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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目的 

为了规范和加强我公司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对和防范风险与事故的能力，

保证职工安全健康和公众生命安全，迅速有效的控制和处置可能发生的滑坡、坍

塌、群众围堵垃圾车辆、火灾、爆炸、泄漏、中毒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

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根据国家和地方安全生产部门的规定，特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恩平市樟木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区范围内发生的滑坡坍

塌、群众围堵垃圾车辆、火灾、爆炸、泄漏、中毒等各类重大事故的应急处置。 

1.3 企业概况 

恩平市绿盈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是与佛山市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联的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个关于恩平市樟木坑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营

情况的企业，负责处理恩平市管辖范围内生活垃圾填埋。 

樟木坑填埋场位于恩平市东成东安勒竹坳山坑内。距市区约 6km，距离深茂

铁路（西部沿海高速铁路）约 899~1325 米，距离 325 国道约 2133 米，距离西铁

站场约 6281 米，距离阳江核电输电线路约 3103 米。 

填埋场总占地面积约 30.51 公顷，其中旧场占地面积约 3.61 公顷，新场占地

面积约 26.9 公顷，整个场区处于一个由西向东的山谷，冲沟发育，场区三面环

山，周围环境较空旷，中间地势较低，地表水汇集后从场区东北面排出。 

2滑坡/坍塌应急预案 

2.1 目的 

为了确保在场区出现滑坡/坍塌的情况下，能及时适当处理，以减小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 

2.2 范围 

填埋区域、场区边界山体等场所易发生滑坡/坍塌。主要包括： 

1.由于垃圾填埋坡度不符合要求导致的垃圾体滑坡； 

2.暴雨冲刷导致的山体滑坡/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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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原因导致的滑坡/坍塌。 

2.3 组织机构及职责 

1.总指挥（部门经理） 

对整个活动给予指挥和命令。 

2.副总指挥（部门主管） 

指挥日常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协助总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履行

总指挥的职务。 

3. 运营部组长 

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组织本部门操作人员进行人员和物资抢救。 

4.人事行政部经理 

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汇报，请求协助解决滑坡/坍塌事件；确保后勤保障工

作顺利进行；保障车辆及时到位以及出现人员受伤情况时及时联系医院救治。 

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安排保安人员进行警戒，并组织保安人员协助进行人员

和物资抢救。 

5.污水车间 

当事故发生后按排工程人员进行险情观察，并为抢险提供技术支持。 

2.4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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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滑坡/坍塌应急处置措施 

1.当有人员发现滑坡/坍塌事故时应第一时间通知运营组长和部门主管。 

2.运营组长得到事故通报后应立即赶到事故发生现场查看，查看滑坡/坍塌

的破坏状况，并及时将查看的结果汇报给总指挥。 

3.总指挥根据滑坡/坍塌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当滑坡/坍塌程

度范围较大，破坏较严重时启动应急预案。 

4.应急预案启动后应急组织其他各部门按程序规定分别展开工作。 

5.一旦发生坍塌、滑坡事故，首先应由疏散组进行疏散，各部门清点人员，

确定有无人员失踪、受伤。了解事发前该区域施工人员情况，作业人数，如有施

工人员失踪或被埋，运营部立即组织有效的挖掘工作。 

6.挖掘应采用人工挖掘，禁止采用机械挖掘，防止及机械对被埋人员造成伤

害。人工挖掘尽量避免使用尖锐性工具。对于大块沉重物体，应合理组织搬运，

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向

各部门通报 

各部门按预案规定的职

责执行应急程序 

运营部组织人员抢救被

困人员，其他部门协助 

联系附近医院抢救伤者 
恢复正常生产 

有人员被埋 

无 人

员 被

埋 营运部组织人员进行垒

坝防止事故范围扩大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滑坡/坍塌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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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压在被埋人员身上的大块物体，必须组织好足够人力方可搬运，搬运前明

