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施工现场防汛预案(汇总8篇)
条据书信的撰写需要注意语言的严谨和准确性，避免造成误
解或纠纷。最后，要仔细检查整篇信函的语法、拼写和标点
等方面的错误，确保完整、准确和专业。根据给出的分类名
称，随机选择一条语句：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一

1、将不宜在雨期施工的工程提早或延后安排，对必须在雨期
施工的工程制定有效的措施。晴天抓紧室外作业，雨天安排
室内工作。注意天气预报，作好防洪防汛准备。遇到大雨、
大雾、雷击和6级以上大风恶劣天气，应当停止进行露天高处、
起重吊装等作业。暑期作业应当调整作息时间，从事高温作
业的场所应当采取通风和降温措施。

2、做好施工现场的排水

(1)根据施工总平面图、排水总平面图，利用自然地形确定排
水方向，按规定坡度挖好排水沟，确保施工工地排水畅通。

(4)雨期应设专人负责，及时疏浚排水系统，确保施工现场排
水畅通。

(5)土石方挖填作业区，杜绝出现明显的凹凸现象，并始终保
持一定的泄水坡度，不允许有积水，雨后如出现积水的区段，
尤其是正在作业的施工面应及时排放。切忌挖填区土石方被
雨水浸泡，在施工区及施工区域边沿结合周边的施工环境和
地貌设置施工排水沟与截水沟和集水坑，并与拟建的排水沟、
周边的沟、渠、河道有机的结合应用。做好整个施工场区内
的排(防)水系统建立在降水、排(抽)水工作。

3、运输道路



(1)临时道路应起拱5‰，两侧做宽300mm、深200mm的排水
沟;

(2)对路基易受冲刷部分，应铺石块、焦渣、砾石等渗水防滑
材料，或者设涵管排泄，保证路基的稳固。

(3)雨期应指定专人负责维修路面，对路面不平或积水处应及
时修好;

(4)场区内主要道路应当硬化。

4、临时设施及其他施工准备工作

(1)施工现场的大型临时设施，在雨期前应整修加固完毕，应
保证不漏、不塌、不倒，周围不积水，严防水冲入设施内。
选址要合理，避开滑坡、泥石流、山洪、坍塌等灾害地段。
大风和大雨后，应当检查临时设施地基和主体结构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2)雨期前应清除施工现场多余的弃土，减轻压力。

(3)雨后应及时对坑槽沟边坡和固壁支撑结构进行检查，深基
坑应当派专人进行认真测量、观察边坡情况，如果发现边坡
有裂缝、疏松、支撑结构折断、走动等危险征兆，应当立即
采取措施。

(4)雨期施工中遇到气候突变，发生暴雨、水位暴涨、山洪暴
发或因雨发生坡道打滑等情况时应当停止土石方机械作业施
工。

(5)大风大雨后作业，应当检查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塔身的
垂直度、缆风绳和附着结构，以及安全保险装置并先试吊，
确认无异常方可作业。



5、按照安全值班表每天最少有一位管理人员值班，发现灾情
及时向有关防汛部门汇报，同时项目经理及施工员要保证手
机24小时开机，以便发现汛情时，值班人员及时与其取得联
系，保证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指挥防汛。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二

1、洪涝灾情发生后，事故现场应急人员应立即开展工作，及
时发出报警信号，及时向防汛指挥组报告洪涝受灾情况，防
汛指挥组值班成员应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
及时向上级防汛指挥组长报告。并在指挥长的统一领导下互
相帮助，积极组织自救；采取紧急救援措施，特别是突发事
件发生初期能采取的各种紧急措施，如组织撤离、救助人员
及物资等；及时向领导报告，必要时向相邻可依托力量求助，
现场内外人员应积极参加援救。对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
的灾情，应立即上报有关领导，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
内将初步情况报到区防讯指挥中心，并对实时灾情组织核实，
核实后及时上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2、由领导小组组长任现场指挥，全面负责事故的控制、处理
工作。

3、各成员要接受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立即按照各自岗位职
责采取措施，开展工作。

（1）紧急事故现场抢险组，应根据突发事件的特点，采用相
应的应急救援物资、设备开展事故现场的紧急抢险工作，抢
险过程中首先要注重人员的救援、现场内外易燃易爆等危险
品的封存及转移等，其次是贵重物资设备的抢救；随时与指
挥小组保持联络。

