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包括工程施工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的措施 

 

为及时有效地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对工程正常施工秩序的影响，我方从工程

伊始，就建立以项目经理部领导班子为首、我方总部领导班子为辅、总部各部

门支持配合的施工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内启动应急机

制，保证做到：统一指挥、职责明确、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果断，把事

故损失降低到最低。 

 

第一节 风 险 

风险是某一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风险管理始于项目投标

之时，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才能确保我们工

程建设的各项目标与指标的实现。 

风险管理的很多方法已广为人知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当中。特殊工程的分

包保证金和价款以及合同履行担保金是现行的几种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价款

和合同履行担保金为与难对付的分包商打交道时提供了法律依据。确定投标文

件中所要求的工程施工工期和施工质量也是一种风险管理方式。 

风险管理包含在我们的项目方案及项目管理服务当中，行之有效的系统和

程序将帮助我们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因素，评价风险、进行风险决策和处理、

减少和避免执行中的风险损失。我们由信息工具支持的实践方法将确保我们项

目团队间的交流与协调及所有相关事项的执行。 

一.  风险管理组织机构与风险管理 

1、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避免或降低风险损失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有了合理风险管理

组织机构才能保证风险管理的顺利进行，正确进行风险分析，风险决策、合理

地进行风险处理以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组织机构的设置由风险状况和风

险工作量决定，本工程的风险管理分散在投标人的各个职能部门，不设专门的

风险管理机构，以兼职的风险管理小组的形式出现，小组的组织机构彩直线职

能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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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组织机构职能图 

2、风险管理 

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风险管理也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调整，风险管理是一

个连续的、循环的、动态的过程，主要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目标、风险识别、风

险分析、风险决策、风险处理等几个基本步骤，风险管理的过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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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过程图 

二.  风险管理目标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风险管理的总目标是选择最经济和最

有效的方法使风险成本最小。本工程的风险管理目标是：节约经营成本、保证

员工高昂的工作状态、保证企业经营有有效运行，防止员工遭受意外伤害、有

效利用资源、维持企业的生存、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保持稳定的收入、承担社

会责任、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维持企业社会信誉、保证工程顺利完成。 

三.  风险识别 

风险的客观存在性 

风险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风险是人们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及

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偏差，风险的存在是

客观的、确定的，但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风险的大小取决于风险发生的概

率及其产生的损失。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存在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冲压

厂等 24 项（冲压中心建设项目、自主品牌乘用车基地建设项目）工程存在风险



 

是客观必然的。 

风险的识别方法 

减少和避免执行中的风险，是我们风险管理的根本目标，为此我们必需要

首先识别风险。项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就应该进行风险识别，项目实施过程当

中我们要对未来的工作和工程进行风险分析、防范和预控。 

我们依据风险管理计划，业主需求，项目目标、范围任务、各项工作计划，

风险的种类和历史信息进行风险识别。我们按照目标、时间、结构、环境、因

素进行目标的识别和分解。 

风险识别的方法表 

风险识别方法 风险识别方法的说明 

表格问卷识别法 设计既有价值又适用的识别表格和问卷 

风险列举法 根据流程外的资料分析每项活动可能遭遇的风险 

专家调查法 
头脑风暴法：  畅所欲言，最后综合分析 

德尔菲法：    间接、反复获得的价值的信息 

风险因素预先分析法 对风险因素、风险条件预先作概略分析 

幕景分析法 识别可能引起风险的因素及影响程度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 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可能的风险因素 

工程项目的风险识别： 

风险按损失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风险、人为风险（包括行为风险、经济

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根据工程项目施工的特点及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将本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归纳为技术风险和非技术

性风险两个大类，具体细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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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划分图 

四.  风险分析 

风险要素：风险因素、风险事故、损失是风险的三个要素，风险因素引起

风险事故，风险事故导致损失，而风险因素也可能直接导致损失，因此想避免

或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我们需要加强对风险因素的认识。 

因素认别： 

风险管理必须首先识别和分析评估潜在的风险领域，评价风险包括风险发

生可能性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程度。这是项目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步骤。 

识别风险并能避免风险或降低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识别引起风险的因素，

即对风险因素的识别。对风险因素的识别包括风险的来源，风险产生的条件，

描述其风险特征和确定那些风险会对本项目产生影响等。 

五.  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的过程也是风险控制的过程，是选择以及优化风险管理以达到风

