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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预防与应急方案
1 总则

1.1 目的

高效、有序地处理本企业火灾伤亡突发事件，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轻火灾人身伤亡造成的损

失，保障员工生命和企业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1.2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企业火灾伤亡突发事件的现场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

2 事件特征

2.1 危险性分析和事件类型

火灾事故危险：大型变压器着火事故、发电机着火事故、锅炉燃油系统着火事故、燃油区（油

泵房）火灾事故、危险化学品仓库着火事故、电缆着火事故、蓄电池爆炸事故、集控室火灾事

故、计算机房火灾事故、加油站火灾事故、重要生产场所着火事故、档案室火灾事故、招待所

火灾事故、高层建筑着火事故。

火灾事件类型：固体物质火灾、液体火灾和可熔化的固体火灾、气体火灾、金属火灾。

2.2 事件可能发生的地点和装置

油区、氢站、电缆夹层、电缆沟、电器设备、生活及办公区域。在运行检修过程中，均可能造

成火灾伤亡事故。

2.3 可能造成的危害

2.3.1 烧伤人员病程长、医疗消耗大、并发症多、病情变化快、死亡率高。

2.3.2 烧伤造成局部组织损伤，轻者损伤皮肤、肿胀、水泡、疼痛；重者皮肤烧焦，甚至血

管、神经、肌腱等同时受损，呼吸道也可烧伤，烧伤引起的剧痛和皮肤渗出等因素导致休克，

晚期出现感染，败血症等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2.4 事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2.4.1 燃油区发生泄漏。

2.4.2 电器短路和电器设备的选用不当，安装不合理，操作失误，违章操作，长期过负荷运

行。

2.4.3 电气线路短路瞬间会产生很高的温度和热量，可以使电源线的绝缘层燃烧、金属融化，

引起附近的可燃物质燃烧。

2.4.4 机组在检修、设备改造、日常生产维护等工作中，执行制度不严、安全意识淡薄、均有

可能造成火灾人身伤亡事故。

1 组织机构及职责

1.1 成立应急小组

组长：安全生产主管副总裁

组员：事发部门负责人、当班主任、现场工作人员、消防队、急救员、安全管理人员

1.2 应急小组人员职责

1.2.1 组长的职责：全面指挥火灾伤亡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1.2.2 事发部门负责人职责：组织、协调本部门人员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1.2.3 当班主任职责：汇报有关领导，组织现场人员进行先期处置。

1.2.4 现场工作人员职责：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做好火灾伤亡人员的先期急救处置工

作。

1.2.5 消防队职责：立即到达现场扑灭火灾。

1.2.6 急救人员职责：接到通知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急救处理。

1.2.7 安全管理人员职责：监督安全措施落实和人员到位情况。

4 应急处置

4.1 现场应急处置程序

4.1.1 火灾伤亡突发事件发生后，当班主任应立即向应急小组汇报。

4.1.2 该方案由安全生产主管副总裁宣布启动。

4.1.3 应急小组成员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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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火灾伤亡事件进一步扩大时启动《人身事故应急预案》。

4.2 处置措施

4.2.1 3 4 4.1 4.2 4.2.1 迅速将烧伤人员脱离火源，立即采取冷疗措施。

4.2.2 迅速使伤员脱离火灾现场，置于通风良好的地方，清除口鼻分泌物和碳粒，保持呼吸道

通畅。

4.2.3 衣服着火，应迅速脱去燃烧的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焰、或以水浇，或用衣被等物扑

盖灭火。

4.2.4 电烧伤时，首先要用木棒等绝缘物或橡皮手套切断电源，立即进行急救，维持病人的呼

吸和循环。

4.2.5 在进行现场应急处置的同时联系就近医院，拨打 120急救电话。

4.2.6 对烧伤严重者应禁止大量饮水，以防休克。

4.2.7 呼吸、心跳情况的判定：

（1）火灾伤员如意识丧失，应在 10秒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看—

看伤员的胸部、腹部有无起伏动作。

（2）听—用耳贴近伤员的口鼻处，听有无呼气声音。

（3）试—试测口鼻有无呼气的气流。再用两手指轻试一侧(左或右)喉结旁凹陷处的颈动脉有无

搏动。若看、听、试结果，既无呼吸又无颈动脉搏动，可判定呼吸心跳停止。

4.2.8 火灾伤员呼吸和心跳均停止时，应立即按心肺复苏法支持生命的三项基本措施，进行就

地抢救。

（1）通畅气道。

（2）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3）胸外接压(人工循环)。
4.2.9 抢救过程中的再判定：

