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 灭火和
疏散应急预案(大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一

灭火疏散预案，是通过对火灾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公安
部所形成的灭火战术和疏散手段的总体构思，是灭火、应急
疏散预案的核心部分。公安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制定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机构

组织包括：灭火行动组、通信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
护救护组。

1.灭火行动组。由单位所属消防、保卫以及重点部位人员等
参加。主要任务是具体组织指挥灭火救援相关的工作。

2.通信联络组。由办公室通信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及时汇
集了解、分析、通报事态信息，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联络
应急救援专业组织、现场指挥机构与上下之间的通信联络。

3.疏散引导组。由单位重点部位、场所的人员组成。主要负
责紧急情况下现场人员、物资的疏散引导等任务。

4.安全防护救护组。由单位后勤、工程、医疗等部门人员组
成。主要负责组织医务人员、救护车辆及时救护治疗受伤人



员，负责紧急情况下现场断(供)电、供(排)水、断气、通信、
破拆、清障、抢运任务，负责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和看守巡逻
任务。

（二）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单位的某个部位发生火灾时，应立即报告“119”火警调度指
挥中心，在报警时应说清楚着火的单位、着火部位、着火的
物质及有无人员被困，并说清楚单位在哪一条路、报警电话
号码、报警人姓名；同时还要报告本单位值班领导和有关部
门。单位领导接警后，立即按照预案调动各方面人员赶赴火
场进行灭火。

（三）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发生火灾后，首先要了解火场有无被困人员及其所在的地点
和抢救通道，以便进行安全疏散。当遇有居民住宅、集体宿
舍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起火，人员安全受到威胁时，或因
发生爆炸燃烧，在建筑物倒塌的现场或浓烟弥漫、充满毒气
的房间里人员受伤、被困时，指挥人员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
措施，积极组织抢救和疏散。

1.人员聚集场所组织程序和措施?

影剧院、歌舞厅、医院、学校以及商场、集贸市场等人员聚
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在场人员有因烟气中毒、窒息以及被
热辐射、热气流烧伤的危险，如果组织疏散不力，就会造成
重大伤亡事故。因此，人员疏散是头等任务，在制订安全疏
散方案时，要按照人员的分布情况，制订发生火灾情况下的
安全疏散路线，并绘制平面图，用醒目的箭头表示出口和疏
散路线。

2.物资的疏散组织程序和措施



火场上的物资疏散应有组织地进行，防止火势蔓延和扩大，
其疏散程序是：疏散那些可能扩大火势和有爆炸危险的物资，
如起火点附近的汽油、柴油桶，充装有气体的钢瓶以及其他
易燃易爆和有毒的物品；疏散性质重要、价值昂贵的物资，
如档案资料、高级仪器、珍贵文物以及经济价值大的原料、
产品、设备等；疏散影响灭火战斗的物资，如，妨碍灭火行
动的物资、怕水的物资(糖、电石)等。

组织疏散要求将参加疏散的职工或群众编成组，指定负责人，
使整个疏散有序地进行。先疏散受水、火、烟威胁最大的物
资；疏散出来的物资应堆放在上风向的安全地点，不得堵塞
通道，且指派专人看护；尽量利用各类搬运机械进行疏散，
如企业单位的起重机、输送机、汽车、装卸机等；怕水的物
资应用苫布进行保护。

（四）扑救初期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扑救初期火灾应及时、快捷。发现火灾时，指挥员通过火情
侦查，迅速对火场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合理分配灭火力
量和部署灭火任务。措施主要是使用消防设施、器材的调集；
进攻的途径、水枪阵地的选择、供水的组织；救人、通讯、
疏散物资的方法等。预案在表达灭火部署和措施时要详细具
体，叙述任务要按照先主要，后次要；先义务消防队，后专
业消防队；先灭火战斗，后协调保障的顺序进行。