险管理目标的过程，是为了防止风险发生以及减少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 

常用的风险管理技术包括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和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控

制型风险管理技术是用来避免、消除和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机率，限制已发生

的损失继续扩大的一切措施。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是对无法控制的风险所做的

财务安排，将风险成本分布在一定时期内，以减少风险损失而引起的财务上的

波动。 

就本工程而言，风险决策重点在于采用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风险防范，

风险防范与本项目整体管理工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的目标管理体系，

过程化、系统化、程序化、阶段化的管理手段将会对我们的工程建设的总体目



 

标的实现具有良好的防范功能，我们内部信息平台的建立、外部信息平台的有

效链接，将会对我们的风险防范提供最有效的支持和沟通。我们科学的组织结

构，优秀的团队建设将会对我们整个工作的有效开展与组织协调起到中坚作用。

我们完备的计划和计划管理体系，将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按照预定目标开展。除

此以外，我们还对工作的关键点制定了完备的防范措施。 

六.  风险管理评价 

风险管理证人是指对风险管理计划的实施和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由于风

险的可变性、风险分析水平的阶段性、风险管理技术处于不断提高完善的过程

中，因此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风险管理的良好效果在于以

最小的风险成本取得最大的安全保障。同时还要保证风险管理目标与整体目标

的一致性。风险管理证人使得风险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持续改进，以最小的

风险成本最得最大的风险管理效果，从而达到避免或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实

现风险管理的计划目标。 

 

第二节 抵抗风险措施 

一.  风险分类 

本工程工期将经过两个雨季、两个冬季，因此施工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

为此工程施工前须认真分析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并制定相应

的处理措施、预案。 

风险情况分类 

认真分析施工过程及现实生活进行识别并具体化，可把紧急情况分为几类，

具体类型及可能险情见下表： 

紧急情况分类表 

序号 类型 可能险情 

1 火灾 
生活区或办公区失火、库房失火、堆放材料、在建工程

失火等 

2 爆炸 易爆物品爆炸、压力容器爆炸等 

3 质量事故 工程结构失稳或倒塌 

4 重大机械事故 锅炉爆炸、起重设备失稳或倒塌、垂直运输机械坠落或



 

失稳、车辆碰撞等 

5 坍塌事故 边坡坍塌，模板倒塌，脚手架失稳或倒塌 

6 坠落伤亡事故 人员重伤、死亡 

7 严重管道破裂 上下水管道破裂、煤气管道破裂、油管破裂等 

8 集体食物中毒 不当饮食或人为造成引起的食物中毒等 

9 夏季中暑 群体中暑、个别严重中暑等 

10 突发传染病 传播迅速、后果严重的传染病，特别 SARS 

11 
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 

地震、地裂、地表陷落、冰雹、暴雨、大风、雷电、暴

雪严寒、严重沙尘暴等 

11 计算机病毒 系统崩溃、数剧丢失等 

13 触电 变压器及配电柜故障、电缆受损后短路 

二.  应急领导小组设置及职责分工 

本工程应急救援工作领导组织分二级，第一级直接对接现场，由项目经理

部领导成员组成，这也是事件发生第一反应小组，也是事件的控制中心。第二

级间接对接现场，由我方总部高层领导成员组成，它支持、服务于第一级应急

小组工作，为第一级应急小组提供财支持，社会关系求助，对第一应急小组工

作提供建议和决策参考。 

三.  应急救援队伍 

根据事件发生对象，组成事件相应救援队伍。一级救援队伍来源于项目经

理部各主要部门，有项目的安全、生产、机电部、技术、行政、医务室等；二

级救援队伍来源于我方总部各主要部门，有总部的质量安全部、保卫部、项目

管理部、机电部、资金部、财务部等；两级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由一级

救援队伍处理事件的发生初始阶段；由二级救援队伍解决事件的调节、安抚、

后期调查、上报政府部门、补偿等工作。 

四.  项目部应急救援职能机构的职责与分工 

项目经理：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总体部署与指挥。 

项目书记：负责应急救援日常管理、信息沟通指导各分包单位应急救工作

组织与实施，联系救扩，向各级报告事故简况。 



 