（1）按压吹气 1分钟后(相当于单人抢救时做了 4个 30∶2压吹循环)，应用看、听、试方法在

5～7秒时间内完成对伤员呼吸和心跳是否恢复的再判定。

（2）若判定颈动脉已有搏动但无呼吸，则暂停胸外按压，而再进行 2次口对口人工呼吸，接着

每 5秒吹气一次(即每分钟 12次)。如脉搏和呼吸均未恢复，则继续坚持心肺复苏法抢救。

（3）在抢救过程中，要每隔数分钟再判定一次，每次判定时间均不得超过 5～7秒。在医务人

员未接替抢救前，现场抢救人员不得放弃现场抢救。

4.3 事件报告

4.3.1 当班主任立即向应急小组汇报人员火灾伤亡情况以及现场采取的急救措施情况。

4.3.2 火灾伤亡事件扩大时，由应急小组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事故信息，如发生重伤、死亡、

重大死亡事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安全监察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工会，最

迟不超过 1小时。

4.3.3 事件报告要求：事件信息准确完整、事件内容描述清晰；事件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件

发生时间、事件发生地点、事故性质、先期处理情况等。

4.3.4 联系方式

火警电话：119
医务急救：120
5 注意事项

5.1 正确使用消防器材进行火灾的扑灭。

5.2 扑救可能产生有毒气体的火灾(如电缆着火等)时，扑救人员应使用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

器。

5.3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应首先报告当班主管，并立即将有关设备的电源切断，采取紧急隔停

措施。

5.4 参加灭火的人员在灭火时应防止被火烧伤或被燃烧物所产生的气体引起中毒、窒息以及防

止引起爆炸。电气设备上灭火时还应防止火灾。

5.5 电气设备火灾时，严禁使用能导电的灭火剂进行灭火。

5.6 要根据现场指挥组提供的信息，确认致害原因，对症救治。

5.7 尽快使受伤人员接受上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救治，保证救治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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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6.1 应急部门、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

列出应急工作中需要联系的部门、机构、人员的联系方式。

6.2 应急设施、器材和物资清单

按需要列出现场处置方案涉及的物资和装备名称、型号、存放地点和联系电话等。

6.3 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现场处置方案所适用的场所、设备一览表、分布图；

6.4 应急小组位置及救援队伍行动路线

疏散路线、重要地点等标示；

相关平面布置图（救援力量的分布）等。

废水处理站应急预案
1.目的

为了应对废水处理站可能发生各种突发事故，并在事故发生后能迅速有效的控制和处理，尽量

减少二次污染、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2.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废水处理站由于进水水质超标、出水水质超标、设备非正常运行、废水量超标、突

遇停电、、暴雨、人员落水导致突发事故的应急抢险抢修。

3.职责

3.1指挥组负责制（修）定《废水处理站应急预案及备案》；组建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并组织训

练和演练；检查、督促做好废水站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布和解除应

急救援指令；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向主管环境部门和事故现场周边单位通报

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指令；组织事故调查，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

5.应急救援指挥及处理程序

5.1应急救援指挥

5.1.1应急救援指挥组

5.1.1.1总指挥：吴作慢（副总裁）

5.1.1.2副总指挥：雷清和(副总裁)、雷远明(表面处理厂厂长)
5.1.1.3成员：杨高超（人力资源部 EHS经理），张志法(包装厂厂长),陆金龙(挤压二厂厂长),林
耿江(合金厂厂长),雷庭辉(精密加工厂厂长)，曹洪毅(财会部经理),杨翠颜(研发部化学工程师),杨
晓彬（人力资源部 EHS主任），范柔柔（人力资源部环保管理员），周珍南（人力资源部环保

管理员）。

5.1.2指挥组人员分工

5.1.2.1总指挥：组织指挥废水处理站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5.1.2.2副总指挥：按照分工协助总指挥，负责落实应急救援的具体工作。

5.1.2.3成员：协助总指挥，负责开展事故救援过程中的各项工作；按废水处理站应急预案规定

负责突发事故的一般处置和应急救援有关工作。

5.2废水处理事故汇报处理制度

5.2.1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将金桥公司废水处理事故应急响应分为Ⅲ级、Ⅱ级和Ⅰ级应急响