确职责，由专人负责将被埋人员移动出。当专业救援队伍到场后，在专业救援队

伍的指挥下，协助进行挖掘救援。 

7.抢救挖掘人员应分班组，合理按照工作面安排人力，及时换班，保障抢救

挖掘人员体力，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将被埋人员抢救出来。 

8.如有人员失踪、受伤应立即联系附近的医疗机构。并有车辆引导员做好急

救车辆引导。  

9.在专业医疗人员到达前由救助组对受伤人员进行简单救助。 

（1）争分夺秒抢救压埋者，使头部先露出，保证呼吸畅通。 

（2） 出来之后，呼吸停止者立即做人工呼吸，然后进行正规心肺复苏。 

（3） 伤口止血且使用止血带。 

（4）切忌对压伤进行热敷或按摩。 

10.滑坡/坍塌事故发生后污水车间根据滑坡/坍塌状况划定危险区域，安排

测量人员进行坡面位移变形观测，并安排有经验的人员做好监控工作，如坡面不

能稳定，及时通报运营组长采取措施处理。 

11.必要时卸掉坡顶堆载，坡面组织有效支撑，防止坡面破坏扩大。 

12.运营部组织操作人员运用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号设备将麻袋，

泥沙等抢险物资搬运至事故现场，并将泥沙等装入麻袋内，进行垒坝，将斜坡进

行加固，以防滑坡/坍塌事故范围扩大。 

13.当污水车间观测人员发现坡面出现较大位移变形，事故无法得到控制时

应及时通知运营组长，立即组织抢险人员撤离。 

3.火灾爆炸应急预案 

3.1 目的 

本作业指导书为确保公司发生的火灾/爆炸能得到有效控制，防止事件的扩

大，消除或减轻紧急事件造成的环境、人员、财产的损失。 

3.2 范围 

本作业指导书适用于公司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等紧急事件

的控制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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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组织机构及职责 

1.总指挥 

对整个活动给予指挥和命令；接受撤离人员报来的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一

步寻找和采取营救措施；对情况进行评价，决定在消防队到来之前是否投入灭火

队或从灭火活动中撤出。 

2.副总指挥 

协助总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履行总指挥的职务；检查和证实火

灾情形，将结果报告给总指挥；指挥人员到指定集合场所，通过广播将各种指示

传达给各车间人员。 

3.疏散队 

负责发生火灾，爆炸等紧急情况时各部门的职工逃生，指挥职工快速有序从

火灾/爆炸事故现场逃生，把职工疏送到安全地带。 

4.消防组 

从最近处取用灭火器材到集合场地，听从上司的指挥和命令；利用灭火器和

现场附近的消防栓，消防沙等消防器具，全力扑灭火灾；向外界消防队提供帮助，

配合实施灭火。 

5.警戒组 

发生紧急情况时负责人员疏散指导及维护现场秩序，引导消防车及消防队

员，保持交通顺畅。 

6.医疗救护组 

发生火灾时，准备好各种急救物品， 到火灾现场， 对受伤人员进行急救和

转移；安排车辆将伤员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急救；向总指挥请示联络外界 120

急救支持。 

7.通讯联络组 

火灾/爆炸事故后负责向外界单位联络，向消防部门报警及联络急救中心进

行人员急救；火灾/爆炸事故后负责向政府及其他相关单位通报。 

8.安全技术组 

火灾/爆炸事故后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并安排每年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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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火灾爆炸应急处置措施 

1.任何人员发现火警时，应立即用手机或对讲机通知部门主管，并告知所在

所在部门其他人员， 一般火情下，部门主管得到火警报告后，应立即赶到事故

现场查看火情况，如果安全可行，用就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当火势较大无法控制

时应立即用手机或对讲机通知其他各部门主管，副总指挥和总指挥，立即启动火

灾响应计划。 

2.听到火灾警报时: 

a. 各部门主管得火警通报后，应及时将火灾信息传达到所有员工，通知所

有员工，保持冷静勿惊恐，以免造成混乱。 

b. 如警报属实，应由总指挥评审决定是否要人员全部辙离，如需要则即刻

电话通知各部门主管， 给予发出撤离通知。 

c. 通讯联络组接到火警报告时， 立即向政府消防队报警，报警时要注意

以下事项: 

i. 火警电话：119 

ii. 讲清门牌号码、单位、着火的部位。 

iii. 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大小。 

iv. 讲清报警用的电话号码和报警人姓名。 

v. 报警后要留人，并到路口迎接消防车。 

3.撤离程序: 