项目生产经理：负责应急救援，生产人员协调指挥。 

各栋号负责工长：负责本栋号楼应急救援的结构生产人员协调指挥。 

钢筋工长：负责应急救援钢筋专业生产人员协调工作。 

油工工长：负责应急救援现场油工专业生产人员协调工作。 

暂电工长：负责应急救援现场动力照明电力供应，水源供应组织工作。 

材料员：负责应急救援材料运输、车辆调配供应。 

管理员：负责应急救援后勤保障工作。 

安全员：负责应急救援组织现场保护和防护工作；负责应急救援车辆、行

人和人员疏散及善后处理工作；负责应急救援日常管理，信息沟通，协调工作。 

五.  小组激活时间 

事故发生后 1 小时内，启动应急机制。全天 24 小时进入应急状态。事后处

理报告提交我方总部、业主、政府部门 48 小时后，应急状态解除。 

六.  联络方式公式 

应急工作小组人员名单及联络方式将在现场管理文件中和施工现场醒目部

位多处公示，救护医院的位置及联络方式也将予以公示。 

七.  应急救援的经费保障 

项目部负责保证应急救援人员培训、训练、应急设备器材购置保养的日常

经费。安全急救实施过程中的经费保障，可根据具体情况向公司申请划拨。 

 

第三节 紧急情况处理措施、预案 

一.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及预案 

1.现场保护 

项目部应急救援组织在进行事故报告的同时，应按职责分工指定专人保护

事故现场，采取必要的围栏措施，如出现伤亡人员需对现场物品做必要移动的

应首先记录现场实物状况、采取牌照或绘图的方式进行记录。做好调查取证的

基础资料准备工作，同时应对现场与事故有关的管理、操作、目击人员进行登

记、控制，以备询查。对于引发事故的重要物证及时收集、登记、保管。 

2.人员疏散 

对于事故发生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威胁周边人群安全的，应立即采取人

员疏散措施，根据应急预案中安全疏散通道设置的安排，由专人组织人员疏散，

设置限制区域并标识，控制事态的发展。 

3.现场医疗急救 

对于事故发生人员伤亡的，应按应急预案要求，组织经培训的救援救护人



 

员根据伤者情况实施现场救护，同时组织车辆，按预案路线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4.易燃易爆品转移 

易燃易爆物品造成险情或发生险情及现场易燃易爆物品时，应按应急预案

要求，组织人员、车辆进行危险物品转移，转移过程中设置专职看护人员，并

根据危险物品特性配置充足的消防器材，按预案设定的转移路线及目的地组织

转移。必要时上报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在其指导下组织转移。 

二.  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措施及预案 

根据 GB18218-2000《重大危险源辨识》的标准，本工程火灾、爆炸重大危

险源通常有 2 个，一个是施工作业区，一个是临建仓库区。其中化学危险品的

搬运、储存数量超过临界量是危险源普查的重点。因此，工程开工后要对重大

危险源应登记、建档、定期检测、监控，并培训施工人员掌握工地储存的化学

危险品的特性、防范方法。 

1.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流程应遵循的原则 

紧急事故发生后，发现人应立即报警。一旦启动本预案，相关责任人要以

处置重大紧急情况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各部

门之间、各单位之间必须服从指挥、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因工作不到位

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项目在接到报警后，应立即组织自救队伍，按事先制定的应急方案立即进

行自救；若事态情况严重，难以控制和处理，应立即在自救的同时向专业救援

队伍求救，并密切配合救援队伍。 

通事发现场道路，保证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疏散人群至安全地带。（疏散图

待正式进场时绘制）。 

在急救过程中，遇有威胁人身安全情况时，应首先确保人身安全，迅速组

织脱离危险区域或场所后，再采取急救措施。 

截断电源、可燃气体（液体）的输送，防止事态扩大。 

安全总监为紧急事务联络员，负责紧急事物的联络工作。 

紧急事故处理结束后，安全总监应填写记录，并召集相关人员研究防止事

故再次发生的对策。 

2.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措施及预案 

施工人员进行防火安全教育：目的是帮助施工人员学习防火、灭火、避难、

危险品转移等各种安全疏散知识和应对方法，提高施工人员对火灾、爆炸发生

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力。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施工人员不仅可以沉稳地自

救，还可以冷静地配合外界消防员做好灭火工作，把火灾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



 