扑救初期火灾的程序和措施除有文字表达外，还应由灭火疏
散图来直观反映。灭火疏散图是依据单位基本情况，假设火
灾情况、灭火部署的顺序标绘。其内容和顺序是：绘制地图；
标绘单位基本情况；按假设火灾情况标画火情态势；按灭火
战斗部署标画各单位位置、运用的战术手段和协同保障措施
等。

（五）通信联络、安全防护的程序和措施



通信联络首先要保证应急救援专业组织与应急指挥机构之间、
各相关专业之间、现场指挥机构与上级之间的通信联络的畅
通。必要时，还可指明重要的信息规定及重要标志的样式。
安全防护预案重点明确不同区域的人员分别应采取的最低防
护等级、防护手段和防护时机；在某些特定的化学物品的火
灾事故中，还必须采取特殊的安全防护措施。负责安全救护
的人员应熟悉应急物资器材的储备量及储存位置、储存的品
种，尤其要特别注意标明急救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储存状况
及供给渠道。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二

20xx年8月1日，巴拉圭亚松森市一超市发生特大火灾，共造
成504人死亡。悲剧的造成，“护财害命”的超市老板难辞其
咎。火灾发生后，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组织顾客逃生，
而是防止商品被哄抢，所有6处进出口大门一度被全部关闭，
导致超市内的上千名顾客无法及时逃生，不少人活活被烟熏
倒而死或被熊熊大火吞噬。如果超市及时进行应急疏散，也
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命。城市是人口、财富最密集的地
区，也是区域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
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我国
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火灾风险日益增大。如何进行有效的
灭火及安全疏散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则
是灭火及安全疏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为保证迅速、有序、有
效地开展灭火与救援行动、降低火灾损失、减少人员伤亡而
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它是在辩识和评估潜在的重大
火险、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过程、后果及影响严重程度
的基础上，对应急机构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物
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作出的具体安排。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制定，定期组织消
防演练”。随着我国有关制定事故应急预案的法律法规相继
出台，企事业单位开始了的编制工作，表明了企事业单位对
制定工作的重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然而，从目前企事
业单位编制的的总体情况来看，水平参差不齐，与开展灭火
和应急疏散工作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只是一份文件或一个规定，
而中应该包括的核心内容都未能反映，将预案与条例混淆。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和编制未能充分明确和考虑自身可能存在
的重大危险及其后果，也未能结合自身灭火和应急疏散能力
的实际，对灭火和应急疏散的一些关键信息，如火险分析、
支持保障条件、决策、指挥与协调机制等缺乏详细而系统的
描述，导致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差。

尽管编制在灭火和应急疏散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有了，
并不等于灭火和应急疏散等救援工作就有了保障。能否在灭
火和应急疏散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不仅仅取决于预案本
身的完善程度，还取决于的实施情况，包括预案的宣传，落
实预案中所需的机构、人员及各种资源，开展培训，进行定
期演习等。

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火灾发生过程中的救援措施，还应该包括
火灾发生前的各种准备和火灾发生后的恢复以及预案的管理
与更新等。

无论是何种，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方针和原则，作为开展灭火
和应急疏散工作和纲领。方针与原则反映了企事业单位发生
火灾后灭火救援工作的优先方向、政策、范围和总体目标，
灭火和应急疏散的策划和准备、的制定和现场救援及恢复，
都应当围绕方针和原则开展。

最重要的是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而，灭火和应急疏散



策划必须明确预案的对象和可用资源情况，全面系统的认识
和评价所针对的潜在火灾危险的基础上，识别出其性质、区
域、分布及火灾后果，同时，根据火灾危险分析的结果，分
析灭火和应急疏散救援力量和可用资源情况，为灭火和应急
疏散提供建设性意见。

危险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明确灭火和应急疏散的对象（即存
在哪些火灾危险）、火灾性质极其影响范围、后果严重程度
等，为灭火和应急疏散准备、响应和降低火灾损失提供决策
和指导依据。危险分析的结果应能提供：

a.建筑分布、功能及使用情况；

b.重大或较大火灾危险分布情况及主要危险物质种类、理化
性质等；

c.可能的火灾事故及其后果影响分析；

d.特定的时段（例如，人群高峰时段）；

e.可能影响灭火和应急疏散的不利因素

针对火灾危险分析所确定的主要危险，应明确灭火和应急疏
散所需的各种资源，分析已有的灭火和应急疏散资源和能力，
包括灭火和应急疏散设施、救援物资中的不足，为灭火和应
急疏散和预案的编制提供指导。