a. 各部门主管一旦接到撤离警报:通知所有员工停止工作，并切断所有电

源，所有员工立即有秩序地向就近的安全出口逃生，并到指定的安全区

域集合， 撤离时不要取自己的物品，每个人都要到指定的场地，并由

单位主管清点人数， 发现缺少人员时，应立即向副总指挥报告，并由

专业人员解救受困人员。 

b. 所有撤离人员都应按总指挥的指示， 有序地集合起来并排队， 在总指

挥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之前， 任何人不得回车间。 

4.灭火: 

a. 消防组人员接到火灾报警后应立即赶到火灾现场，并利用公司已有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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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器材，充分发挥所接受的消防训练，进行科学有序的灭火行动，注意

安排人力对着火区域进行隔离，做到”先救人，后灭火先重点，后一般 

先控制， 后消灭”。 

b. 政府消防队到达后，本厂灭火组队员应密切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援助，包

括提供消防栓，灭火器材等，以达尽快扑灭，灭火时要保证在火势一旦

失去控制时，有安全脱离的途径。 

c. 灭火时注意不可在电器着火上用水或泡沫灭火剂，因为水是导体。 

5.医疗急救/各急救员: 

a. 医疗救护组组长听到火灾报警后，应立即赶到出事现场，组织已参加急

救培训的急救员，对伤员立即进行救护，分清轻重，进行有序的抢救，

如有必要安排公司车辆或叫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6.火灾后恢复生产: 

a. 火灾扑灭后，总指挥各部门主管发出解除紧急状态命令，各部门应立即

组织人员应对机器设备，电源线路及水管线路进行检查，对遭破坏的进

行抢修，以尽快恢复生产的需要。 

b. 总指挥应召开应急小组会议，对火灾的预防及火灾紧急应变计划的有效

性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对应急计划的修订及今后的火灾预防工作。 

3.5 填埋区火警应对措施 

一. 非上班时间内 

保安或员工打电话给安全主任及消防局并通知业主单位，事后相关人员完成

事故报告。 

二. 上班时间内 

已有措施： 

填埋区倾卸平台旁边放有灭火器备用； 

填埋区倾卸平台旁边放有松散泥土备用； 

正常情况下，洒水车装水至少有一半以上备用； 

在当前垃圾倾倒区监督卸车的监察员（配有对讲机）。 

火警类型： 



         

8 

1．环卫车内的垃圾出现明火； 

A． 若桥称操作员或其他人在环卫车过磅时发现车内的垃圾已出现明火，将

被拒绝进场； 

B． 相关人员完成报告并通知业主单位。 

2．环卫车内的垃圾冒烟； 

A． 在当前垃圾倾倒区监督卸车的监察员或场内其他任何人发现环卫车内

的垃圾冒烟，马上用对讲机或电话通知运营部值班班长或主管，同时将

暂停该环卫车倾卸垃圾； 

B． 运营部值班主管立即赶到倾卸平台现场向该环卫车的司机咨询相关情

况并通知运营组长/安全主任，同时安排洒水车（已装有一半以上的清

水）及挖掘机、装载机和手持灭火器的杂工若干在现场候命； 

C． 营运主管安排挖掘机/推土机将倾卸平台周边的易燃废物清理干净，装

载机装有泥土随时准备将可能发生的明火覆盖，环卫车开始缓慢的倾卸

垃圾，同时洒水车对着即将倾卸的垃圾喷水，直至倾卸出来的垃圾不再

冒烟/冒火为止； 

D． 挖掘机将扑灭的烟源、火源找出来加以查看、分析； 

E． 相关人员完成报告并通知业主单位。 

3．填埋区倾卸平台上的垃圾出现冒烟/明火； 

A． 在当前垃圾倾倒区监督卸车的监察员或场内其他任何人发现填埋区倾

卸平台的垃圾开始冒烟/出现明火时，马上用对讲机或电话通知运营部

值班班长或主管； 

B． 运营部值班主管立即赶到倾卸平台现场立即通知运营组长/安全主任，

以决定是否通知消防局；同时安排洒水车（已装有一半以上的清水）及

挖掘机、装载机和手持灭火器的杂工若干在现场灭烟灭火； 

C． 营运主管安排挖掘机/推土机将烟/火源周边的垃圾等易燃废物清理干

净，防止烟势/火势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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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火势/烟势较小，挖掘机将源头挖出来用灭火器/清水直接扑灭；否则

