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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前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08 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

理部令 第 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科学院应急工作的有关

规定，强化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处

置突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研究所的员工、学生和公众的生命及财产

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我所依据《生产经营单

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的规定，编

制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我所应急预案体系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

案组成。为及时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故，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降低损失、环境的破坏以及维护员工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研究

组应制定本部门各类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应急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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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1 火灾分类 

《火灾分类》GB/T 4968-2008 中，根据可燃物的类型和燃烧特性

将火灾定义为六个不同的类别。 

A 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通常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

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 

B 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 

C 类火灾：气体火灾。 

D 类火灾：金属火灾。 

E 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F 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1.2 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2.1 固体物质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固体火灾的物质包括硫磺、木材、纸张

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仓库、办公室、实验室等，固体火灾事故现

场处置方案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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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509 组群固体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建筑物及构筑物，硫磺、煤、木材、纸张等物质，遇到高

温、明火或静电有可能引起火灾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

财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火灾现场第一发现火灾的人员就近使用灭火器材灭火，并

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救援。  

注：固体火灾选用 ABC型干粉灭火器、灭火砂、室内消火栓。 

2、起火点附近员工负责利用 ABC 型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共同

灭火；附近员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附近员工组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

疏散准备。 

3、硫磺等易燃固体遇小火用砂土闷熄。遇大火可用雾状水灭

火。注：以 MSDS中灭火方法为准。 

4、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火场中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移除易燃

化学品等）。 

5、切断房间电源，防止发生触电等次生事故。 

6、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7、当火情超出本部门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同时本

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8、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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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火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靴

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不要贸然开门，当

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火场，扑灭身上火苗。 

2、对吸入性烧伤，立即清除伤者口鼻内分泌物和炭粒，保持

呼吸道通畅，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3、对烧伤伴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4、对单纯烧伤创面，应用冷水冲洗，之后用无菌敷料或清洁

布单覆盖。 

5、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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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的物质

包括乙醇、石油醚、石蜡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仓库、实验室等，

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1-2。 

表 1-2 509 组群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乙醇、石油醚等化学品，导热油、石蜡等石油制品，遇到高

温、明火或静电有可能引起火灾事故，工作中的导热油泄漏

可能发生自燃。火灾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对

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火灾现场第一发现火灾的人员就近使用灭火器材灭火，并

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救援。  

注：液体火灾选用 ABC型干粉灭火器、灭火砂、灭火毯，采用

室内消火栓进行隔离及冷却，灭火措施的选定尚应满足起火液

体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 

2、距起火点近的员工负责利用 ABC 型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共

同灭火；附近员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

告；附近员工组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

人员疏散准备。  

3、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火场中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移除易燃

化学品等）。 

4、切断房间电源，防止发生触电、液体蒸气爆炸等次生事故。 

5、采用沙土等构筑围堰防止液体泄漏后流散发生流淌火、防

止液体进入下水道发生爆炸。 

6、开启房间防爆机械排风机，防止可燃液体蒸气聚集、发生

爆炸。 

7、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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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8、当火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同时本

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9、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火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靴

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不要贸然开门，当

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火场，扑灭身上火苗。 

2、对吸入性烧伤，立即清除伤者口鼻内分泌物和炭粒，保持

呼吸道通畅，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3、对烧伤伴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4、对单纯烧伤创面，应用冷水冲洗，之后用无菌敷料或清洁

布单覆盖。 

5、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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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气体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气体火灾的物质包括氢气、甲烷等，可能

发生的场所包括气瓶间、实验室等，气体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1-3。 

表 1-3 509 组群气体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氢气、甲烷等可燃性气体泄漏，在爆炸极限之外，遇到高

温、明火或静电有可能引起火灾事故。火灾事故可能造成人

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特别注意：扑救气瓶、气体管路火灾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防止气瓶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1、可燃气体钢瓶或气体管路发生火灾事故时，要及时切断气

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不得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应保持

气体保持正压状态，以防止可燃气体（特别是分子量较小的气

体）回火。在火势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可让气体燃烧，直到气

瓶内的气体烧完为止。 

2、氢气瓶着火时，一名操作人员将水管对准钢瓶降温的同时，

另一名穿戴好防护用品的现场灭火人员要从钢瓶喷火的侧面

靠近钢瓶，用湿棉布盖住瓶阀，迅速关闭着火钢瓶的阀门，达

到灭火的目的。 

3、采用大量消防水喷射其他引燃物质和相邻设备时，可将燃

烧设备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4、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火场中气体管路、移除易燃化学品等）。 

5、火灾现场最先发现火灾的人员按照前述灭火方式灭火，并

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救援。  

6、附近员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附近员工组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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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准备。  

7、切断房间电源，防止发生触电、易燃气体爆炸等次生事故。 

8、开启房间防爆机械排风机，防止易燃气体聚集、发生爆炸。 

9、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10、当火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同时