应。

5.2.1.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①单一装置或设备冒烟起火，且产生的烟和热，应急人员在未穿防护服情况下，可在短时间（<
5分钟）内控制；

②进水水质超出设计标准，自行调整工艺后处理达标排放；

③废水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突遇停电，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行，且未造成废水超标排放；

④其他应企业应急指挥部要求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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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没有超出该车间控制范围的，事故属于公司现场可控的、能自救的，没有向

厂界以外区域扩散的可能，车间负责人对厂区内部事件负责现场处置。当事件升级时，由公司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一切听从公司应急队伍指挥部统一调度。

5.2.1.2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①两个及以上装置、设备起火或大面积起火，火势蔓延扩散，且产生的烟和热，应急人员须穿

防护服情况下，进入现场救援。

②进水水质超出设计标准较多，由应急小组报告公司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可达到出水水质；

③工作人员失足落水受伤，但无死亡。

④废水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突遇停电，短时间（1h）内未能恢复正常运行，且造成少量废水

超标排放。

⑥应企业应急指挥部要求启动的。

当公司突发环境事件超出部门控制范围的厂区级环境事件时，事件发现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

同时，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由公司负责人负责应急预案处理，并立即通知公司各个应急

救援小组，准备现场救援，立即进入抢险救援状态，进行紧急抢险和组织人员疏散、隔离工

作。按照公司现有的防控措施和应急救援队伍，事件可被遏制和控制在厂区范围内。同时随时

关注事件，防止事件升级。

5.2.1.3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①大面积起火且火势已蔓延扩散，且产生的烟和热，应急人员在穿防护服下才能进入现场救

援，且救援面临困难或有危险。

②进水水质超出设计标准严重，无法通过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排放。

③工作人员失足落水受伤严重，甚至死亡的。

④废水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无法立即控制，且造成大量废水超标排放。

⑤消防产生的废水排到厂外，或者消防产生的废气严重影响到厂外居民，需疏散、转移居民

的。

⑥由于极端地质灾害（如道路沉降）导致废水输送管道破裂，废水大量外溢，通过雨水管网进

入河流，造成环境污染。

⑦暴雨导致外排河道水位上涨，淹过了废水处理站外排口，导致无法正常排放废水；

⑧应环境管理部门要求启动的。

事件发现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立即报告当值人员，由其通知公司应急指挥部，公司应

急指挥部依据现场情况，当事故扩大、超出公司控制范围的，发生与政府响应相衔接级的突发

环境事件时立即上报台山市应急管理局和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台山分局，由政府部门成立现场应

急指挥部时，公司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公司应急队伍统一

听从台山市应急管理局和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台山分局指挥部调度，且配合政府事故后处置工

作。

5.3废水处理事故发生后的汇报

5.3.1工作时间内，第一发现人发现环境污染事件后，应立即向现场负责人报告，然后逐级上

报，必要时可越级报告。

5.3.2非工作时间内发生事故，第一发现人应立即向车间第一责任人报告，车间第一责任人接到

报警后，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类型、污染强度和污染事故可能的危害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必要时可越级报告。

5.4废水处理事故的处理原则

5.4.1首先停止生产工艺，解决源头问题，减少生产装置污染源物料的泄漏、跑损量。

5.4.2其次分析污染物可能造成对外环境的污染途径，采取应急措施，将物料收集后合理转移，

减少向外环境的跑损量；及时切断，分流无污染的水流，减少事故产生的污水量。通过源头控

制、围堰、围拦和封堵等措施减少，减缓污染物外排数量和速度，及时将污染物排入应急池，

减少污染事件影响区域和范围。

5.4.3最后，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科学方法处置。消除和减少污染环境影响。污染物处理后加强

24小时监管，减少次生灾害的产生，落实整改要求。

5.4.1厂长是事故现场负责人，带领值班人员进行事故处理，应对事故处理正确、迅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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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事故处理时，不得进行交接班，如在交班时发生仍由交班人员负责处理，接班人员在交班