直接安排用大量的泥土、清水（大量清水混合泥土后将变成泥浆）及灭

火器将火源/烟源扑灭； 

E． 挖掘机将扑灭的烟源、火源找出来加以查看、分析； 

F． 相关人员完成报告并通知业主单位； 

4群众围堵垃圾车辆应急预案 

4.1 目的 

为了确保在出现运送垃圾的车辆在场内被群众围堵的情况下，能及时适当处

理，以减小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4.2 组织机构及职责 

1.总指挥 

对整个活动给予指挥和命令；必要时到事故现场进行群众的劝解和安抚工

作。 

2.副总指挥 

指挥日常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协助总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履行

总指挥的职务。 

3.运营部主管 

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与垃圾运送公司联系，将围堵情况及时传达到位，让

其安排暂时停止垃圾运送，并安排相关负责人前来协助处理围堵事故；当事故处

理后应及时联系垃圾运送公司，通报围堵情况解除，让其安排恢复垃圾运送。 

4.人事行政部主管 

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汇报，请求协助解决围堵事件；确保后勤保障工作顺利

进行；保障车辆及时到位以及出现人员受伤情况时及时联系医院救治。 

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安排保安人员进行警戒，以防事态扩大；联系当地公安

机关。 

4.3 工作流程 

 

 
围堵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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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群众围堵垃圾车辆应急处置措施 

1.当围堵事故发生后，保安人员应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给部门主管。 

2.部门主管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的状况，将围堵事

件报告给总指挥，按排保安人员进行现场警戒，并尽可能劝解安抚围堵群众，尽

量避免事态扩大。 

3.总指挥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成立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并依照分工进

行安排工作。 

4.部门主管将围堵事故情况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请其进行处理。 

5.运营部将围堵事故情况向垃圾运送公司通报， 让其安排暂时停止垃圾运

送，并安排相关负责人前来协助处理围堵事故。 

6.由人事行政部安排车辆和人员陪同总指挥到事故现场进行对群众的劝解

工作，劝解过程中指挥人员确保总指挥的人身安全，一旦事态发生变化时，应立

即保护总指挥从事故现场撤离。 

7.当围堵事故中发生人员冲突，我司有人员受伤时，人事行政部应立即组织

急救人员对伤员进行救治，并向当地医院或拨打 120 电话求救。 

8.当政府人员及公安人员赶到围堵现场后，公司协助其对围堵事故进行处

理。 

9.当围堵情况解决后， 运营部应及时联系垃圾运送公司，通报围堵情况解

除，让其安排恢复垃圾运送。 

5垃圾渗滤液泄漏应急预案 

5.1 目的 

为了确保在出现垃圾渗滤液泄漏外流的情况下，能及时适当处理，以减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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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的影响。 

5.2 组织机构及职责 

1.总指挥 

对整个活动给予指挥和命令；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下达处理指令；如果

需要其他部门协助时，负责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 

2.副总指挥 

协助总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履行总指挥的职务。 

3.污水车间主管 

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与部门主管联系，将处理措施及时传达到位，并安排

相关人员前来协助处理泄漏事故；当事故处理后应及时联系 LTP 经理，通报泄漏

情况解除，确定后期跟进维修时间。 

4.其他各部门主管 

负责安排好本部门工作，必要时协助事故处理。 

 

5.3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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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垃圾渗滤液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1.当泄漏事故发生后，检查发现人员立即通知 LTP 当班人员。 

2. 污水车间当班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的状况，

第一时间通知 LTP 主管汇报情况。 

3. 污水车间主管了解事故状况后应立即将泄漏事故报告给总指挥，如有解

决方案经 LTP 经理确认后可立即安排人员执行。 

4. 污水车间操作员收到解决方案后立即按方案中要求处理泄漏事故.如有

需要其他部门协助处理的需 LTP 主管向该部分主管申请。 

5.确定渗滤液停止泄漏外流后通知 LTP 主管，通报事故处理情况。 

6. 污水车间主管在确定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毕后，向 LTP 经理报告事故处理