本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11、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火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靴

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不要贸然开门，当

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火场，扑灭身上火苗。 

2、对吸入性烧伤，立即清除伤者口鼻内分泌物和炭粒，保持

呼吸道通畅，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3、对烧伤伴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4、对单纯烧伤创面，应用冷水冲洗，之后用无菌敷料或清洁

布单覆盖。 

5、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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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金属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金属火灾的物质包括金属钾、金属钠等，

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仓库、实验室等，金属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

表 1-4。 

表 1-4 509 组群金属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金属钾、金属钠等活泼金属包装破损，空气潮湿、遇水等，与

卤素、磷、氧化剂、酸类等禁忌物混存混放有可能引起火灾事

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

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火灾现场第一发现火灾的人员就近使用灭火器材灭火，并

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救援。  

注：金属锂、钠、钾等活泼金属发生火灾不可用水、卤代烃（1211

型灭火器）、碳酸氢钠（ABC 型干粉灭火器）作为灭火剂灭火。

应使用干燥氯化钠粉末（D 型干粉灭火器）、干砂等灭火。 

2、距起火点近的员工负责利用 D 型干粉灭火器灭火；附近员

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附近员工组

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疏散准备。  

3、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火场中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关闭或移

除水源、移除易燃化学品等）。 

4、切断房间电源，防止发生触电等次生事故。 

5、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6、当火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并告知

起火源为活泼金属），同时本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

散。 

7、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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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火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靴

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不要贸然开门，当

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火场，扑灭身上火苗。 

2、对吸入性烧伤，立即清除伤者口鼻内分泌物和炭粒，保持

呼吸道通畅，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3、对烧伤伴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4、对单纯烧伤创面，应用冷水冲洗，之后用无菌敷料或清洁

布单覆盖。 

5、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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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带电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带电火灾的设备、设施包括正在运行的电

脑、服务器、变压器及电子设备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办公室、实

验室、变配电室等，带电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1-4。 

表 1-4 509 组群带电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电脑、服务器、变压器及电子设备等电气设备超负荷使用、超

年限使用以及长时间通电使用有可能引起火灾事故，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扑救带电火灾，应首先切断火场电源。如配电箱位于火场

内，应向消防控制室报警，由物业工作人员在合适变配电箱切

断电源、以不影响灭火工作。 

2、火灾现场第一发现火灾的人员就近使用灭火器材灭火，并

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救援。  

注：带电火灾可以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ABC 型干粉灭火器扑

救。为防止触电，扑救人员及灭火器与带电体之间应保持足够

的安全距离。 

3、距起火点近的员工负责利用二氧化碳灭火器、ABC 型干粉

灭火器共同灭火；火势较大时可用水枪“点射”的方式进行灭

火，此时扑救人员应穿着绝缘靴；附近员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

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附近员工组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

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疏散准备。  

4、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火场中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移除易燃

化学品等）。 

5、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6、当火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同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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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7、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火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靴

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不要贸然开门，当

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火场，扑灭身上火苗。 

2、发生电烧伤时，首先要用木棒等绝缘物或橡胶手套切断电

源，之后再抢救。 

3、对吸入性烧伤，立即清除伤者口鼻内分泌物和炭粒，保持

呼吸道通畅，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4、对烧伤伴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5、对单纯烧伤创面，应用冷水冲洗，之后用无菌敷料或清洁

布单覆盖。 

6、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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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2.1 爆炸事故分类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爆炸分为火药爆

炸、瓦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它爆炸为五个不同的类别，

从事能源研究的科研院所涉及的事故类型包括容器爆炸、其它爆炸。 

2.2 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2.2.1 容器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容器爆炸包括压力容器物理爆炸和化学爆炸，高校和科研院所可

能引发容器爆炸的设备包括气瓶、反应釜、气体储罐、灭菌锅、换热

器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实验室、中试车间等，容器爆炸事故现场

处置方案见表 2-1。 

表 2-1 509 组群容器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气瓶、反应釜、气体储罐、换热器等压力容器及类外承压设备

因腐蚀、焊缝缺陷等，超温、超压，气瓶超充、受到撞击等有

情况可能引起爆炸事故（物理爆炸），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现场工作人员或事故第一发现人要立即判断是否可能发生

二次爆炸，火灾、中毒窒息、坍塌、物体打击等次生事故。若

有发生次生事故的可能应迅速撤离现场；判断无发生次生事故

可能时，确认爆炸泄漏的介质后穿戴对应的个人防护用品进入

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对房间通风并进行救援，如有火灾爆炸可

能应就近使用灭火器材扑灭容器爆炸可能造成的次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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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需确认泄漏物质种类及危险特性，合理选择个人防护用品

与灭火器材。 

2、附近员工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组长组织附近员工疏

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疏散准备。  

3、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现场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移除易燃化