灭火和应急疏散有关法律法规是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的
重要前提保障。应列出国家、省、地方涉及灭火和应急疏散
各企事业单位的职责要求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有关的法律法
规文件，作为编制的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四
川省消防条例》等。



能否在灭火和应急疏散中发挥作用，不仅仅取决于灭火和应
急疏散自身的完善程度，还取决于灭火和应急疏散准备的充
分与否。

为保证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反应迅速、协调有序，必须建立
完善的应急机构组织体系，包括灭火和应急疏散领导机构、
应急响应中心以及相关机构等，对承担任务的部门或个人应
有明确规定。

灭火和应急疏散资源是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的重要保障，应
根据潜在的火灾危险和后果分析，合理组建灭火和应急疏散
力量，配备所需仪器设备（如灭火器、自动灭火设施），并
定期检查、维护与更新，始终保证处于完好状态。

针对潜在的火灾危险，对所有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开展
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训，保证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具备相
应的救援能力。

预案演习是对灭火和应急疏散能力的一个综合检验，能使灭
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进入“实战”状态，熟悉整个灭火和
应急疏散工作的程序，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协同作战能力，
保证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协调、有效、迅速地开展。同时，
应对演习的结果进行评估，分析预案存在的不足，并予以改
进和完善。

人们消防安全意识是火灾中减少伤亡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
面。作为灭火和应急疏散准备工作的一项内容，平时就应注
重对员工的日常消防安全教育，使其了解潜在火灾危险，掌
握必要的消防逃生自救知识，了解常用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
和疏散线路及集合点。

应急响应包括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中需要明确并实施的核心
功能和任务。



准确了解火灾大小、地点等初始信息是决定启动灭火和应急
疏散的关键，接警作为应急响应的第一步，必须对接警要求
作出明确规定，保证迅速、准确的向报警人员询问火灾现场
的重要信息。接警人员接警后，应按预先确定的通报程序，
迅速向有关机构发出火灾事故通知，以采取相应行动。

灭火和应急疏散往往涉及单位多个部门，因此，对灭火和应
急疏散行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是有效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的
关键。建立统一的指挥、协调和决策程序，便于迅速有效地
进行响应决策，确立灭火和应急疏散行动优先原则，指挥协
调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行动，合理有效地调配和使用灭
火和应急疏散资源。

当火灾发生后，不足以控制，可对建筑物内人员造成威胁时，
应及时启动警报系统，向单位内人员发出警报，同时通过如
广播系统等发出紧急公告，告知发生什么情况，对自己可能
带来的威胁，自我保护措施，疏散线路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以便人们能及时作出自我防护。

通讯是指挥、协调和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保障，在现场指挥、
消防控制室、各灭火和应急疏散机构、医院和消防队之间，
必须建立完善的通讯网络，并在灭火和应急疏散过程中，始
终保持通讯网络畅通。

在灭火和应急疏散必须对火灾发展态势及影响及时进行动态
的监测。火灾检测在灭火和应急疏散行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决策支持作用，其结果不仅是控制火灾现场，也是保障灭火
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安全的重要依据。

为保障现场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火灾事故现
场建立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是十分必要的.，目的是防止
与灭火和应急疏散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人群疏散是减少人员伤亡扩大的关键。应当对疏散的紧急情



况和决策、预防性疏散准备、疏散区域、疏散距离、疏散路
线、疏散运输工具、安全庇护场所以及回迁等作出细致的规
定和准备，应考虑疏散人群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老、
弱、病、残等特殊人群的疏散等问题。

火灾发生后，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公众及媒体的关注。应将火
灾信息、影响、救援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消除恐慌心理，
避免公众的猜疑和不满。