情况。 

7. 污水车间恢复正常运营。 

6垃圾渗滤液外运应急预案 

6.1 目的 

当垃圾渗滤液不能及时在垃圾渗滤液处理厂处理，同时调节池液位已达到危

险状态时，为了避免垃圾渗滤液在调节池溢流污染环境，及时将垃圾渗滤液外运

至指定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6.2 组织机构及职责 

1.总指挥 

对整个活动给予指挥和命令；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如果

需要外运时，联系具有处理资质的运输单位和处理单位，运输和接受外运的渗滤

液。 

2.副总指挥 

协助总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履行总指挥的职务。 

3. 污水车间主管 

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到现场查看情况及指挥外运渗滤液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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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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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垃圾渗滤液外运应急处置措施 

1 当有人员发现调节池渗滤液将要溢流时，应立即通知 LTP 当班人员。 

2. 污水车间班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的状况，

第一时间通知 LTP 主管汇报情况。 

3. 污水车间主管了解事故状况后应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给部门主管，部门

主管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查看，当确定是由于渗滤液处理厂处理能力不够，导致调

节池内渗滤液水位上涨时，应立即通报总指挥。 

4.当总指挥接到事故通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联系运输车辆和具有

资质的处理公司。 

5.当运输车辆到达调节池后，部门主管立即指挥人员将渗滤液抽到运输车辆

内，并在周围准备好泄漏处理工具和吸附材料，以防在抽取过程中发生泄漏。 

6.当运输车辆装好渗滤液，部门主管应安排人员协同运输公司一起将渗滤液

送至处理公司处理。 

7. 污水车间恢复正常运营。 

8.总指挥在事故处理后，应组织各成员及相关部门进行事故分析，并提出改

善措施。 

7硫酸、盐酸、硝酸、氢氧化钠泄漏应急预案 

7.1 目的 

为了预防、控制和处理危化品泄漏事故，快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

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环境污染事故和降低财产损失，迅速恢复

正常的生产，制定本预案。 

7.2 组织架构 

为提高公司整体事故处理能力，建立应急救援事故处理指挥系统。一旦发生

重大酸渗漏和伤人等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系统立即启动，各应急救援职能组织迅

速赶赴事故现场，迅速投入抢险救灾，达到反应快速，应急处理有效，以最快速

度控制事故，减少损失。 

（1）应急抢险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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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负责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工作。 

（2）现场指挥小组 

负责组织对事故发展态势进行初步控制。统一指挥、调动下，组织车间人员

作为主要救援力量之一参与救援。  

（3）治安保卫队                            

负责组织对现场进行人员疏散、封锁、警戒。 

（4）抢险救灾队 

由机修车间、事故单位人员组成，负责设备关停，及渗漏的化学品围堵处理

工作。 

（5）医疗救护组 

负责受伤人员的现场救护和对重伤员的转治，保障抢险人员人身安全。 

（6）物资保障组 

负责救援物资的供应工作。 

（7）通讯联络组 

负责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及时与当地公安部门、消防部门、急救中心取

得联系。同时负责现场的通讯联络任务，按事故现场指挥命令告知公司周边单位

及人员撤离警戒区域外。 

7.3 应急响应 

7.3.1 响应分级 

按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应急响应级别原则

上分为Ⅰ、Ⅱ、Ⅲ级响应： 

Ⅰ级（班组级）：厂区内某罐区发生泄漏，但未引起大面积泄漏，依靠班组

内设备器材短时间内能消除危险。 

Ⅱ级（公司级）：事故安全影响限制在厂界边界，环境影响控制在公司内现

场周边地区，需要调动全公司的资源进行控制，但未引起人员重伤、死亡。 

Ⅲ级（外部级）：对企业的生产安全和作业人员造成严重威胁，需要调动公

司以外的社会资源进行抢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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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基本响应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立即启动本预案： 