学品等）。 

4、切断房间电源，阻断点火源，防止发生触电、火灾爆炸等

次生事故。 

5、接到报警后，综合管理处人员立即赶往现场确认情况。 

6、当发生次生事故如火灾爆炸、楼宇坍塌等应立即报火警

119，并组织本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7、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1、救援人员要考虑到可能对救援人员和伤员造成伤害的次生

危险，如延迟爆炸、建筑物倒塌和环境中存在的污染物等。救

援人员在救援时要做好自我保护。 

2、进入爆炸现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

火服、靴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防止现场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物质可能引发的火灾、中毒和窒息事故。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爆炸后发生火灾，当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

不要贸然开门，当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6、应注意受损建（构）筑物等可能造成的物体打击。 

人员救护 

爆炸伤常因创伤性截肢和躯干穿透伤导致大出血，如果伤员出

现伤口搏动性出血或持续出血，地面形成血泊，血液不断浸透

衣物、敷料或绷带，出现无意识、意识模糊、面色苍白等失血

性休克症状可判断为大出血。如大出血是四肢损伤所致，应立

即使用止血带止血，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血量。如果怀疑出血是

胸、腹部等损伤所致，应、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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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2.2.2 其他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其他爆炸指可燃性气体、蒸气、粉尘等与空气混合形成的爆炸性

混合物的爆炸，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其他爆炸的物质包括易燃气

体、爆炸品、易燃液体、易燃固体、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

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仓库、实验室等，其他爆

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2-2。 

表 2-2 509 组群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易燃气体泄漏与空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易燃气体气瓶超充、

气瓶受到撞击后泄漏，爆炸品润湿剂等缺失，易燃液体泄漏、

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湿自燃物品遇水、潮湿

空气放出易燃气体，过氧化物受到高温、撞击或混入催化剂等

情况可能引起爆炸事故（化学爆炸），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对事故发生地点周边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现场工作人员或事故第一发现人要立即判断是否可能发生

二次爆炸，火灾、中毒窒息、坍塌、物体打击等次生事故。若

有发生次生事故的可能应迅速撤离现场；判断无发生次生事故

可能时，确认爆炸泄漏的介质后穿戴对应的个人防护用品进入

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对房间通风并进行救援，如有火灾爆炸可

能应就近使用灭火器材扑灭容器爆炸可能造成的次生火灾。 

注：需确认泄漏物质种类及危险特性，合理选择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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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灭火器材。 

2、距爆炸点附近的员工负责利用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共同灭

火；附近员工向消防控制室报警，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附近员工组织起火点附近员工疏散并做好本楼层（区域）人员

疏散准备。  

3、根据爆炸物质的性质，选择水喷淋等措施对爆炸现场未爆

炸的物品进行降温（如过氧化氢）。 

4、开启房间防爆机械排风机，防止可燃液体蒸气或可燃气体

聚集、发生爆炸。 

5、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切断现场气体管路、移除气体钢瓶、移除易燃化

学品等）。 

6、切断房间电源，防止发生触电等次生事故。 

7、接到报警后，消防控制室人员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灭火、

施救，并立即向组长、综合管理处报告。 

8、当火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火警 119，同时本

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9、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1、救援人员要考虑到可能对救援人员和伤员造成伤害的次生

危险，如延迟爆炸、建筑物倒塌和环境中存在的污染物等。救

援人员在救援时要做好自我保护。 

2、进入爆炸现场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

火服、靴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防止现场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物质可能引发的火灾、中毒和窒息事故。 

现场安全 

1、保持冷静，探清疏散通道位置再逃生，逃生时不要乘坐电

梯。 

2、如爆炸后发生火灾，当门把手温度很高、烟雾从门缝钻入，

不要贸然开门，当心烟雾造成窒息。 

3、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降低行走姿态，以防止

烟气造成窒息。 

4、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可卧倒在地来回翻滚。 

5、扑救火灾时，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6、应注意受损建（构）筑物等可能造成的物体打击。 

人员救护 爆炸伤常因创伤性截肢和躯干穿透伤导致大出血，如果伤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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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伤口搏动性出血或持续出血，地面形成血泊，血液不断浸透