水平。 

事件发生时，在安全地带的施工人员可通过手机、对讲机向楼上施工人员

传递火灾发生信息和位置。 

如果下行楼梯受阻，施工人员可以在某楼层或楼顶部耐心等待救援，打开

窗户或划破安全网保持通风，同时用湿布捂住口鼻，挥舞彩色安全帽表明你所

处的位置。切忌逃生时在马道上拥挤。 

3.火灾、爆炸发生时人员疏散应避免的行为因素 

人员聚集：灾难发生时，由于人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决定受灾人员的行

为具明显向光性，盲从性。向光性是指在黑暗中，尤其是辩不清方向，走投无

路时，只要有一丝光亮，人们就会迫不及待的向光亮处走去。盲从性是指事件

突变，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们由于过分紧张、恐慌，而失去正确的理解和判断

能力，只要有人一声招唤，就会导致不少人跟随、拥挤逃生，这会影响疏散甚

至造成人员伤亡。 

恐慌行为：是一种过分和不明智的逃离型行为，它极易导致各种伤害性情

感行动。如：绝望、歇斯底里等。这种行为若导致"竞争性"拥挤，再进入火场，

穿越烟气空间及跳楼等行动，时常带来灾难性后果。 

再进火场行为：受灾人已经撤离或将要撤离火场时，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驱

使他们再度进入火场，这也属于一种危险行为，在实际火灾案例中，由于再进

火场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三.  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措施 

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应马上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

位、伤害性质，如伤员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 

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处于休克状

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 20 度左右，尽快送

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顺畅，昏迷应平卧，面部转向一侧，以防舌

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阻塞。 

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

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

及时送就近有条件的医院治疗。 

发现脊椎受伤者，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

条包扎后，搬运时，将伤者平卧在帆布担架或硬板上，以免受伤的脊椎移位、

断裂造成截瘫，招致死亡。抢救脊椎受伤者，搬运过程严禁只抬伤者的两肩与



 

两腿或单肩背运。 

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动伤者。应在骨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位置

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或血管。固定方法：以固定骨折

处上下关节为原则，可就地取材，用木板、竹头等，在无材料的情况下，上肢

可固定在身侧，下肢与腱侧下肢缚在一起。 

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应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脚高的卧位，

并注意保暖。正确的现场止血处理措施。 

一般伤口小的止血方法：先用生理盐水（0.9%Nacl 溶液）冲洗伤口，涂上

红汞水，然后盖上消毒纱布，用绷带较紧地包扎。 

加压包扎止血法：用纱布、棉花等作成软垫，放在伤口上再加包扎，来增

强压力而达到止血。 

止血带止血法：选择弹性好的橡皮管、橡皮带或三角巾、毛巾、带状布条

等，上肢出血结扎在上臂上处（靠近心脏位置），下肢出血结扎在大腿上处（靠

近心脏位置）。结扎时，在止血带与皮肤之间垫上消毒纱布板垫。每隔 25-40 分

钟放松一次，每次放松 0.5-1 分钟。 

动用最快的交通工具或其他措施，及时把伤者送往邻近医院抢救，运送途

中应尽量减少颠簸。同时，密切注意伤者的呼吸、脉搏、血压及伤口的情况。

近医院抢救，运送途中应尽量减少颠簸。同时，密切注意伤者的呼吸、脉搏、

血压及伤口的情况。 

四.  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应急措施及预案 

当物体打击事故发生后，抢救的重点放在对颅脑损伤、胸部骨折和出血上

进行处理。 

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应马上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

位、伤害性质，如伤员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

卧、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 20 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部转向一侧，以

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

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

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就近有条件的医

院治疗。 

五.  发生触电事故的应急措施及预案 

触电急救的要点是动作迅速，救护得法，切不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要



 