（1）盐酸、硫酸、硝酸、氢氧化钠卸料过程中发生意外泄漏、储罐区发生

泄漏，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或人员伤害及经济损失。 

（2）作业区已起火燃烧或已发生爆炸。 

（3）大量危化品泄漏有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 

2.当公安消防队到达现场后，应急救援总指挥长应及时汇报现场及救援情况，移

交指挥权，服从公安消防统一指挥。 

7.3.3 响应程序 

填埋场突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单位和现场人员必须立即向公司应急救

援领导小组报告，启动事故现场应急预案，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设置警戒标志。

具体为： 

1.应急预案启动 

①指挥部成员应采取最迅速的方式及时到达指挥部，不能到达人员必须得

到总指挥的同意，并指定人员代职。 

②根据了解事故的情况，总指挥下达处置指令，各成员带领各救援小组成

员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2.指挥与协调 

根据事故发展事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由副总指挥进行现场指挥，并协

调各救援小组的救援工作。 

3.应急物资进入 

物资保障组调围堵泄漏液所用的沙子、中和酸所用的氢氧化钠等救援物资进

入场内。同时调防毒面具、耐酸衣服、耐酸面罩、耐酸手套、耐酸鞋等应急防护

用品给现场抢险救灾人员。 

4 应急救援程序 

所有抢险救援人员必须首先佩戴好防毒面具、穿戴好耐酸碱衣服、耐酸碱面

罩、耐酸碱手套、耐酸碱鞋方可进场救援。 

（1）采取一切办法切断事故源（如关闭阀门、隔离系统、切断电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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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讯联络组根据事故事态，由总指挥下令，紧急联络，迅速向各救援

小组通报总指挥的命令。 

（3）治安保卫队进场内负责疏散、警戒、现场保护。将事故现场设定为危

险区，在此范围内，对通往酸库的各道路设立安全警戒区，禁止非救援人员、车

辆来往；迅速撤离警戒区内非救援人员，保护事故现场。 

（4）医疗救护组到达事故现场，立即抢救伤员，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使伤员迅速脱离事故现场移至空气新鲜处，伤情严重者应立即送医院就医。 

（5）抢险救灾人员进行现场侦查，明确抢险要害部位，及时上报指挥部，

为指挥部下达指令提供依据。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险抢修指令，迅速进行设备抢

修，转移现场物资，消除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迅速有效控制事故。 

（6）消防队到达事故现场后，现场负责人应向消防队介绍泄漏化学品名称、

物化性质、危害性及现场状况，并提供相关处理预案；所有人员应服从消防队的

指挥救援行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由消防队长组织实施，先救人后扑救

火灾，以最快速度将火扑灭，并将伤员及时救出交给医疗救护小组。 

（7）物资保障组到达事故现场，随时听候指挥部的命令，准备充足运输车

辆，提供抢险救援的保障物资等。 

（8）指挥部成员根据事故部位和事态发展，并视能否控制，若现场火灾、

爆炸事故有蔓延趋势，得不到控制时，现场指挥员应立即报告总指挥，并立即下

达扩大应急响应指令： 

A、现场指挥小组立即拨打“119”、“120”电话报警，请求支援。 

B、总指挥立即用通讯工具向安监局和相关主管部门领导报告事故情况，请

求社会支援。 

C、经总指挥同意，由现场指挥下达人员撤离命令，并清点救援人员，以防

万一。 

D、现场指挥员和应急救灾组员应协助专业救援队伍在现场开展专业救援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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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4.1 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泄漏的常见原因主要是由于管理不善，工人违章操作以及设备、容器陈旧，

管道破裂，阀门损漏，贮罐爆炸等导致生产性事故或意外事故所造成。 

（一）少量泄漏的处置措施 

危险品储运过程中，储罐、管道、阀门、物料包装桶等均有可能发生物料泄

漏。 

 1.岗位巡检人员或任何员工发现后，应迅速采取措施切断泄漏源，并及时报

告公司应急指挥部。 

2.应急救援指挥部接到报警后，迅速通知相关部门、班组，要求查明泄漏点

和泄漏原因，下达及时处理的指令。 

3.发生泄漏的储罐，应迅速查明泄漏点和原因，可采取切断物料或倒罐处理

措施；如泄露部位不能控制的，应向指挥部报告并提出堵漏或抢修的具体措施。 

4.物料区周边存放碱性或酸性物质用以中和泄漏物质，并存放大量泥土、砂

子等吸附性材料用以吸附泄漏物。 

5.物料泄漏地面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吸附材料送到

填埋场填埋处理。 

6.物料泄漏区域严禁一切火源。 

7.泄漏处置时应正确穿戴防护用品，防止身体部位直接接触泄漏物。 

（二）大量泄漏的处置措施 

1.发现人员立即向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警。  

2.应急救援指挥部接到报警后，迅速通知相关部门、班组，同时发出警报，

通知指挥部成员和救援队伍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3.视泄漏情况，及时向 119 报警。  