衣物、敷料或绷带，出现无意识、意识模糊、面色苍白等失血

性休克症状可判断为大出血。如大出血是四肢损伤所致，应立

即使用止血带止血，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血量。如果怀疑出血是

胸、腹部等损伤所致，应、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

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2.2.3 止血包扎措施 

失血过多可能引起休克甚至死亡。面对意外受伤出血时，快速有

效止血，对挽救伤者生命至关重要。止血包扎看似简单，但如果处理

不当，不仅影响止血效果，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组织坏死、伤口感染，

甚至死亡。 

肢体损伤程度和出血性质不同，采用的止血包扎方法也不相同。

常用的止血方法可简单概括为压、包、塞、捆。 

（1）压 

压迫止血法是最常见的止血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伤口直接

压迫，用干净纱布或其他布类，直接按压出血区止血；二是指压止血

法，用手指将出血部位近心端的动脉血管按压在骨骼上，使血管闭塞、

血流中断，从而达到止血目的。寻找按压点时用食指或无名指，不要

用拇指。因为拇指中央有粗大的动脉，容易造成误判。找到动脉压迫

点后，换其他手指按压或用几个手指同时按压。 

（2）包 

压迫止血后，一般要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包扎材料主要包括纱

布、绷带、弹性绷带或干净的棉布。对伤口进行包扎时，应遵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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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后包、力度适中”的原则。先盖后包指先在伤口处盖上敷料，然后

用绷带或三角巾，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力度适中，是指包扎不能过

松或过紧。包扎过松不能有效止血，包扎过紧可能造成远端组织缺血

缺氧坏死。 

（3）塞 

腋窝、肩、口鼻和组织缺损处的出血，一般采用填塞止血法。用

棉织品填塞出血的空腔或组织缺损处，直至止住出血。然后，在伤口

外侧盖上敷料，并加压包扎。运用填塞止血法止血时，可能造成局部

组织损伤和感染，引发破伤风或气性坏疽。因此，除非出血伤口有较

大缺损，一般不建议采用此法。 

（4）捆 

止血带止血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止血方法，可以完全阻断流血，

适用于四肢大动脉破裂出血。使用止血带止血时，应严格记录止血带

的使用时间，每隔 30 分钟放松 2~3 分钟，防止肢体远端坏死。松开

止血带时，要用指压止血法按压出血部位。注意连续使用止血带止血

不能超过 2 小时。若受伤肢体远端明显缺血或肢体出现严重挤压伤，

禁用止血带止血。若肢体无骨折情况，扎止血带前，应先抬高患肢，

以促进血液回流、减少出血。扎止血带时，应在止血带下放好衬垫物，

不要让止血带直接接触皮肤。上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上臂的上

三分之一处，不要扎在上臂中段，避免短时间内损伤神经，进而导致

残疾。下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大腿中上方三分之一处。在没有

止血带、橡皮带等止血器材的情况下，可以用宽布条、毛巾等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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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织品代替，不能用铁丝、电线、尼龙绳、麻绳代替。因为铁丝、

电线、尼龙绳、麻绳等物品较细，捆绑时较难控制松紧度，且压迫范

围较小，不能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扎止血带虽能有效制止患肢出血，

但可能引起或加重肢体远端坏死、急性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因此，

止血带止血法主要用于暂不能用其他方法控制的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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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3.1 机械伤害事故分类 

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时以及部件、工具、加工件

直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挤压、碰撞、冲击、剪切、卷入、绞绕、甩出

切割、切断、刺扎等伤害，不包括车辆、起重机械引起的伤害。 

3.2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机械伤害的设备包括各类旋转切割打

磨设备、钻孔设备、手持电动工具，卷板机、剪板机、压缩机，以及

手锤、手锯、撬杠、钳子等工具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实验室、中

试车间等，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3-1。 

表 3-1 509 组群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机械设备及部件的防护、保险、信号等装置缺失或有缺陷，设

备、设施、工具、附件有缺陷，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缺少或有缺

陷，场地环境不良等情况可能引起机械伤害，可能造成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事故发生点附近员工到园区内路口等处引导应急救护人

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应及时关闭运行机械，及时向周围人

员呼救。 

2、若伤者不能关闭机械，现场有关人员听到呼救后应及时关

闭机械。 

3、集中人力、物力，尽快把压住伤者的设备构件搬离、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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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肢体仍被卡在设备内，不可盲目采取倒转设备等方式施

救，妥善的方法是拆除设备部件，无法拆除时拨打 119请求救

援。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帽、防砸鞋等身体防护装

备，防止现场在事故现场被砸伤、刺扎等。 

现场安全 

1、机械设备要停电或停止空气等动力供应。 

2、机械设备上尚有工件的，要妥善处置，防止发生二次事故。 

3、处置设备构件时，应做出标记，以利于事故调查。 

人员救护 

1、轻微的机械伤害可自行对伤口进行清洗、处理包扎后尽早、

尽快、就近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2、严重的机械伤害进行简单包扎、止血措施（止血包扎措施

见附页），伤者伤势严重，不要轻易移动伤者，拨打 120 请求

救援。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3.3 止血包扎措施 

失血过多可能引起休克甚至死亡。面对意外受伤出血时，快速有

效止血，对挽救伤者生命至关重要。止血包扎看似简单，但如果处理

不当，不仅影响止血效果，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组织坏死、伤口感染，

甚至死亡。 

肢体损伤程度和出血性质不同，采用的止血包扎方法也不相同。

常用的止血方法可简单概括为压、包、塞、捆。 

（1）压 

压迫止血法是最常见的止血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伤口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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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用干净纱布或其他布类，直接按压出血区止血；二是指压止血