班长要求下协助处理，告一段落后方可继续交接班。

5.4.8根据不同的事故等级，在实施救援或抢险工作前必须佩戴相应的防护装置，优先保障人员

安全。

5.4.9不论发生任何事故，在处理告一段落后应按规定及时向环境管理汇报。

5.5废水处理事故的后期处理

5.5.1事故现场清理

事故发生地的后期现场清理，由厂长组织专业队伍实施，事故影响范围较大、程度较严重

的，由公司研发管理部门组织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5.5.2事故调查报告和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由厂长组织有关人员，会同公司研发管理部门进

行内部过程评价和总结。主要包括：事故等级的判定是否正确；采取的重要处理措施与方法是

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要求；各项任务完成情况；出动应急队伍的规

模、仪器装备的使用是否与任务相适应；发布的公告及公众信息的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

当，对公众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成功或失败的典型事例；是否需要修订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其他结论等。

5.6废水处理事故的保障措施

5.6.1通信与信息保障

本公司废水处理站领导和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工作电话实行 24小时开通，工作日安排应急救援

人员值班,随时做好处理突发事故的准备。建立健全的值班制度。

5.6.2组织落实、人员培训

5.6.2.1应急救援指挥组成员应按照专业分工，本着“专业对口、便于领导、便于集结和便于抢

修”的原则，建立组织，落实人员。要根据人员岗位变化随时进行组织调整，确保救援组织的

落实。

5.6.2.2应急救援指挥组实行工作日值班制度，故其全体值班人员为各类事故应急救援的第一突

击队，做好事故现场的初期抢险抢修处置。

5.6.2.3组织应急训练和培训。各级应急救援组织要按照专业分工每年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训

练和演习，不断提高组织、指挥和救援能力。

5.6.2.4预案演习与维护

为了迅速、准确、有条不紊地实施事故抢险抢修，尽量减少由事故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定期

组织预案演习。应急救援人员按职责和专业分工每年进行 1—2次的事故模拟演练，对全厂职工

进行经常性的事故救援常识教育，使大家具备自救、逃生和互助的能力。不断提高指挥人员的

指挥水平和应急救援组织的整体能力，主要提高以下几种能力：

1）检查通信系统是否畅通无阻；

2）演习抢险现场人员是否能快捷实施抢险；

3）有关的抢险人员、器材能不能准确到位；

4）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事故进一步扩大。

5.7废水处理站突发事故的预防

5.7.1出水水质超标的预防：

每天对各个厂区的废水处理厂出口处的水样进行观察，并取样化验，做好每个时间段的水质分

析，操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防止因检查不周或失误造成事故；废水站值班人

员定时检查在线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并做好检查记录；及时合理的调节运行工况，严禁超负荷

运行；保证出水达标排放。

5.7.2进水水质超标的预防

各生产厂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生产，严格控制化学品的使用情况，不向废水处理站排放除

酸碱废水外的含乳化液废水、含液压油废水；废水处理站操作人员随时观察进水的水质颜色，

是否有大量油脂漂浮，抽样检查进水的外观、气味、浊度等，发现异样及时报告上级领导，与

相关厂部协调，必要时停止向废水处理站进水。

5.7.3进水水量超过处理能力的预防

在废水储水池设置液位报警装置，当废水量达到警戒线时，该装置发出警报信号，废水处理操

作工听到警报后，应加大废水处理的力度，同时应通知应急指挥组，应急指挥组负责人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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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的废水排放量和增加废水处理班时，必要时需通知车间停产，待废水处理能力恢复正

常后才恢复正常生产。

5.7.4设备非正常运行可能产生的事故预防

建立设备使用管理制度，如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岗位安全

责任制等。必须对职工进行专业技术训练，提高操作技术水平。应使他们做到“三好四会”，

即管好、用好修好设备，对设备会使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除故障。合理安排工作量负

荷，让职工知道操作管理设备的负荷极限，在工作量负荷范围内使用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保

养和维修，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润滑、调整，防止设备早期损坏，避免运行时发生故障。定

期巡查设备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5.7.5停电现场事故预防；

认真巡查配电房运行情况，对电网提出的停电公告进行记录及汇报，并在停电之前联系电工对

厂内设施进行依次停电，并向环境管理部门上报停电信息，供电后进行依次恢复并巡查。

5.7.6暴雨事故预防

发现天气异常，值班人员需要高度重视，随时观察集水池水位高度，及时通知各生产厂部调整

排水计划。时刻关注外排河道的水位高度，当河道水位靠近外排口下沿时，要提前关闭外排口

闸阀，防止河水倒灌，并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应急指挥组总指挥协调各生产厂部有序暂停废

