负担的
职责和任务，并及时报告完成情况。

四、应急响应准备

公司各运输、仓储、安全职能部门要在特殊季节和气候变化
较大及运输旺季期间，安排专门人员（调度员）收集中、短
期气象信息，及时了解天气变化情况、车辆沿途道路通行等
情况，立即通知在途驾驶员同时做好各项应急响应准备工作。

五、处置程序

1、遇有达到启动本应急预案条件时，应及时向组长和分管领
导报告，由组长或副组长确定相关人员和职能部门负责开展
应急工作。应急指挥负责人视事态发展程度，必要时可成立
现场领导小组，部署现场处置方案，同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
确保疏运和疏散物资工作安全有序的进行。如遇暴雪，凡属
简易仓库、工棚的屋顶积雪厚度超过5厘米以上的须采用消防
高压龙头水喷去屋顶积雪和易结冰情况，结冰厚度超过2厘米
以上的采用工业用盐进行泼洒，除去结冰。如遇高温，提醒
车辆减速，防止因高温产生爆胎等事故，并采取积极措施应
对可能出现的`高温中暑事件。如遇暴雨，车辆减速慢行或到
安全地点停放，各库区须做好篷布、水桶、阴沟等准备工作，
巡视库内是否漏雨、库外排水沟是否畅通，确保客户仓储物
资安全度汛。

2、参加应急疏运和疏散物资的工作人员（装卸工）应积极配
合，齐心协力，听从现场指挥负责人的统一指挥和调度，如
现场处置需要增加人力、物力支援时，应及时向组长报告，
由组长统一协调调配。



3、根据确定的疏散、疏运方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由组长确定
设立相关的工作小组，并开展相应的具体工作。

六、应急疏散、疏运措施

1、安技部门和保安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要加大维持现场治安
保卫秩序力度，确保现场及仓库物资的安全。

2、对已经装卸危险货物、重要生产、生活等贵重物资待定但
尚未出发的货运车辆，要将车辆停放或将货物储存于应急领
导小组或物资单位指定的位置，安排人员做好看护守卫工作，
并随时准备好道路通行恢复后的启运工作。

3、在途危险货物、重要生产、生活必需物资运输车辆驾驶员、
押运人员，要切实履行职责，确保自身和货物安全的情况下，
随时保持与公司的联系，同时，服从现场疏导工作人员的指
挥，根据所载物资性质，必要时可向现场疏导工作人员或属
地公安、环保等管理机关报告相关情况，防止其它意外事故
的发生。

4、要运用gps监控系统，密切关注车辆行驶及道路通行情况，
做好车辆调度准备工作，确保在通行恢复后及时疏运物资，
确保安全，平安地将物资送达目的地。

学校防地震应急预案篇五

1.按地震成因划分，目前世界上发生的地震主要属于哪几类
型?

主要属于构造地震。据统计，构造地震约占世界地震总数
的90%以上。

2.地震的三个基本参数是什么?



地点、震级和发震时刻。

3.什么叫震源、震中、震中距?

地球内部发生地震的地方叫震源。震源在地面上的投影点称
为震中。从震中到地面上任何一点的距离称为震中距。

4.地球内部可分为几层?哪一层常发生地震?

地球内部由表及里可分为地壳、地幔、地核三个圈层。据统
计约有92%的地震发生在地壳中，其余的发生在地幔上部。

5.地球上一年大约能发生多少次地震?

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
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约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
平均一年有十几次。

6.根据成因地震分为哪几类?

种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是地壳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7.什么叫震源深度?何谓浅源地震、深源地震、中源地震?

从震中到震源的距离叫做震源深度。震源深度在70公里以内
的地震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超过300公里的地震叫深源地震;
震源深度介于70—300公里之间的地震为中源地震。

8.何谓地方震、近震和远震?

震中距在100公里以内的称为地方震;震中距在100公里—1000
公里的称为近震;震中距超过1000公里的称为远震。

9.什么是震级?影响震级的因素有什么?



震级是表示地震本身大小的等级，它与震源释放出来的能量
多少有关。能量越大，震级就越大;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
约30倍。

10.地震按震级大小可分为哪几类?

微震。

11.目前记录到的世界上最大地震是多少级?

8.9级，发生于1960年5月22日的智利地震。

12.何谓地震烈度?影响烈度的因素有哪些?

度、地质构造和地基条件等因素有关。

13.震级和烈度有何不同?

震级反映地震本身的大小，只跟地震释放的能量多少有关，
它是用“级”来表示的;而烈度则表示地面受到的影响和破坏
程度，它是用“度”来表示。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而烈度
则各地不同。

14.何谓等烈度线?等烈度线图的作用何在?

等烈度线是地面上各相同烈度点的连线。等烈度线图绘出了
地震影响的总轮廓，为我们进行震灾快速评估、部署抗震救
灾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15.什么叫地震序列?什么叫主震、余震和前震?地震序列一般
分为哪几种类型?

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在同一震源区的一系列大小不同的地震，
且其发震机制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或有共同的发震构造的一组
地震总称地震序列。



一个地震序列中最强的地震称为主震;主震后在同一震区陆续
发生的较小地震称为余震;主震前在同一震区发生的较小地震
称为前震。地震序列可分为以下几类：

(1)震群型—没有突出的主震，主要能量是通过多次震级相近
的地震释放出来的;

(2)孤立型(单发性地震)—其主要特点是几乎没有前震，也几
乎没有余震。

17.什么是破坏性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

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一定数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震事
件。

严重破坏性地震是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使灾区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需要国家采取救援行动的地震
事件。

18.何谓城市“直下型地震”?最典型的城市“直下型地震”
是那几次?

在大城市及其周围地下发生的地震称为城市“直下型地震”，
这一名词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这类地震往往会造成城市较大
的损失。

最典型的城市“直下型地震”是1976年的我国唐山地震
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

19.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验震器)是谁发明的?用于何年?

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我国东汉科学家张衡发
明的;于公元132年记录到陇西大地震。

20.我国最早的地震台和地震遥测台网建于何时何地?



。1980年进行第二次扩充，实施加密工程。1990年大同地震
后，进行第三次扩充，实施“华北台网联网”工程。

21.地震横波与纵波有何区别?

破坏力大，横波的水平晃动力是造成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

22.什么是地震带?世界上有哪几个大地震带?

地震发生较多又比较强烈的地带，叫地震带。世界主要有两
大地震带：

(1)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从印度尼西亚经缅甸到我国横
断山脉、喜马拉雅山区，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细亚到地
中海及其附近地区，释放能量占全球地震释放能量的24%。

23.为什么说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据统计，我国大陆地震约占世界大陆地震的三分之一。我国
处在世界上两大地震带之间，有些地区本身就是这两个地震
带的组成部分，并且广大地区都受它的影响。

24.我国地震较多的省(自治区)是哪几个?

我国地震较多的省(区)依次是台湾、西藏、新疆、云南和四
川等。

25.什么叫“南北地震带”?

从我国的宁夏，经甘肃东部、四川西部、直至云南，有一条
纵贯中国大陆、大致南北方向的地震密集带，被称为中国南
北地震带，简称南北地震带。该带向北可延伸至蒙古境内，
向南可到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