在火灾发生后，必须对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自身的安全
问题进行周密的考虑，包括安全预防措施、个人防护、现场
监测等，明确紧急撤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的条件和程
序，避免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人员受火灾伤害。

现场恢复是在火灾被控制扑灭后进行的短期恢复，并意味着
救援工作的结束，并转进入到另一工作状态，即现场恢复到
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大量的经验教训表明，在现场恢复的
过程中往往仍存在潜在的危险，如余烬复燃、受损建筑倒塌
等。如1994年珠海市“6·16”特大火灾和厂房倒塌事故就是
在火灾现场恢复过程中，厂房倒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
训极为深刻。所以，应充分考虑现场恢复过程中的危险，制
定现场恢复程序，防止事故发生。

是灭火和应急疏散工作的指导文件。应当对预案的制定、修
改、更新、批准和发布作出明确的管理规定，并保证定期对
预案进行评审，针对单位实际情况的变化以及预案中暴露出
的问题，不断更新、完善和改进。

的编制直接关系到企事业单位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编制
涉及面多，操作难度和实际阻力有时还很大，应引起足够的
重视。

2、《灭火基础》，公安部消防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xx年



3、《事故调查与分析技术》，蒋军成，化学工业出版
社，20xx年

4、《中国火灾统计年鉴》，公安部消防局，中国人事出版社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三

1、，每年演练二次；

2、须制作周密计划，报安全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3、进行灭火和疏散演练时，应设置明显标识，并事先告知演
练范围的人员；

4、对演练所使用的器材和物品进行检查、使各类器材处于良
好状态；

5、演练结束后，要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讲评，提高预案演练的
水平。

（一）义务消防队的组织管理制度

2、保卫处派专人负责组织义务消防队的.定期消防知识授课
和训练；

3、义务消防队每年进行1—2次，不少于二天（全年不少于三
天）的业务学习和训练；

6、义务消防队每年年末应组织一次该年度工作总结表彰。

（二）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

1、明确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的具
体防火防爆要求和操作规程；



2、管理要定岗、定人、定点、定容器、定量和定防火措施；

3、生产、储存、经营、使用地点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并有醒
目的防火防爆警示牌；

4、防雷、防静电须制定严格的检测制度并保证落实到位。

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1、确定用火区域用火管理范围及管理对象；

2、划分用火作业级别和动火及取暖用火等审批权限手续；

3、严禁擅自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进行明火作业及取暖；

5、电器、电热设备消防管理责任定人、定位；

6、严禁私拉乱接电线，如需接线，经报有关单位安排电工实
行；

7、动火作业（施工）结束后应对作业现场进行检查，确认安
全后方可离开；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四

总指挥：__

副总指挥：__

各行动小组分工：__

1．通讯联络组

组长：__



组员：__

2．灭火行动组

组长：__

组员：__

3．疏散引导组

组长：__

组员：全体班主任

4．安全防护组

组长：__

组员：全员值日教师

5．医疗救护组

组长：__

组员：__

6．后勤保障组

组长：__

组员：__

二、报警程序和接警处置程序

1．无论任何部门（人员）发现火灾应立即向校办公室报警，



并直接向公安消防队报警（119）。

2．报警时要沉着冷静，要讲清楚以下内容：

（1）报警人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电话；

（2）失火的准确地理位置；

（4）耐心回答119接警人员的询问。

3．办公室接到报警后，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3）门卫值班人员在火灾事故期间，严格控制出入车辆和人
员。

三、应急疏散组织程序和措施

疏散引导组在发生火灾时，先疏散被火势围困的人员，其次
再进行火势周围的物资疏散，同时要注意疏散人员自己的安
全，疏散后的物资要放在不影响消防通道和远离火场的安全
地点，并安排人员看护，以确保安全。