法，用手指将出血部位近心端的动脉血管按压在骨骼上，使血管闭塞、

血流中断，从而达到止血目的。寻找按压点时用食指或无名指，不要

用拇指。因为拇指中央有粗大的动脉，容易造成误判。找到动脉压迫

点后，换其他手指按压或用几个手指同时按压。 

（2）包 

压迫止血后，一般要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包扎材料主要包括纱

布、绷带、弹性绷带或干净的棉布。对伤口进行包扎时，应遵循“先

盖后包、力度适中”的原则。先盖后包指先在伤口处盖上敷料，然后

用绷带或三角巾，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力度适中，是指包扎不能过

松或过紧。包扎过松不能有效止血，包扎过紧可能造成远端组织缺血

缺氧坏死。 

（3）塞 

腋窝、肩、口鼻和组织缺损处的出血，一般采用填塞止血法。用

棉织品填塞出血的空腔或组织缺损处，直至止住出血。然后，在伤口

外侧盖上敷料，并加压包扎。运用填塞止血法止血时，可能造成局部

组织损伤和感染，引发破伤风或气性坏疽。因此，除非出血伤口有较

大缺损，一般不建议采用此法。 

（4）捆 

止血带止血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止血方法，可以完全阻断流血，

适用于四肢大动脉破裂出血。使用止血带止血时，应严格记录止血带

的使用时间，每隔 30 分钟放松 2~3 分钟，防止肢体远端坏死。松开



26 
 

止血带时，要用指压止血法按压出血部位。注意连续使用止血带止血

不能超过 2 小时。若受伤肢体远端明显缺血或肢体出现严重挤压伤，

禁用止血带止血。若肢体无骨折情况，扎止血带前，应先抬高患肢，

以促进血液回流、减少出血。扎止血带时，应在止血带下放好衬垫物，

不要让止血带直接接触皮肤。上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上臂的上

三分之一处，不要扎在上臂中段，避免短时间内损伤神经，进而导致

残疾。下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大腿中上方三分之一处。在没有

止血带、橡皮带等止血器材的情况下，可以用宽布条、毛巾等有弹性

的棉织品代替，不能用铁丝、电线、尼龙绳、麻绳代替。因为铁丝、

电线、尼龙绳、麻绳等物品较细，捆绑时较难控制松紧度，且压迫范

围较小，不能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扎止血带虽能有效制止患肢出血，

但可能引起或加重肢体远端坏死、急性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因此，

止血带止血法主要用于暂不能用其他方法控制的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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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4.1 中毒和窒息事故分类 

中毒和窒息是指职业性毒物进入人体引起的急性中毒、缺氧窒息、

中毒性窒息伤害。中毒，是指毒物经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三种途

径，侵入人体组织破坏人体正常机能，引起某些器官和系统发生病变，

引起急性中毒。窒息，是指在密闭空间等不通风的地方工作，因为氧

气缺乏，会发生突然晕倒，甚至死亡的事故 

4.2 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中毒和窒息的物质包括氯气、一氧化碳

等毒性气体，氮气、氧气等非易燃无毒气体，苯酚等毒害品，三氧化

二砷等剧毒化学品。可能发生的场所包括化学品使用场所，受限空间

等场所，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4-1。 

 

表 4-1 509 组群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工作人员吸入自瓶体（穿孔）、瓶阀、管线、使用设备等处泄

漏的一氧化碳等毒性气体，吸入泄漏的氮气等窒息性气体，经

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吸收苯酚等毒害品（或其蒸气），吸

收三氧化二砷等剧毒化学品，均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对事故发

生地点周边人员也会构成一定影响。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事故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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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特别注意：处置中毒和窒息事故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施救人

员发生接续的中毒和窒息。 

1、施救人员使用气体检测报警器对事故点的毒有害气体进行

监测，迅速判断造成中毒和窒息的物质或危险源。 

2、佩戴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进入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较大时，必须使用空气呼吸器），使伤者尽快脱离危险区城并

进行急救。 

3、处置泄漏时时首先应立刻关闭气源阀门，管线或设备泄漏

时以堵漏器材堵漏。打开门窗通风，附近工作人员迅速疏散。 

4、若工作场所设有吸收中和塔、机械排风机等应急处置设备

应及时开启。 

5、氨气等气体具有毒性的同时，还容易发生火灾、爆炸。若

不能立即切断气源，不得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应保持气体保

持正压状态，以防止可燃气体（特别是分子量较小的气体）回

火。在火势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可让气体燃烧，直到气瓶内的

气体烧完为止。 

6、当事故超出本单位控制能力时，应立即报 119、120，同时

本楼层（区域）、本楼宇人员进行疏散。 

7、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事故点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火服、