（2）突发事件现场救护，应开展事故现场的紧急救护工作，
及时组织救治及护送受伤人员到医疗急救中心医治；随时与
指挥小组联络。



（3）后勤保障组应做好防汛工作成员的物资保障工作。

否需要应急服务机构帮助，确需应急服务机构的帮助时，应
立即向应急服务机构和相邻可依托力量求助，同时在应急服
务机构到来前，作好救援准备工作：如：现场无关人员撤离、
提供必要的照明等。在应急服务机构到来后，积极作好配合
工作。

5、灾后，要及时组织恢复受影响区域的正常秩序，如清污卫
生保洁、恢复用水用电等，引导居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三

1.要求所有人员慎重对待汛期紧急事件发生的抢险工作，并
制定相应的应急抢险计划，认真做好应急保通抢险值班记录，
保证24小时有人值班，每天有一名领导带班，切实保证应急
抢险信息的上报下达。

2.加大上游河道巡查力度，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及时处
理，切实做好应急抢险工作，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由于
上游河道岸线约有2.5km长，故对巡查作如下安排：正常情
况下，每天安排2人进行巡查；小雨天气，每天安排4人，轮
班进行24小时巡查；中到大暴雨天气，每天安排6人，轮班进
行24小时巡查。

3.对成立的各抢险队队员进行集中培训，进行针对性应急抢
险预防知识和应急实施措施的学习，提高应急抢险的现场应
变能力。

4.现场配备一辆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运输卡车都在公司仓
库，必要时可随时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工作。

5.施工现场土源充足，且为粉质粘土，适宜填筑施工围堰等，
草包等抢险物品应堆放在工地现场仓库，随时可以使用，同



时应保证有足量抢险物品在公司仓库，需要时可随时装车运
至现场。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四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防汛重点为基坑支付稳定性和垂直
运输机械安全性。

4.1.基坑支护工程：本基坑支付属柱列式排桩挡墙，加土层
锚杆相结合复合支护结构，面层加钢丝网及喷射混凝土，其
主要技术措施如下：

（1）加强对边坡和支撑的监测检查，特别是汛期更应增加监
测次数，监测内容主要为：基坑周边土体变量测量、围护结
构变护测量及内力测量、土压力测量、地下水位及孔隙水压
力测量等。

（2）基坑四周应修筑挡水墙，其高度不小于200mm，防止地
面雨水流入基坑，冲刷护壁；四周路面均需硬化，做好排水
沟，及时排走地面积水，不能让水侵入坑壁土层，破坏土壤
内部结构，增大压力。

（3）在基坑内做好排水沟、集水井，组织充足的排水工具，
防止基坑浸泡，并加强做好降水井点降、排水工作，保持基
坑不积水。

（4）随时观察基坑周围情况，发现周围路面有沉陷、坑壁支
护有位移及表面有裂纹等情况，及时上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
位。

（5）对基坑倍受雨水冲刷的部位和路面裂缝处要及时覆盖，
并处理。

4.2.垂直运输机械：



（1）塔吊和物料提升机应严格按规范和图纸要求进行基础处
理，保证地基土层耐力达到设计要求。

（2）随时检查塔吊基础沉降情况，特别是雨后，掌握其沉降
量，如果沉降超过规范规定，应及时停止作业进行处理。

（3）塔吊基础四周做好排水沟，防止基础长期浸泡在积水中。

（4）塔身上电气设备应防雨防雷良好，有漏电保护设施，塔
身应做好防雷措施，防止雷击。

（5）雨期可能影响操作人员视线，加上吊装绳索被淋湿，导
致绳索与吊装件之间摩擦系数降低，可能发生构件滑落等质
量安全事故，必须采取可靠措施，否则停止作业。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五

为最大限度地减轻汛期洪涝灾害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
造成的危害，高效有序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保障我市
市政公用事业设施安全，保证我市道路、供水、排水、供气、
供热等市政公用行业在汛期的正常运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就城区防汛工作，制定市政公用事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六

1、组织机构：

(1)、项目部防洪防汛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值班电话：

(2)、防洪防汛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任：

值班电话：

2、防洪料具：

水泥：1吨砂子：5方油毡：1卷塑料布：1卷

潜水泵：1台铁锹：6把洋镐：3把草袋子：50个

3、现场应急小组主要职责：

(1)组长：制定应急处理预案，负责事故的决策和全面指挥，
及时落实应急处理指挥部及上级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调动
各班组的救援人员、设备、物资等资源。