4.化学品大量泄漏时，应利用或构筑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5.物料泄漏区域严禁一切火源。  

6.及时组织疏散泄漏区域周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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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泄漏处置时应正确穿戴防护用品，防止身体部位直接接触泄漏物。 

7.4.2 中毒事故处置措施 

1.安全进入毒物污染区。对于高浓度的毒物污染区以及严重缺氧环境，必须

先予以通风，参加救护人员需佩戴供氧式防毒面具。其它毒物也应采取有效防护

措施方可入内救护。  

2.迅速抢救生命。中毒者脱离染毒区后，应在现场立即着手急救。心脏停止

的，立即拳击心脏部位的胸壁或作胸外心脏按摩；直接对心脏内注射肾上腺素或

异丙肾上腺素，抬高下肢使头部低位后仰。呼吸停止者赶快做人工呼吸，最好用

口对口吹气法。剧毒品不适宜用口对口法时，可用史氏人工呼吸法。人工呼吸与

胸外心脏按摩可同时交替进行，直至恢复自主心搏和呼吸。急救操作不可动作粗

暴，造成新的损伤。眼部溅入毒物，应立即用清水冲洗，或将脸部浸入满盆清水

中，张眼并不断押运头部，稀释洗去毒物。  

3.彻底清除毒物污染，防止继续吸收。脱离污染区后，立即脱除受污染的衣

物，对于皮肤、毛发甚至指甲缝中污染，都要注意清除。对能由皮肤吸收的毒物

及化学灼伤，应在现场用大量清水或其他备用的解毒、中和液冲洗。毒物经口侵

入体内，应及时彻底洗胃或催吐，除去胃内毒物，并及时以中和、解毒药物减少

毒物的吸收。  

4.送医院治疗。经过初步急救，速送医院继续治疗。 

7.4.3 人员疏散方案 

1.事故现场人员的撤离。人员自行撤离到上风口处，由当班班组长负责清点

本班人数。当班班长应组织本班人员有秩序地疏散，疏散顺序从最危险地段人员

先开始，相互兼顾照应，统一疏散至厂区大门处集合。人员在安全地点集合后，

班长清点人数后，向总指挥或副总指挥报告人员撤离情况。发现缺员，应报告所

缺员工的姓名和事故前所处位置等。  

2.非事故现场人员紧急疏散。事故发生后，值班人员接到通知后及时通知非 

事故现场的人员紧急疏散至厂区大门处，由班组长负责人员清点，并向总指挥或

副总指挥报告人员撤离情况。发现缺员，应报告所缺员工的姓名和事故前所处位

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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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边区域的单位、人员疏散的方法。当事故发展趋势影响到周边单位、人

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时，现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公司所在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周边