贯彻“迅速、就地、正确、坚持”的触电急救八字方针。发现有人触电，首先

要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然后根据触电者的具体症状进行对症施救。 

脱离电源的基本方法有： 

将出现附近电源开关刀拉掉、或将电源插头拔掉，以切断电源。 

用干燥的绝缘木棒、竹竿、布带等物将电源线从触电者身上拨离或者将触

电者拨离电源。 

必要时可用绝缘工具（如带有绝缘柄的电工钳、木柄斧头以及锄头）切断

电源线。 

救护人可戴上手套或在手上包缠干燥的衣服、围巾、帽子等绝缘物品拖拽

触电者，使之脱离电源。 

如果触电者由于痉挛手指紧握导线缠绕在身上，救护人可先用干燥的木板

塞进触电者身下使其与地绝缘来隔断入地电源，然后再采取其它办法把电源切

断。 

如果触电者触及断落在地上的带电高压导线，且尚未确证线路无电之前，

救护人员不可进入断线落地点 8～10 米的范围内，以防止跨步电压触电。进入

该范围的救护人员应穿上绝缘靴或临时双脚并拢跳跃地接近触电者。触电者脱

离带电导线后应迅速将其带至 8～10 米以外立即开始触电急救。只有在确证线

路已经无电，才可在触电者离开触电导线后就地急救。 

在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时应注意的事项： 

未采取绝缘措施前，救护人不得直接触及触电者的皮肤和潮湿的衣服。 

严禁救护人直接用手推、拉和触摸触电者；救护人不得采用金属或其它绝

缘性能差的物体（如潮湿木棒、布带等）作为救护工具。 

在拉拽触电者脱离电源的过程中，救护人宜用单手操作，这样对救护人比

较安全。 

当触电者位于高位时，应采取措施预防触电者在脱离电源后坠地摔伤或摔

死（电击二次伤害）。 

夜间发生触电事故时，应考虑切断电源后的临时照明问题，以利救护。 

触电者未失去知觉的救护措施：应让触电者在比较干燥、暖和的地方静卧

休息，并派人严密观察，同时请医生前来或护人可先用干燥的木板塞进触电者

身下使其与地绝缘来隔断入地电源，然后再采取其它办法把电源切断。 

如果触电者触及断落在地上的带电高压导线，且尚未确证线路无电之前，

救护人员不可进入断线落地点 8～10 米的范围内，以防止跨步电压触电。进入

该范围的救护人员应穿上绝缘靴或临时双脚并拢跳跃地接近触电者。触电者脱



 

离带电导线后应迅速将其带至 8～10 米以外立即开始触电急救。只有在确证线

路已经无电，才可在触电者离开触电导线后就地急救。 

若发现触电者呼吸困难或心跳失常，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挤压。 

对“假死”者的急救措施：当判定触电者呼吸和心跳停止时，应立即按心

肺复苏法就地抢救。方法如下： 

通畅气道。第一，清除口中异物。使触电者仰面躺在平硬的地方，迅速解

开其领扣、围巾、紧身衣和裤带。如发现触电者口内有食物、假牙、血块等异

物，可将其身体及头部同时侧转，迅速用一只手指或两只手指交叉从口角处插

入，从口中取出异物，操作中要注意防止将导物推到咽喉深入。第二，采用仰

头抬颊法畅通气道。操作时，救护人用一只手放在触电者前额，另一只手的手

指将其颏颌骨向上抬起，两手协同将头部推向后仰，舌根自然随之抬起，气道

即可畅通。为使触电者头部后仰，可于其颈部下方垫适量厚度的物品，但严禁

用枕头或其他物品垫在触电者头下。 

口对口（鼻）人工呼吸。使病人仰卧，松解衣扣和腰带，清除伤者口腔内

痰液、呕吐物、血块、泥土等，保持呼吸道通畅。救护人员一手将伤者下颌托

起，使其头尽量手仰，另一只手指捏住伤者的鼻孔，深吸一口气，对住伤者的

口用力吹气，然后立即离开伤者口，同时松开捏鼻孔的手。吹气力量要适中，

次数以每分钟 16-18 次为宜。 

胸外心脏按压。将伤者仰卧在地上或硬板床上，救护人员跪或站于伤者一

侧，面对伤者，将右手掌置于伤者胸骨下段及剑突部，左手置于右手之上，以

上身的重量用力把胸骨下段向后压向脊柱，随后将手腕放松，每分钟挤压 60-

80 次。在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时，宜将伤者头放低以利静脉血回流。若伤者同时

伴有呼吸停止，在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时，还应进行人工呼吸。一般做四次胸外

心脏按压，做一次人工呼吸。送往医院诊治。 

六.  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应急措施及预案 

发生火灾和爆炸，首先是迅速扑灭火源和报警，及时疏散有关人员，对伤

者进行救治。 

火灾发生初期，是扑救的最佳时机，发生火灾部位的人员要及时把握好这

一时机，尽快把火扑灭。 

在扑救火灾的同时拨打“119”电话报警和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及领导报告。 

在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立即指挥员工撤离火场附近的可燃物，避

免火灾区域扩大。 

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区域进行保护。 



 