1．在疏散时，要先疏散易燃物和贵重物资。

2．消防队到达火场后，应听从公安消防人员的指挥进行疏散
工作。灭火行动路线和应急疏散逃生路线同我校防震防灾疏
散逃生路线。

四、灭火行动组扑救初期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2．灭火行动组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时，如发现有人员被火势围
困，应先救人，后救火；如发现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受到火
势威胁时，应迅速组织人员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转移到安全
地点。



3．如起火物为化学药品或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时，应在确定无
爆炸危险的情况下，用干粉灭火器、沙子等物品进行扑救，
用水将周围的可燃物品淋湿，但严禁用水扑救化学药品或易
燃易爆危险物品火灾；如不能确定有无爆炸危险的，应在安
全地点做好准备，等待消防部门的指挥人员的调令和火灾现
场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命令。

4．在公安消防队到达火场后，应听从公安消防部门指挥人员
的指挥，配合灭火工作。

五、通讯联络、安全防护、医疗救护和后勤保障的程序和措
施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五

为迅速有效扑救火灾，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火灾造成的人身
伤亡的财产损失，结合我单位情况，制定此预案。

一、火灾被发现后，消防安全负责人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火灾
扑救及人员疏散，并在消防队员到达后协助消防队员进行灭
火、疏散等项工作。

二、由员工负责组织引导人员，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箭头所指
导方向，由最近的安全出口疏散到安全地方。

三、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

四、119报警内容为：

1、何种物质起火（建筑物是平房还是楼房、楼层；草垛距离
其它可燃物或建筑物距离；有无液化气罐等易燃易爆物品；
建筑物内是否有人被困）。

2、起火时间、燃烧范围、火势蔓延方向，周围环境情况。



3、火灾发生地的详细地址（街道名称、门牌号码或附近的标
志性建筑物，如单位、商店）

4、报警人姓名、电话。

5、报警人要在报警后，立即赶到消防队指定的主干道口或报
警中消防队确认的标志性建筑物处等待、迎接消防车，在发
现消防车或听到警报声后，接车人可采取招手、呼喊或摇动
手电筒等方式，提示消防队接车人在此等待消防车、并指引
消防车沿最近路线，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火灾现场，及时进
行火灾扑救。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六

灭火疏散预案，是通过对火灾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公安
部所形成的灭火战术和疏散手段的总体构思，是灭火、应急
疏散预案的.核心部分。公安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制定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组织包括：灭火行动组、通信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
护救护组。

1. 灭火行动组。由单位所属消防、保卫以及重点部位人员等
参加。主要任务是具体组织指挥灭火救援相关的工作。

2. 通信联络组。由办公室通信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及时汇
集了解、分析、通报事态信息，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联络
应急救援专业组织、现场指挥机构与上下之间的通信联络。

3. 疏散引导组。由单位重点部位、场所的人员组成。主要负
责紧急情况下现场人员、物资的疏散引导等任务。

4. 安全防护救护组。由单位后勤、工程、医疗等部门人员组



成。主要负责组织医务人员、救护车辆及时救护治疗受伤人
员，负责紧急情况下现场断(供)电、供(排)水、断气、通信、
破拆、清障、抢运任务，负责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和看守巡逻
任务。

单位的某个部位发生火灾时，应立即报告“119”火警调度指
挥中心，在报警时应说清楚着火的单位、着火部位、着火的
物质及有无人员被困，并说清楚单位在哪一条路、报警电话
号码、报警人姓名；同时还要报告本单位值班领导和有关部
门。单位领导接警后，立即按照预案调动各方面人员赶赴火
场进行灭火。

发生火灾后，首先要了解火场有无被困人员及其所在的地点
和抢救通道，以便进行安全疏散。当遇有居民住宅、集体宿
舍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起火，人员安全受到威胁时，或因
发生爆炸燃烧，在建筑物倒塌的现场或浓烟弥漫、充满毒气
的房间里人员受伤、被困时，指挥人员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
措施，积极组织抢救和疏散。