单位的相关负责人，由他们下达周边群众疏散警报。公司员工要协助做好人员的

疏散与撤离。 

7.5 硫酸、盐酸、硝酸危险特性和应急处置 

7.5.1 危险特性 

化学品 危险特性 健康危害 

硫酸 

遇水大量放热，可发生沸

溅。与易燃物（如苯）和可

燃物（如糖、纤维素等）接

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

起燃烧。遇电石、高氯酸、

硝酸盐、金属粉末等会剧烈

反应，发生爆炸或燃烧。有

强烈的腐蚀性和吸水性。 

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

作用。蒸气或雾可引起结膜炎、结膜水肿、

角膜混浊，以致失明，引起呼吸道刺激，

重者发生呼吸困难和肺水肿；浓度引起喉

痉挛或声门水肿而窒息死亡。口服后引起

消化道 烧伤以致溃疡形成；严重者可能有

胃穿孔、腹膜炎、肾损害、休克等。皮肤

灼伤轻者可出现经斑、重者形成溃疡。溅

入眼内可造成灼伤，甚至角膜穿孔、全眼

炎以至失明。慢性影响：牙齿酸蚀症、慢

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硬化。 

盐酸 

能与一些活性金属粉末发

生反应，放出氢气。遇氰化

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

体。与碱发生中合反应，并

放出大量的热。具有强腐蚀

性。 

接触其蒸气或烟雾，引起眼结膜炎，鼻及

口腔粘膜有烧灼感，鼻衄、齿龈出血、气

管炎；刺激皮肤发生皮炎，慢性支气管炎

等病变。误服盐酸中毒，可引起消化道灼

伤、溃疡形成，有可能胃穿孔、腹膜炎等。 

硝酸 

强氧化剂。能与多种物质如

金属粉末、电石、硫化氢、

松节油等猛烈反应，甚至发

生爆炸。与还原剂、可燃物

其蒸气有刺激作用，引起粘膜和上呼吸道

的刺激症状。如流泪、咽喉刺激感、呛咳、

并伴有头痛、头晕、胸闷等。长期接触可

引起牙齿酸蚀症，皮肤接触引起灼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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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糖、纤维素、木屑、棉花、

稻草或废纱头等接触，引起

燃烧并散发出剧毒的棕色

烟雾。具有强腐蚀性。 

服硝酸，引起上消化道剧痛、烧灼伤以至

形成溃疡；严重者可能有胃穿孔、腹膜炎、

喉痉挛、肾损害、休克以至窒息等。 

 

7.5.2 应急处置 

（1）硫酸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

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

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

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

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火灾或爆炸处

理 

消防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及其用品，防止灼烧。 

用二氧化碳、水、干粉灭火，避免直接将水喷入硫酸，以免遇

水放出大量的热量灼烧皮肤。 

（2）盐酸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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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

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

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

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

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火灾或爆炸处

理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

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也可用大量水扑救。 

（3）硝酸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

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

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

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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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

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

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火灾或爆炸处

理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二氧化碳、砂土、雾状水来灭火。 

 

7.6 氢氧化钠危险特性和应急处置 

7.6.1 危险特性 

化学品 危险特性 健康危害 

氢氧化

钠 

本品不会燃烧，遇水和水蒸

气大量放热，形成腐蚀性溶

液。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

热。具有强腐蚀性。 

本品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刺激眼和呼吸

道，腐蚀鼻中隔；皮肤和眼直接接触可引

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

烂、出血和休克。 

 

7.6.2 应急处置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

分钟。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

洗 10～15 分钟。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  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

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  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

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清洁的铲子

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地面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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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处理无害后废弃 

火灾或爆炸处

理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砂土、雾状水来灭火。防止遇水飞溅，造成灼伤。 

8培训和演练 

8.1 培训 

本公司制定应急培训计划，分别对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和员工进行应急救援培

训。 

8.1.1 培训目标 

1.应急救援人员熟悉掌握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程序和实施方法。  

2.了解掌握应急救援预案和实施程序变动情况。 

3.提高应急反应组织各级人员和员工的警惕性和应急反应综合素质。 

8.1.2 培训内容 

1.危险源的基本情况、危害识别、应急措施，做到“四知”（知危、知害、知

防、知救）。 

2.泄漏、中毒和火灾等事故应急处置的方式和方法，救援器材使用操作技能。  

3.各应急小组的职责和任务。 

4.应急响应如何启动、如何安全疏散人群等基本操作。  

5.现场急救和伤员转移等应急救援技能。  

6.对周边人员进行应急响应知识宣传。 

7.在紧急情况发生后采取有效逃生的方法。 

8.2 演练 

1.每次演练都应根据假设的事故制定周密的演练方案。 

2.落实演练所需的各种物资、器材及交通车辆、防护器材的准备，并在演练

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以确保演练能顺利进行。 

3.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灭火或专项应急演练。 

4.做好演练记录存档（必要可拍摄有关现场演练图片），由安全管理员负责。  

5.确保在财力上保障事故应急预案演练上的支出。 

6.演练结束后，应当对本次演练活动准备、组织、内容、人员、过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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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不足和就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提出本预案不足或应

完善的部分，必要时提出修订本案的提议。 

9附件 

附件 1 相关机构联系电话 

恩平市政府联系电话：12345 

恩平市应急办：0750-7722200 

恩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0750-7724220 

恩平市环境监测站：0750-7812416 

恩平市江南派出所：0750-7777323 

恩平市人民医院：0750-7722278  

恩平市中医院：0750-7775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