及时指挥、引导员工按预定的线路、方法疏散、撤离事故区域。 

发生员工伤亡，要马上进行施救，将伤员撤离危险区域，同时拨打“110”

电话求救。 

七.  发生中毒事故应急措施及预案 

组织人员抢救，参与抢救的人员必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佩戴防毒面具、

安全绳、担架及其他救护用品，不得盲目进入现场施救。 

封闭地域实施抢救时，增加送风设备，狭小部位抢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小

队轮番进行，将中毒人员救离现场，排除险情。 

中毒人员被救出后，首先将中毒者安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使其仰卧，观

察中毒情况和有否其他伤害，如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遇呼吸、心跳停止

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并注意其他伤害的救护。处于休克状

态的中毒者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 20cm 左右，尽快

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对于现场不以实施抢救的（条件设备不足）需立即报 119 和 110 及时向上

级有关部门领导报告。 

食物中毒者口内有食物、假牙、血块等异物，可将其身体及头部同时侧转，

迅速用一只手指或两只手指交叉从口角插入从口中取出异物，操作中注意防止

将异物推到咽喉深入。采用仰头抬颊法畅通气道，操作时救护人用一只手放在

中毒者前额，另一只手的手指将其颏颌骨向上抬起，两手协同将头部推向后仰，

舌根自然随之抬起，气道即可畅通。为使中毒者头部后仰，可地其颈部下方垫

适量厚度的物品，但严禁用枕头或其他物品垫在中毒者头下，及时送就近有条

件的医院治疗，并将其剩余食物及食堂样本一同送医院鉴别。 

八.  劳资纠纷事件应急措施及预案 

劳资纠纷可能来源于分包商对工人工资的拖欠，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集中

在春节前夕、春耕时期、秋收时期，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总包商会随时关注

分包商支付工人工资情况，一旦发现有拖欠个案发生，总包商会尽快督促分包

商付清工人工资，同时敦促所有分包商自查劳资状况，对个别分包商恶意拖欠

工人工资行为，将予以举报。 

预案启动后，相关责任人要以处置重大紧急情况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各部门之间、各单位之间必须服从指挥、协调配

合，共同做好工作。因工作不到位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项目经理部在获悉事件发生后，10 分钟内必须在向我方总部高管层领导和



 

业主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发生事件的单位、人数、性质、时间、地点、原

因、经过、社会反映及其他已掌握的情况。 

处理劳资纠纷事件要注意运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开展耐心细致的宣

传解释和思想政治工作，公正处理、妥善解决工人提出的实际问题和合理要求，

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疏导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和社

会秩序，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当事件协商解决不成，有可能诱发暴力破坏活动时，应及时建议公安部门

依法采取防范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和扩大。对无理取闹、违反治安处罚

条例的人员，应建议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九.  重大交通事故应急措施及预案 

事件发生后，迅速拨打急救电话，并通知交警。 

项目在接到报警后，应立即组织自救队伍，迅速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并

派人保护现场。 

协助交警疏通事发现场道路，保证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疏散人群至安全地

带。 

做好事后人员的安抚、善后工作。 

十.  恶劣天气应急措施及预案 

春季沙尘暴，夏季暴雨，冬季大雪是本工程严密注视的恶劣天气，工程开

工后，随时收集未来 7 天内天气状况的信息，一旦得到国家气象中心预紧预报，

工程应急机制小组即启动。 

调整施工进度和强度。 

做好成品保护和材料设备保护。 

做好人员安全保护，必要时调整工人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 

启动专项资金投入各项保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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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地址：https://coyis.com 

本站特色页面： 

 规范更新 页面： 

 提供最新、最全的建筑规范下载 

 地址：https://coyis.com/gfgx 

 图集、构造做法 页面： 

 提供最新、最全的建筑图集构造下载 

 地址：https://coyis.com/tjgx 

 申明 ： 

 建筑一生网提供的所有资料均来自互联网下载， 

纯属学习交流。如侵犯您版权的请联系我们，我们 

会尽快改正。请网友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 

 

建 

https://coyis.com/
https://coyis.com/gfgx
https://coyis.com/tj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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