影剧院、歌舞厅、医院、学校以及商场、集贸市场等人员聚
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在场人员有因烟气中毒、窒息以及被
热辐射、热气流烧伤的危险，如果组织疏散不力，就会造成
重大伤亡事故。因此，人员疏散是头等任务，在制订安全疏
散方案时，要按照人员的分布情况，制订发生火灾情况下的
安全疏散路线，并绘制平面图，用醒目的箭头表示出口和疏
散路线。

火场上的物资疏散应有组织地进行，防止火势蔓延和扩大，
其疏散程序是：疏散那些可能扩大火势和有爆炸危险的物资，
如起火点附近的汽油、柴油桶，充装有气体的钢瓶以及其他
易燃易爆和有毒的物品；疏散性质重要、价值昂贵的物资，
如档案资料、高级仪器、珍贵文物以及经济价值大的原料、
产品、设备等；疏散影响灭火战斗的物资，如，妨碍灭火行
动的物资、怕水的物资(糖、电石)等。



组织疏散要求将参加疏散的职工或群众编成组，指定负责人，
使整个疏散有序地进行。先疏散受水、火、烟威胁最大的物
资；疏散出来的物资应堆放在上风向的安全地点，不得堵塞
通道，且指派专人看护；尽量利用各类搬运机械进行疏散，
如企业单位的起重机、输送机、汽车、装卸机等；怕水的物
资应用苫布进行保护。

扑救初期火灾应及时、快捷。发现火灾时，指挥员通过火情
侦查，迅速对火场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合理分配灭火力
量和部署灭火任务。措施主要是使用消防设施、器材的调集；
进攻的途径、水枪阵地的选择、供水的组织；救人、通讯、
疏散物资的方法等。预案在表达灭火部署和措施时要详细具
体，叙述任务要按照先主要，后次要；先义务消防队，后专
业消防队；先灭火战斗，后协调保障的顺序进行。

扑救初期火灾的程序和措施除有文字表达外，还应由灭火疏
散图来直观反映。灭火疏散图是依据单位基本情况，假设火
灾情况、灭火部署的顺序标绘。其内容和顺序是：绘制地图；
标绘单位基本情况；按假设火灾情况标画火情态势；按灭火
战斗部署标画各单位位置、运用的战术手段和协同保障措施
等。

通信联络首先要保证应急救援专业组织与应急指挥机构之间、
各相关专业之间、现场指挥机构与上级之间的通信联络的畅
通。必要时，还可指明重要的信息规定及重要标志的样式。
安全防护预案重点明确不同区域的人员分别应采取的最低防
护等级、防护手段和防护时机；在某些特定的化学物品的火
灾事故中，还必须采取特殊的安全防护措施。负责安全救护
的人员应熟悉应急物资器材的储备量及储存位置、储存的品
种，尤其要特别注意标明急救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储存状况
及供给渠道。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篇七

为了及时灭火和疏散人员，避免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
失，特制定此预案。

“一部、六组”即：指挥部、灭火行动组、疏散引导组、通
讯联络组、安全防护组、救护组和后勤保障组。

（一）指挥部人员组成

总指挥：总经理

副总指挥：副总经理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保安部经理

成员：综合办公室主任、工程部经理、客物部经理、中控室
主管、保安部主管

地点：由指挥部人员设定

电话：人员联系电话要进行登记备案

（二）各组组成人员、负责人及职责

1、灭火行动组：由警队20人担任

负责人：保安部带班主管、警队班长为义务消防队队长

职责：扑灭火灾和防止火势蔓延

2、疏散引导组：各客户行政负责人25人，客物部4人

负责人：客物部带班经理、各客户主管行政负责人



职责：引导客户从消防安全通道疏散到安全地方避免拥挤损
伤

负责人：中控室主管、客户行政负责人、保安部

职责：保证各组与指挥部的通讯联络及情况的反馈

4、安全防护组：警队5人

负责人：由警队副队长负责

职责：守护大厦各个出口，防止坏人进行破坏

5、救护组：工程部综合维修4人、综合办公室2人、财务部2
人

负责人：综合办公室主任

职责：救护受伤人员

6、后勤保障部：工程部10人

负责人：工程部带班经理或主管

职责：提供水、供火场用灭火器、断电及抢险工具等

（一）指挥部应急程序和措施

1、指挥部人员集合，指挥部成员（成员不在岗的，由带班主
管代替）接到通知后立即到消防中控室（根据具体情况可直
接在火场适当位置组成临时指挥部，以便迅速有效的指挥）。