靴子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1、施救人员使用气体检测报警器对事故点的毒有害气体进行

监测，佩戴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进入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浓

度较大时，必须使用空气呼吸器）。 

2、如果泄漏无法控制或在密闭空间内停留较长时间，施救人

员应该立即自己疏散 

人员救护 

1、迅速将伤者救出危险区域，脱去伤者被污染的衣物，松开

领口、紧身衣物和腰带，以利中毒呼吸畅通，便毒物尽快排出

体外，如有条件时可给中毒者接氧气。注意给中毒者保暖、静

卧、利用身边的急救药品和抢救方法进行救护，同时密切观察

伤者病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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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品中毒时要根据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或根据 120

意见采取人工呼吸、催吐等急救措施。 

3、尽早、尽快、就近转送伤者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30 
 

5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1 高处坠落事故分类 

高处坠落，是指在高处作业中发生坠落造成的伤亡事故，不包括

触电坠落事故。高处作业是指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的

可能坠落的高处所进行的作业。 

5.2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发生高处坠落的作业包括在楼顶、钢平台，

梯子、脚手架、吊笼、升降工作平台等部位的作业，高处坠落事故现

场处置方案见表 5-1。 

表 5-1 509 组群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在高空作业中，如果未防护，防护不好或作业不当都可能发

生高处坠落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事故点附近员工到园区内路口、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

引导应急救护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发生高处坠落事故，伤者及时向周围人员呼救。 

2、附近员工立即采取措施，疏散事故区域的高处作业人员，

对事故现场进行维护隔离，安排专人防护，对作业设备和安全

防护用品进行检查，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事故。 

3、集中人力、物力，尽快把压住伤者的构件搬离、切割。 

4、若伤者被物件穿刺，不可盲目采取移动伤者等方式施救，

以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及时拨打 119、120请求救援。 

5、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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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绳、安全帽、防砸鞋等身体

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施救人员防止在事故现场被砸伤、刺扎等。 

人员救护 

1、轻微的高处坠落伤害可自行对伤口进行清洗、处理包扎后

尽早、尽快、就近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2、伤者若有创伤性出血，应迅速包扎止血。 

3、较轻的高处坠落伤害进行简单包扎、止血措施，伤者伤势

严重（骨折、脊椎受伤、颅脑损伤等），不要轻易移动伤者，

拨打 120请求救援。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5.3 止血包扎措施 

失血过多可能引起休克甚至死亡。面对意外受伤出血时，快速有

效止血，对挽救伤者生命至关重要。止血包扎看似简单，但如果处理

不当，不仅影响止血效果，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组织坏死、伤口感染，

甚至死亡。 

肢体损伤程度和出血性质不同，采用的止血包扎方法也不相同。

常用的止血方法可简单概括为压、包、塞、捆。 

（1）压 

压迫止血法是最常见的止血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伤口直接

压迫，用干净纱布或其他布类，直接按压出血区止血；二是指压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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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手指将出血部位近心端的动脉血管按压在骨骼上，使血管闭塞、

血流中断，从而达到止血目的。寻找按压点时用食指或无名指，不要

用拇指。因为拇指中央有粗大的动脉，容易造成误判。找到动脉压迫

点后，换其他手指按压或用几个手指同时按压。 

（2）包 

压迫止血后，一般要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包扎材料主要包括纱

布、绷带、弹性绷带或干净的棉布。对伤口进行包扎时，应遵循“先

盖后包、力度适中”的原则。先盖后包指先在伤口处盖上敷料，然后

用绷带或三角巾，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力度适中，是指包扎不能过

松或过紧。包扎过松不能有效止血，包扎过紧可能造成远端组织缺血

缺氧坏死。 

（3）塞 

腋窝、肩、口鼻和组织缺损处的出血，一般采用填塞止血法。用

棉织品填塞出血的空腔或组织缺损处，直至止住出血。然后，在伤口

外侧盖上敷料，并加压包扎。运用填塞止血法止血时，可能造成局部

组织损伤和感染，引发破伤风或气性坏疽。因此，除非出血伤口有较

大缺损，一般不建议采用此法。 

（4）捆 

止血带止血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止血方法，可以完全阻断流血，

适用于四肢大动脉破裂出血。使用止血带止血时，应严格记录止血带

的使用时间，每隔 30 分钟放松 2~3 分钟，防止肢体远端坏死。松开

止血带时，要用指压止血法按压出血部位。注意连续使用止血带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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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超过 2 小时。若受伤肢体远端明显缺血或肢体出现严重挤压伤，