(2)副组长：接报险情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协助组长工作，负
责指挥协调水毁现场的具体指挥，组织相关人员及时赶到事
故现场，组织指挥抢险救援工作。

(3)办公室：确保与公司防洪领导小组以及外部联系畅通、内
外信息反馈迅速;保持通讯设施和设备处于良好状态。负责应
急过程的记录与整理及对外联络。

(4)成立现场通讯联络组、物质保障组、应急抢险组、善后处
理组、原因调查组等险情水毁应急处理工作办事机构，明确
责任人、联络人。

(5)险情事故发生后，核实现场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及时向
公司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向应急指挥部汇报抢险救援工作
及险情水毁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



(6)对于已经报告的险情水毁抢修进展情况，要随时续报。险
情水毁抢修完成24小时内，形成完整的书面材料报应急指挥
部。

(7)水文气象组每天密切关注气象局预报的天气及沿线河流的
水文情况，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报。

(8)通讯联络组工作人员应当坚持昼夜值班制度，作好值班记
录，负责内外的通讯联络，要配备通讯联络工具，随时保持
联系畅通。一旦发生人员伤亡及重大安全隐患，立即联系有
关部门实施抢救，同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9)应急抢险组工作人员要配备抢险装备，在汛期要确保保持
随时待命状态，各类抢险车辆保持油料充足、运行良好。一
旦汛情到来，确保人员、设备及时到位，本着“救人高于一
切”的.原则，积极救治受伤人员，解救水困人员。最大限度
地减少死伤人数的损失，千方百计地做好防止和减轻次生损
失工作。

(10)物质保障组工作人员应当根据应急救援处理工作需要，
负责抢险防汛物资的保管、发放。配足雨衣、雨鞋、水泵、
照明、镐铲、草袋、绳索、沙石等抢险用品及绷带、担架等
医护用品;预先设置紧急疏散的安全通道和安全场所，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现场人员能得到及时疏散和安置。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七

对事故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收集统计、归纳，
形成文件，为进一步处理事故的工作提供资料。

对应急预案在事故发生实施的全过程，认真科学地作出总结，
完善预案中的不足和缺陷，为今后的预案建立、制订提供经
验和完善的依据。



施工现场防汛预案篇八

(一)项目部成立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处理工作指挥部(下下
简称应急处理指挥部)，应急处理指挥部总指挥由项目常务副
经理朱见担任，副总指挥由项目副经理王凤忠担任，项目部
安全领导小组成员为指挥部成员，应急处理指挥部下设办公
室，办公地点在项目部综合办公室。

(二)应急处理指挥部主要职责：

1、组织指挥各方面力量进行抢险救灾，统一指挥对险情水毁
现场的应急救援，控制险情蔓延和扩大。

2、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现场抢修施救、通讯联络、后勤保
障、运行稳定、善后处理、原因调查等工作。

3、指导监督应急救援处理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处理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

4、组织召开险情水毁现场会议。

(三)应急处理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指导各单位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和开展检查及演练。

2、险情事故发生接报后，立即向应急处理指挥部总指挥、副
总指挥汇报，并将应急处理指挥部领导的指示及时传达组有
关单位，保持与施工现场各施工处联系，随时掌握应急处理
进展情况，保障整个应急处理工作有序进行。

3、研究向上级报告险情事故应急处理的讯息，报应急处理指
挥部领导审批后，依照事故报告程序上报。

4、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应急处理指挥部可依据情况需要，在现场附近设立现场
指挥部。公路工程、驻地等水灾险情由项目部和施工处负责，
水灾险情所辖路段的施工段由所属部门配合。

(五)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

1、指挥协调水毁现场的抢险救援工作。

2、核实现场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及时向应急处理指挥部汇
报抢险救援工作及除情水毁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

3、及时落实应急处理指挥部领导及上级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

4、安排上级领导视察险情事故现场的有关事宜。

(六)现场指挥部成立现场施工组，通讯联络组、善后处理组、
后勤保障组、运行稳定组、原因调查组等险情水毁应急处理
工作办事机构，明确责任人、联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