2、调集灭火组控制火点消灭火灾，防止火势蔓延。

3、下达疏导客户指令。根据现场火情情况，利用应急广播或



电话通知疏导组到现场疏导客户撤离现场。

4、下达启动消防设施指令。

5、调集物业公司各部门人员抢险救灾，根据现场情况及时
报“119”和封楼。

（二）灭火组应急程序和措施

1、灭火区域的单位领导和义务消防队员要立即用灭火器、消
火栓扑救初期火灾。

2、警队后勤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到火场灭火。

3、灭火区域相邻单位有关人员将易燃物品按统一指挥及时搬
到安全地点防止火势蔓延。同时听从指挥。

4、消防中控室根据火场情况和指挥部的指令进行启动相应的
消防设施。

（三）疏散组的应急程序和措施

1、发生火灾后，疏散组负责人和着火单位疏散组负责人立即
到火灾现场组织疏散。

2、其他相邻单位疏散组负责人协助着火单位疏散人员并作好
本单位的疏散准备。

3、警队5人分别到各出入口维护疏散秩序，防止有人再次进
入大厦。

4、中控室向客户进行广播（广播词附后）。在紧急情况下中
控室可直接启动应急广播进行疏散。

（四）报警、接警处置及通讯、联络等应急程序和措施



1、发生火警后，发现人立即向消防中控室报警或向行政负责
人报警。

2、消防中控室接到报警并确认火情后立即通知保安部经理和
公司领导及指挥部其他成员到消防中控室集合。

3、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监控值班经理（公司总值班人员）
各单位通讯组人员随时向指挥部转达火场信息和传达指挥部
命令。

4、指挥部成员、各单位行政保卫负责人将联系电话和手机号
码留存中控室以便随时联系。

5、各行动组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执行任务的情况。

（五）安全防护组应急程序和措施

1、大厦发生火灾后，外勤警员立即到大厦正门和地下车库门
口布置警力进行警戒，防止外人进入大厦。

2、帮助撤出人员撤离大厦，并进行安置。

3、指挥引导消防车进入大厦外围，停靠至适合灭火位置。

4、疏导围观群众，不要堵塞道路。

5、大厦车场停靠的车辆，要及时通知客户开驶离走，以免损
坏。

（六）救护组应急程序和措施

1、对受伤人员及时抢救。

2、对受伤严重的要及时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



（七）后勤保障组的应急程序和措施

1、向火场运送灭火器以及其它所用工具。火区烟雾大时，应
向灭火抢险人员提供湿毛巾。

2、保证消防设施正常运行。

3、及时排除消防设施故障。

1、在抢险救火中，各客户都要积极发挥主动作用，作好配合
灭火和疏散工作。

2、所有参战人员都要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接到命令迅速
到达指定地点。

3、各级人员要协同合作，共同完成紧急情况下的各项任务。

4、烟雾较大时抢险人员应用随身带的湿毛巾将口、鼻捂住并
身体贴近地面行走，撤离火场时要沿着安全出口指示灯的.方
向撤离。

5、本预案中指挥部及各客户负责人员如未在班，由代班人员
履行其职责。

6、由总值班室收集各客户负责人员联系电话，以备紧急联系。

1、预案贯彻。公司员工及各客户要认真学习本预案，熟悉各
自的职责和任务。

2、预案各组的组成。本预案要求各组的组员也是上一级灭火
组的组成人员。例：楼层级灭火员也是大厦物业公司级灭火
组人员。

3、预案启动。在火警发生时，立即投入灭火，并根据具体情
况逐级启动警队、客户级灭火，疏散预案，全力将火灾控制



在初期阶段。如火灾难以控制，立即启动本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