禁用止血带止血。若肢体无骨折情况，扎止血带前，应先抬高患肢，

以促进血液回流、减少出血。扎止血带时，应在止血带下放好衬垫物，

不要让止血带直接接触皮肤。上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上臂的上

三分之一处，不要扎在上臂中段，避免短时间内损伤神经，进而导致

残疾。下肢出血时，应将止血带扎在大腿中上方三分之一处。在没有

止血带、橡皮带等止血器材的情况下，可以用宽布条、毛巾等有弹性

的棉织品代替，不能用铁丝、电线、尼龙绳、麻绳代替。因为铁丝、

电线、尼龙绳、麻绳等物品较细，捆绑时较难控制松紧度，且压迫范

围较小，不能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扎止血带虽能有效制止患肢出血，

但可能引起或加重肢体远端坏死、急性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因此，

止血带止血法主要用于暂不能用其他方法控制的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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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6.1 灼烫事故分类 

灼烫是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碱、盐、有机

物引起的体内外的灼伤)、物理灼伤(光、放射性物质引起的体内外的

灼伤)，不包括电灼伤和火灾引起的烧伤。 

6.2 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火焰烧伤可能发生在明火使用场所，高温物体烫

伤可能发生在电炉等高温设备、蒸汽设备使用场所，化学灼伤可能发

生在酸、碱、盐、有机物使用场所，物理灼伤可能发生在激光器、放

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使用场所，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6-1。 

表 6-1 509 组群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使用明火设备操作不当可能造成火焰烧伤，电炉等高温设备保

温破损或无保温、蒸汽设备及管线泄漏，可能造成高温物体烫

伤，使用酸、碱、盐、有机物时发生喷溅、工作人员防护不当

可能造成化学灼伤，使用激光器、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

设备屏护设施或个体防护缺失可能造成物理灼伤。灼烫事故可

能造成人员伤亡。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起火点附近员工到楼宇入口、楼梯间等处引导应急救护

人员。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次生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如关闭明火使用设备，关闭蒸汽设备、管道阀门等）。 

2、火焰烧伤：衣服着火应迅速脱去燃烧的衣服，或就地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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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灭火焰或用水浇，切记站立喊叫或奔跑呼救，避免面部和呼

吸道灼伤。 

3、高温烫伤:立即清除身体部位附着的物料，必要时脱去衣服，

然后利用洗淋器冷水清洗，如果贴身衣服与伤口粘连在一起

时，切勿强行撕脱，以免伤口加重，可用剪刀先剪开，然后将

衣服慢慢的脱去。 

4、化学灼伤:受伤人员迅速脱离致伤源。皮肤接触:立即脱去

污染的衣着,用纸巾或布轻沾去残留腐蚀品,切忌擦破皮肤,用

大量利用洗淋器清水冲洗。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利用洗

淋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分钟。情况稳定后,

送医。 

5、化学灼伤可能伴有中毒发生。在救援过程中发生中毒、休

克的人员，应立即将伤者撤离到通风良好的安全地带。如果受

伤人员呼吸和心脏均停止时，应立即采取人工呼吸。 

6、物理灼伤：急性放射性损伤局部处理原则基本与普通烧伤

同,应急处理后及时送医。 

7、若伤者灼烫伤害较为严重，不可盲目采脱去已付等方式施

救，以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及时拨打 120、119请求救援。 

8、险情排除后，组织现场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

再次造成事故。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事故人员应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护服、靴

子、护目镜等呼吸、身体防护装备。 

现场安全 

一旦发生放射性同位素掉落事故，应立即报告有关职能部门，

无关人员不要围观或进入事故现场。需要穿戴防护铅服进行应

急处置，防止灼烫、中毒等次生事故。 

人员救护 

1、烧烫伤之后首先要冷疗。其方法是：将创面在自来水龙头

下淋或将受伤部位浸入冷水中，时间一般掌握到冷疗停止后不

再有剧痛为宜，一般 30 分钟至数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方法适用于中小面积烧伤。不要将大面积烧伤部位及小孩、老

人持续浸泡在冷水中，以免体温下降过度引发低温或休克。 

2、对烫伤严重的应禁止大量饮水防止休克；对呼吸道损伤的

应保持呼吸畅通，解除气道阻塞。 

3、初步出之后，尽早、尽快、就近到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E%E5%B0%84%E6%80%A7%E6%8D%9F%E4%BC%A4/3619127


36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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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7.1 触电伤害事故分类 

触电，是指人身触及带电体（或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时，由于

电流流过人体而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

跨步触电三种。 

7.2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触电伤害主要集中在供配电和用电设

备系统。触电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7-1。 

表 7-1 509 组群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电气设备安装不合理、使用有缺陷的电气设备、无保护性的地

线或地线质量不良、非电气工作人员进行电器维修等可能引起

触电伤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时，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并根据现场情况，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立即施救，无法

保证自身安全时不可盲目施救。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发生触电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切断电源，或使用绝缘工