水排放及废水处理工作，并上报给环境主管部门。

5.7.7人员落水预防；

遵守安生生产守则，对厂区安全防护栏进行定期检查，对加盖除臭的检查窗口进行关闭，对

可能产生人员落水的位置定放好救生圈等设施。

5.8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

5.8.1出水水质超标的应急处理方案

5.8.1.1废水处理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因检查不周或操作失误造成事故或生产异常

产生的排放事故，应立即停止该废水处理站的排水，并将此事汇报给厂长。

5.8.1.2化验人员对超标的废水进行取样化验，应急指挥组根据化验结果分析下一步的处理工

艺，对水质超标的来水进行独立处理。

5.8.1.3及时合理的调节运行情况，保证其它生产线废水的正常排放，严禁超负荷运行。

5.8.1.4事故解决后，恢复正常处理状态，做好该次事故的记录。

5.8.2进水水质超过处理能力的应急处理方案

5.8.2.1各生产厂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生产，严格控制化学品的使用情况，如发现有人员违

规使用化学品应立刻制止，并告知废水处理员及时调整废水站处理参数。

5.8.2.2各生产厂部发现有除酸碱废水外的含乳化液废水、含液压油废水泄漏进入污水管网的，

要及时清理及堵塞，并立即通知废水处理员进行处理，如果泄漏量较大，影响废水处理站的正

常运行，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进行处理。

5.8.2进水水量超过处理能力的应急处理方案

5.8.2.1废水处理员及时通知各厂厂长减少对废水处理站进行排水。

5.8.2.2厂长组织化验人员对每个废水处理站的出水进行检测。

5.8.2.3厂长查明本次事故突然进水增加的原因，及时汇报给应急指挥组。

5.8.3废水处理设备非正常运行的应急处理方案

5.8.3.1应急总指挥下达指令停止废水产生工序的生产，设备抢修组停止废水处理工序的生产，

对废水处理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直到设备恢复正常运转，才能恢复生产。

5.8.3.2尚未处理达标的废水可转移回处理站的调节池。

5.8.3.3化验员对废水处理站的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直到废水达标后才外排。

5.8.3.4应急指挥人员对事故发生情况、应急措施等进行记录，并调查事故起因，编写报告材

料，及时进行总结，并上报公司环境管理。

5.8.4停电的应急预案

5.8.4.1当出现突然停电时，废水处理员应按下总设备停止按钮，使设备处于备用状态。

5.8.4.2废水处理员到现场将各设备调至停止状态，并检查各阀门的开关状态，使处于复电后可

正常生产。

5.8.4.3及时联系了解停电原因及范围，评估持续停电时间并汇报给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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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配电房供电线路故障的，查清原因，及时恢复供电。

5.3.4.5供电可以及时恢复的，则供电恢复后进入开工程序。

5.3.4.6供电不能及时恢复的，则按照规定汇报至公司环境管理。

5.8.5暴雨造成废水处理站事故的应急预案

5.8.5.1应急指挥组负责废水处理站内的暴雨工作的布置、检查等工作。负责落实废水处理站内

的设备设施的加固、防护、排水防涝工作。负责人员安全防护设施的落实等工作。负责组织一

支由员工组成的紧急抢险机动小组随时待命，作为处理紧急事故的预备队，由应急指挥组领导

直接调遣。

5.8.5.2废水处理员检查废水处理站内排水系统，防止堵塞及河水倒灌。检查设备设施的加固防

护情况。

5.8.5.3电气设备加强防护，临时电线应拆除或切断电源。保持电缆沟内干燥整洁，防止积水。

5.8.7溺水抢救的应急预案：

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保持其呼吸道的通畅，应让溺水者俯卧，用一小木条或枕头等垫在其

腹部，使其头朝下，抢救者压其背部，将体内的水从口鼻排出，但要注意排水时间不可太长。

2)用手指伸入溺水者口腔内探查，迅速清除口鼻异物或呕吐物。

3)如果溺水者神志清楚，轻声呻吟，面色潮红或苍白，呼吸心跳正常，可不必进行特殊处

理，直接送医院检查即可。

4)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甚至瞳孔散大，则必须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

按压，越早进行，效果越好。

5)溺水者清醒后，可给其服温开水、糖姜水等热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