具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如果触电者处于高处，为防止解脱电源后自高处坠落应采

取预防措施。 

3、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或出现昏厥等症状，现场人员应立即

拨打 120呼救，并现场就地抢救，等待医生到达事故现场进行

专业救治。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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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应正确使用绝缘靴、绝缘手套等身体防护装

备，并采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防止在事故现场救援过

程发生触电等次生事故。 

现场安全 

1、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现场人员严禁直接用手触及伤员。 

2、救护工作应持续进行,不能轻易中断,即使在送往医院的过

程中,也不能中断抢救。 

3、如触电人触电后已出现外伤,处理外伤不应影响抢救工作。 

4、夜间发生触电事故时,切断电源会同时使照明失电,应考虑

切断后的临时照明,如应急灯等,以利于救护。 

人员救护 

1、触电者伤势不重，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不要走动，严密

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 

2、触电者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触电者

舒适、安静地平卧，周围不要围人，使空气流通，解开他的衣

服以利呼吸。同时，要速请医生救治或送往医院。 

3、触电者呼吸困难、稀少，或发生痉挛，应准备心跳或呼吸

停止后立即作进一步的抢救。 

4、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

并速请医生诊治或送往医院。在送往医院途中，不能终止急救。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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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化品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8.1 危化品泄露事故分类 

可分为危化品火灾事故、危化品爆炸事故。 

8.2 危化品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危化品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引发危化品泄露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内。危化

品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见表 8-1。 

表 8-1 509 组群危化品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描述 

实验室使用危化品种类较多，其中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盐酸、

硫酸等均为腐蚀品，对承载容易及管道的腐蚀性较强，可能导

致设备破损，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

财产损失。 

应急工作职责 

成立以研究组组长为组长、以研究组成员为组员的事故应急救

援小组。 

1、发现事故和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事故初期时，实施现场应急处置； 

3、听从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应急救援； 

4、预计事故扩大时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应

急

处

置 

应急处置

程序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并根据现场情况，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立即施救，无法

保证自身安全时不可盲目施救。 

2、如事态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

事故现场人员应及时向事故可能波及的区域通报有关情况。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故，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研究所综

合预案。 

现场应急

处置措施 

1、疏散与隔离。首先，应立即疏散现场的无关人员，并隔离

泄漏污染区。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化学品，应立即拨打“119”

报警。 

2、切断火源。切断泄漏区域内的火源，以防止火灾或爆炸事

故的发生。 

3、个人防护。参与泄漏处理的人员应充分了解泄漏品的化学

性质和反应特征，并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如使用呼吸器、

防护服、护目镜等，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4、泄漏控制。在统一指挥下，通过关闭有关阀门、切断与之

相连的设备管线、停止作业或改变工艺流程等方法来控制化学

品的泄漏。如果容器发生泄漏，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堵塞

和修补裂口，制止进一步泄漏。 

5、泄漏物处置。对于气体泄漏物，应及时合理的通风；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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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泄漏物可用沙土或其他不燃吸附剂吸附后做处理；固体泄

漏物应采用适当的工具收集，再用水冲洗地面。对于大规模或

危险的泄漏，可能需要专业化学品清理公司来处置。 

事故报告 

1、24小时值守电话： 

星海园区：84379095。 

长兴岛园区：85760830。 

能源学院园区：39787118 

2、信息接收与通报：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综合管理处报告。 

3、报告要求及内容：事故发生部门、时间、地点、事故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

时续报。 

注

意

事

项 

人员防护

和自救互

救、装备

使用 

参与泄漏处理的人员应充分了解泄漏品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特

征，并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如使用呼吸器、防护服、护

目镜等，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的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呼吸困难时及

时输氧。呼吸及心跳停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术，及

时就医。 

食入：给误服者漱口、饮水、催吐、立即送医院。 

现场安全 

1、发生危化品泄露第一时间联系值守电话，并采取办法写段

事故源 

2、组织人员施救，迅速设置警戒线，组织疏散人员有序撤离

现场，进入现场时，佩戴相应防护用品，防止人员中毒、灼伤 

3、如有人员伤害，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4、对泄露区进行认真的消毒作业，经相关部门检测合格后，

方可撤离警戒人员并恢复作业。 

人员救护 

1、依据危险化学品特性及泄漏量，结合现场气象条件(风向、

风速、气温等)，借助污染扩散模型科学确定污染范围、明确

疏散区域； 

2、部门下达人员疏散命令，由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3、封锁污染区域，将污染区域内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4、在污染区域和可能污染区域立即进行布点监测，根据监测

数据及时调整疏散范围； 

5、在保障被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的同时及时向周围环境相关

人员发布相关消息，做好稳定工作： 

6、根据现场处置情况和应急监测数据，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部门发布公告，被疏散人员返回。 

其他信息 
安全员电话：13109809388   组长电话：15941165080 

编  制  人：高鹤华        审 批 人：邓德会 

 

 

 


